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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南 通讯员 宋婉婷） 10
月 1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联合发
布《关于命名 2022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的通知》，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经过逐级审
核和公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决定命
名999个社区为2022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通辽市 3 个社区入选，分别为是霍林郭
勒市珠斯花街道新六十栋社区、库伦旗库伦社
区服务中心皂户沁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
街道龙兴社区。

通辽市将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做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落实国家、自治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的决策部署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具体体现。将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的目标列入到《通辽市“一老一小”整体解
决方案》《通辽市“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和卫生健康系统十大民生实事中进行统筹推
进。创建中及时制定创建工作方案，成立由市
卫健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工作任务、时间表、路线图，层层压实责任，
定期调度推进工作。市卫健委积极争取计生事
业费和老年事业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两年列
支 75 万元直接用于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
作，力求把保障工作做细做实。参加创建的社
区合理利用专项资金，对社区环境及老年人居
住的空间布局、地面、扶手、厨房设备、如厕洗浴
设备等进行适老化改造，有效改善了老年人的
居住环境、出行设施和社区服务能力水平。

我市3个社区获评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2022年10月22日，原科左中旗委常委、旗委办公室主
任、调研员，通辽市政协文史专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我的
挚友陆文学因病辞世。噩耗传来，令我十分悲痛。往事依
稀，泪眼朦胧，千言万语，道不尽对他的思念。

我与陆文学交往、合作、共事已满40个春秋。我们之间
纯属“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平时联系、沟通都是因事而聚，没
有那种品茶论酒的浪漫闲暇。最初，我与他分别在原哲里木
盟委政策研究室与科左中旗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属于一条战
线，同类性工作，彼此联系较多。后来我到科左中旗工作，他
任旗委办公室主任，承担旗委班子的决策服务、参与政务、管
理事务职责。我们退休后，在共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中，便
使昔日的工作关系转化为心有灵犀的挚友。

他恪守党性，敢于求真直言。我在科左中旗工作期间，
上面领导提出了“以土地招商”的口号。我作为负责一方的
下级干部，对此理智分析，认为不可盲目执行。为此，我委托
陆文学进行论证。他的位置与职责，锻造出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的党性原则精神。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联系历史与
现实，认为“以土地招商”相当错误。如果照此办理，势必导致
对本已十分脆弱的草原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的想法不
谋而合，于是依然执行既定的生态保护政策。事实证明，我
们求实的态度与务实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当地的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

他勇于担责，做事善始善终。2008年至 2014年，我市
连续六年举办科尔沁美食文化节活动，不仅诞生了蒙餐名
点、名菜、名小吃、名宴，而且涌现出一批名厨与名企，通辽
市被国家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授予“蒙餐之都”称号，为丰
富我国的餐饮文化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为汇集、珍存、
弘扬科尔沁美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市政府决定
编撰出版一部《科尔沁美食文化》大型图书。我作为科尔沁
美食文化活动的总顾问与本书总编，特邀陆文学加盟，与我
共同担起总编责任。成书的总体策划与设计我们共同完
成，文图的配置、大部分校对工作和联系出版社等具体事务
性工作，基本都由他进行沟通、接洽与落实。《科尔沁美食文
化》图书印刷出版后，发行与配送工作也由他操心。这期
间，有的人想利用在图书中加载广告商业行为搞个人创收，
被他发现后及时制止。现在，这部图书已成为我市文化建
设的一份珍贵资料。

他写史崇德，独著“知青宝典”。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写史光照后人。对上个世纪广大城

市知青“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社会上一
度褒贬不一。为了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为后人提供可以
客观评判的第一手真实资料，从而了解那一代人成长起来
的“社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专门设立了“内蒙古
知青史”社会科学课题。完成这样一个大项目，不付出辛苦
不行，没有相应的理论、政策水平与文字功底也不行。为了
物色到这样一个称职角色，自治区主管该项目的单位“爬山
涉水”，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陆文学。文学不负众望。他
拿到这个项目后，进行了仔细、周密的相关准备，制定出可
行方案，然后花费七八年时间，行程万余公里，跑遍了12盟
市，深入当年的知青点进行实地采访，到各级档案馆查阅相
关文书资料，研读时下党和国家对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的论述，在掌握了第一手丰富资料后，经历了上千个日日夜
夜，终于写成了超百万字的书稿。其间，内蒙古主管该项工
程的领导多次易人，陆文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按照新
领导提出的要求，他将书稿字数压减到几十万。书稿字数达
到要求了，但是应给他的合理报酬却落实不了。最后，这份
珍贵史料被内蒙古如获至宝珍藏，陆文学只得到一点象征性
补偿。每每说起这件事，他非但没有丝毫抱怨，而且以十分
欣慰的口气说：“我终于把那段知青历史如实还原了。”

