
9月6日晚，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举办“携
手邻里 共建和谐”迎“双节”文艺晚会。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9月9日，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江路社区开展“和谐邻
里 共度中秋”活动，居民们表演了戏曲、舞蹈、歌曲等
节目。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9月9日，郾城区沙北街道河滨社区组织志愿者看望
空巢老人。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9月8日，在市区黄河路审
计局家属院一幢小楼里，73岁
的马文在电脑旁专心修改着一
份关于心意六合拳的报告文
学。马文年轻时就喜欢写作，
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写了

《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等四部
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散文
等。近日，他拜访心意六合拳
传承人和群众，收集整理资
料，创作1.5万字的报告文学宣
传心意六合拳。

退休后重拾写作

马文年轻时就喜欢写作，
后来工作越来越忙，逐渐放弃
了这个爱好。2006 年，马文退
休后有了时间，重拾爱好后在
报纸、杂志、博客上发表过诗
歌、戏剧小品、散文等1000多
篇。2017 年他写的诗歌 《文字
之歌》 获漯河市诗歌大赛一等
奖，后来又陆续出版了 《侠女
谍战》《审计局长》《马小宝历

险记》《台北知府陈星聚传奇》
四部长篇小说。

“退休后我一直在读书写
作，很多作品都跟漯河的文化
及人物相关。希望通过这些文
学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漯河。”
马文对记者说。

与心意六合拳结缘

谈起与心意六合拳结缘，
马文说要追溯到 30 年前。那
时，他跟别人简单学过拳法，
后来根据这些拳法，自创了一
套适合自己的健身招式。30年
来他坚持用这套招式锻炼，虽
然已年过七旬，但身体一直很
好。

“我一直觉得心意六合拳有
很好的健身效果，更重要的它
是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是漯河的一张名片。”马
文说，他一直想为传承心意六
合拳做点什么。

“大约两年前，我看《漯河
晚报》 时，看到一篇心意六合
拳的报道，得知第八代传承人

是李洳波。”马文说，此后只要
报纸上有李洳波和心意六合拳
的报道，他都会仔细看几遍。

前一段时间，马文在 《漯
河晚报》 上看到漯河市第八届
全运会的通知，其中机关企事
业组的比赛项目中，有心意六
合拳。“我们市政府对心意六合
拳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为了让
更多市民了解心意六合拳，我
就想写一篇关于心意六合拳的
文章，于是就辗转找到了李洳
波。”马文说。

创作1.5万字报告文学

今年 8 月，跟李洳波见过
几次面后，马文大致了解了心
意六合拳的产生、发展、现状
等。于是，他决定写一份心意
六合拳的报告文学。

8月18日，马文完成了1.5
万字的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
心意六合拳的产生、传承，以
及曾获得的荣誉等。

“心意六合拳是我国古老的
三大内家拳之一，相传是岳飞
在郾城大捷中为大破敌兵所
创。”马文说，“我们漯河作为
心意六合拳的发祥地，一定要
让它进一步发扬光大，世世代
代流传下去。”

马文在电脑旁修改报告文学马文在电脑旁修改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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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写报告文学
宣传心意六合拳

□本报记者 杨 淇

“我们想通过媒体表扬
一位拾金不昧好心人。”9月
9 日，家住市区辽河路的梁
女士对记者说。

原来，8 月 17 日晚上 9
点多，梁女士让儿子到黄河
路一家银行的自动存取款机
存钱。“一共要存 5100 块
钱，存钱时机器退出了 100
元，当时存钱的操作还没有
完成，我儿子拿着100块钱
就走了。”梁女士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市民李文华
来到该银行自动存取款机
前，捡到 5000 元后在银行
门口等了 1 个多小时。“因
为一直没人来寻找，我就报
了警。”李文华说，他将钱

交给了民警。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钱到

账的短信，意识到不对的梁
女士 8 月 18 日到银行询问。
银行工作人员查看了监控，
与李文华取得了联系，得知
钱交给了派出所民警。

“前两天我去派出所把
5000块钱拿回来了，这两天
家里有事，要不早就联系媒
体表扬李先生了。”梁女士
说，她和家人准备做面锦旗
送给李先生。

祖孙三代 共办画展

捡钱五千 归还失主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9月9日，在市文化馆，一
场主题为“家风·艺术·一家
人”的画展吸引了许多市民。
据悉，该画展共展示了60余幅
作品，作者来自同一个家庭的
祖孙三代人，他们用画笔表达
了对艺术、生活和祖国的热爱。

当天在画展现场，记者看
到展示墙上挂着许多作品，均
为国画，画作的题材广泛，其
中风景画居多。前来观看的市
民在展厅漫步徐行，静静地欣
赏每一副作品。

贾冰今年42岁，此次画展
的作品一部分是她父亲画的，
一部分是她和儿子、侄女画

的，她告诉记者，展出的作品
中有很多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
山，其中还有一部分描绘的是
漯河的美景，她和家人希望通
过画笔，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一家三代一起办画展，我
还是第一次参加，心里挺震撼
的。”市民王红艳说，“从这些
作品中，就能感受到这个家庭
艺术氛围的浓厚，感受到他们
对艺术的热爱和良好的家风。”

据了解，贾冰的父亲贾新
春今年72岁，学习国画已经几
十年。贾冰则从小痴迷于彩墨
山水画。受到长辈的熏陶，家
中的孩子都对国画有着深厚的
感情，为了更好地学习国画，
一家人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作
为画室，每天在那里切磋交
流，提升技艺。

“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让大家
感受到自然之美，发现中华传统
文化的魅力，也希望借此机会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表达我
们对祖国的祝福。”贾冰说。

市民在观看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