他笔耕不辍，著述丰践初心。陆文学的一生，与文学艺
术有着笃定的不解之缘。他在文化馆工作时自不必说，写作
就是他的职业。到左中旗委工作后，也是上班写公文，回家
赋诗写文章。退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曾协助通辽市委和市
政府两办编辑《今日通辽》杂志，并热心扶持他人进行文学创
作。他从1965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作品，并登上

《文汇报》《吉林日报》等省级报刊。2010年7月，社团组织科
尔沁部落自行组织编辑的第一本书《我的科尔沁部落》，他是
主编之一。他不仅擅长文学创作，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独到
之处，曾在《实践》《党的教育》《内蒙古日报》等报刊发表理论
文章数百篇。1979年，他迎来了创作高峰，以《生命畅想》为
标志，多篇作品在《大地》《时代潮》《草原》杂志发表，有的被编
入《中国现当代散文作品集》和中学课外阅读教材。2005年
出版了个人文集《踏尘而歌》。他热心文献资料编纂工作，曾
参加了《青春洗礼》《通辽通史》、科尔沁历史文化丛书《蒙餐
卷》等史籍资料的编辑工作，同时以学者的身份热心参与通
辽地区各种文化活动。他所在的网络群体“科尔沁部落”，聚
集着全国“三八红旗手”、自治区学雷锋标兵、劳动模范、爱心
大使、文学创作领军人物、“感动通辽”60人等，其先进事迹上

过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卫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科尔
沁部落在陆文学、王玉涛、乔子良、鲁雅君等同志的带动下不
断发展壮大、茁壮成长。十几年间，陆文学在部落里发挥了
引领、指导、牵头、组织、协调等重要作用，被称之为部落的“精
神领袖”与“中流砥柱”。

他重情重意，助人真诚无私。凡是与陆文学有过交往
的，都知道他有副热心肠。

“助人真诚无私”，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科尔沁部落
群友最多时有三四百人，其中多为文学爱好者。陆文学对他
们总是热心传帮带，引导大家朝着文学巅峰努力攀登，逐步
带出一种“热爱生活、勤奋学习、积极创作、追求卓越、不断进
步”的“部落精神”。有人说，老陆像科尔沁部落里一颗闪耀的
星星，引导着每一个部落成员为繁荣发展本地区文学艺术创
作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科尔沁部落有个良好的采风传统，对
发生在各地的引领时代风尚的好人好事、涌现的先进地区与
单位，总要组织“写匠”进行实地采访，从多侧面写成不同文体
的文章，进行大力度“集束”宣传。在每次组织的这类活动中，
陆文学都发挥着“灵魂人物”的作用。陆文学无私真诚助人的
精神，我感受最为深刻。我先后出版过五部理论著述，联系出
版社、书稿的版心设计，基本都由他协助完成。我退休后出版
的第四部文集，审稿与最后的校对工作，也由他主动承担。

2021年，我与他都发现身体出现了大毛病，我们先后入
院进行了治疗。他本人被病痛折磨着，但依然关心着我的
健康，时不时打电话、发微信对我问候。2022年，他与他的
爱人大部分时间在海南度过。从海南回到通辽后，他第一
时间到老年体协看望我。9月初，我市宣传部与社科联共同
推出了“2022年通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动员各有
关方面选择课题参加论证。我选择了“高质量发展”大项中
的一个课题，并打算与我的老搭档陆文学共同完成。经电话
联系，他说身体原因，不打算参加了，同时相约，等身体恢复好
点后再聚。我以为这就是为保养身体采取的常规措施，不会
有什么意外。谁知道，意外真的发生了，我们之间的那次通话，
竟成了“最后”的话别。“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
念一伤神。”

逝 者 安 息 ，文 心 永
存 . 愿我的挚友文学一
路 走 好 ，在 天 堂 里 安
息！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呀，站得稳走得正踏
踏实实闯天下……”每当听到这首《中国娃》时，我的眼前
就不由得浮现出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的情景。

出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我，当时农村物质非常匮
乏，很少有人会买得起布鞋穿，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
姐弟四个缝制了一双又一双千层底布鞋。我们打小就喜
欢穿母亲做的布鞋，穿着舒服、踏实、温暖。

那些年，家里人口多，苦的就是母亲了，一年下来，亲
手制作的千层底布鞋，少说有十几双，不知道用了多少麻
线，也记不清手上磨出了多少血泡。

每年深秋，母亲忙着用玉米面搅浆糊，打袼褙了。打
袼褙就是在饭桌上、门板上，或是土墙上抹上浆糊，将不
能再用的旧布头一张张的粘在一起，少说也有十几层。
待风干之后揭下来，留作制鞋底之用。母亲每年都要打
好多袼褙，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把大块的袼褙按照鞋样

剪裁出来，有大人的，有小孩的，一沓沓，一摞摞。接下来
就是纳鞋底了，其实单是搓麻绳就很费劲的，需在腿上用
劲儿地搓，经常看到母亲的腿上挂着两条透着血丝的红
印子。

那时候，家里穷，舍不得买蜡烛，只有煤油灯。白天，
母亲要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纳鞋
底。我们姐弟几个写作业的时候，母亲总是把油灯放得
靠近我们一些，怕光线暗累坏了我们的眼睛。母亲的针
线筐里有锥子、顶针、麻线团，那碎碎的旧布头在母亲眼
里都是宝，都能派上用场。母亲纳鞋底的时候，先用锥子
纳出粗空，再用小针引过麻绳，每纳一针都要把针在头上
蹭一下，引过的麻绳绕在锥子上使劲儿拽几下，那密密麻
麻的针脚就留在鞋底儿上了。母亲纳鞋底更多的时候是
凭着熟练的手感，因为，煤油也舍不得多用。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鸡叫五更，朦胧的睡眼中看见

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仍在飞针走线。我那时很佩服母
亲精湛的手艺，更佩服母亲超强的毅力。因为，天亮之
后，生产队劳动的人群里，还是少不了母亲忙碌的身
影。把鞋帮与鞋底组合到一起，那叫上鞋，上鞋是制作
布鞋最关键的一步，没个好手艺，鞋帮就会偏，穿不上几
天，鞋帮就成了鞋底了。这活计，母亲是最拿手的，左邻
右舍的大娘、婶婶都找她帮忙。制作布鞋，母亲在全村
是最出名……

千层底布鞋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手工艺技艺，早已于
2008 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然而，现
在很少有人穿这种布鞋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情景仍
历历在目……那个年少的我，从五、六岁开始穿母亲做的
布鞋，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默默无闻，却
工作顺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我常常把生活点点滴滴的美好，拍成小视频，发布
在公众号上。

有熟人碰到父母了，常常聊起我拍的小视频，因
为在视频里看到了我记录生活的美好，如到哪去玩，
吃什么美食，发表什么文章等。母亲总是很惊讶的样
子，不断追问别人怎么知道的。得知是从我拍的视频
看到时，母亲羡慕地说，网络真是个好东西，想看什么
都可以。

知道了母亲的心思，我把她的老年机换成了智能
机，还下载了软件，安装了无线网络。母亲喜滋滋地，
兴奋得像个孩子。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
打开，看我拍的小视频，看我们吃什么、玩什么，有什么
开心的事。有时没有更新，她就把以前发的视频一则
则反复地看。母亲不会留言，但点“喜欢”是最执着的，
每则视频都被她点过了。后来，只要我发视频，不出意
外的话，第一个点“喜欢”的一定是母亲。

每次回老家，我都喜欢把父母的乡村生活拍成小
视频。哪怕是帮父母一起下地劳动，我也会剪辑成小
视频。母亲看了，逢人就给乡亲们看，在乡亲们啧啧称
赞时，她总是满脸的荣耀。

我拍的视频，因为乡土气息浓厚，非常接地气，粉
丝也不少。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少和粉丝互动。但我
喜欢拍小视频，所以一直坚持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我都喜欢拍一些原生态的内容。

今年五月份，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心情不大好，拍
视频就少了一些，后来干脆就没有更新。母亲有一天
打来电话说，好久没看到我的新作品了，问我是不是有
什么事。“我能有什么事啊，一切都好着呢。”我跟母亲
解释道，母亲虽然没多说什么，但能感觉出来她还是不
大放心。于是，我又开始拍小视频，阳台上的鲜花，屋
檐下的鸟，还有带孩子游泳等。只要我喜欢的，我都拍
成视频作品。因为我知道，老家的母亲，早已成了我的

“铁粉”了，天天打开手机盼着看我的新作品呢。就这
样，拍视频让我心情慢慢好了起来。

后来，我把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都拍下来，专门
拍给母亲看。工作再忙，也要挤点时间拍一些。同事
笑我拍视频也那么拼，我说，家
里有个“老粉丝”等着呢。

俗话说，家有一老是个宝。每
每想到母亲是我的“老粉丝”，就有股
幸福的暖流，在心底缓缓流淌。

猎猎舞东风，先贤血染红。
高擎急步走，华夏永安宁。

雁南飞

雁泣长空别塞方，日行千里夜回航。
生儿育女亲亲地，祝愿年年万石粮。

时光相伴华发走，
望眼苍茫陷深秋。
品尝甘果数落叶，
千金无力往事留。

秋光

天地及目赏秋光，
远近草木入画廊。
虫避寒凉何处去，
牛依青贮心不慌。

秋月

风清气凉情非冷，
雨抹霜拂鉴愈明。
识得冰心玉壶在，
圆缺无憾皆为赢。

家有“老粉丝”
□赵自力

“千层底”里的万层爱
□杨瑞芳

近日，通辽铁路工务段关工委认真组织学习传达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于10月24日召开专门会议，组织学习传达二十大报
告和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决议，五老人员进行热烈讨论发言，坚决拥护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核心的产生，并进行了党的二十大知
识考试题答卷，从而加深了对盛会的更进一步了解，图为正在学习传达二十大精神。 李明宝 摄

走进深秋（外二首）

□罗忠义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梁立伟 篆刻

通辽铁路工务段关工委学习二十大精神通辽铁路工务段关工委学习二十大精神

记得读过一本书《审美三态》，讲的是审美者以站着、
坐着、卧着三种不同姿态观赏大自然其感觉很不相同。

经这一启迪，我真悄悄地试了好几回，果然，不同的
姿态造成的审美心理极为不同。

观沧海时，不可卧着，卧着宜于静听涛声，却不宜观
赏大海的壮阔。坐着站着观沧海也常有不同感受，坐着
易随大海陷入沉思，而站着则想和大海一起呼唤。

而看天空，站着坐着只能观其一角，唯有卧着，最有
意思，不仅能把握全盘，而且最能牵动情思。凝思中，宇
宙的浩渺，历史的深远，时间的神秘全部通过眼睛进入
身内。在这种时候，才真的享受天地风采，觉得身心皆
属我有，品尝到人生最真纯的美酒。而且，如果思想干
枯，此时也会重新被天内天外的奇观所激活，让想象重

新翱翔于四方八极。
读一些文人的作品，觉得文字与灵魂确实息息相

关。人的灵魂的姿态的确影响到文字的命运。
跪着的灵魂，坐着的灵魂和站立着的灵魂思考世界，

其思索心理和结果完全两样。
发现一些讴歌诗人，并发现他们坐着唱颂歌和跪着

唱颂歌其味很不同，坐着唱的歌还有点甜味，而跪着唱
的歌则全是酸味。

站立的灵魂所看到的世界
和胸中欲吐的文字，很奇怪，灵
魂一站立，下笔时就没有想的
那么多，除了面对自己的良心
之外，似乎什么都不存在。

审美三态
□陈福泰

早晨起床做转腰运动，可加强腰、腹、盆腔的部分
肌肉锻炼，促使腹壁肌肉力量增强，肠液分泌增加，从
而增强胃肠蠕动，达到改善便秘效果。

具体方法：两脚分开站立与肩同宽，两手臂自然
下垂，两眼目视前方。上半身保持正直，腿、膝也要伸
直。先将腰向左侧送出，然后再往前、右、后，顺时针
转圈。整个过程要慢，双肩不能动，双膝不能弯，慢慢
转上30至50圈，再逆时针转30至50圈。做动作时要
慢要连贯，且呼吸自然。
刚开始做可先左右各转几
十圈，再逐渐增加圈数，最
终延长到1次半小时即可。

晨起转腰可通便
□朱广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