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万众瞩目的焦作万达IMAX影城正式开门营业。
开业当天，焦作万达影城从9时30分到23时10分，全天候为全

市市民安排了60场次国内外热映大片，其中IMAX影厅开设5个场
次。刚刚看完《变形金刚5》走出影院的市民都对IMAX影院超大的
银幕、震撼的声效和清晰的画面赞不绝口。

据了解，焦作万达影城拥有我市唯一一块宽 21 米、高 12 米的
IMAX银幕。其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内设11个影厅，影城配备
IMAX影厅、MX4D影厅、儿童特色厅、VIP贵宾厅及若干RealD-3D
立体影厅等5个特色影厅,可同时容纳1800多名观众观影。

IMAX 视听之旅给影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焦作万达
IMAX影城势必引领焦作的观影新潮流。⑨ 杜 笠

万达影城开启IMAX视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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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经年砥砺行，
为民为国见深情。
欣欣鱼水描图画，
冉冉江山弄锦筝。
玉笛歌弦金缕曲，
凯门喜气凤凰鸣。
满腔热血披星月，
愿我中华永放晴。

七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
□马艳红

真巧，我与 《焦作日报》 有缘同庚，
一起见证了60年的沧桑岁月。国人有逢五
中庆、逢十大庆的习俗，在庆祝报社成立
50 周年和 55 岁华诞时，我曾撰写征文
“《焦作日报》记录我成长的足迹”，并
且有幸忝列“十大金牌读者”。如今，六
十甲子，更有许多心里话想说。

60 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
的，在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上是值得纪念
的，在焦作建市史上需要浓墨重彩书写
的，在我个人的成长途中也是难以忘却
的。适遇《焦作日报》创刊60周年，回首
我与报社的交往，心中顿生万千感慨。当
夜阑人静，伏案灯下，听窗外布谷声啼，
预示一个新的季节——麦收秋种的轮回。

沉思片刻，往事历历在目，理出几条
头绪。影响最大、印象至深的莫过于我与

《焦作日报》要闻、理论、副刊三个版块
打的30多年交道，当然主要还是与这些版
面编辑老师的往来。忘不了编辑老师甘于
寂寞，挑灯夜战，“凉桌子热板凳铁砚磨
穿”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职业操守及
敬业精神。

先说要闻版。翻检我的旧作，首次见
诸报端的铅字，便是1983年10月8日《焦
作日报》头版发表我写的新闻稿件《我市
大中专新生录取工作结束》。那时，我刚
从市教育局选调至市委宣传部，所在科室
负责联系全市教育系统的工作。这篇不足
200 字的“豆腐块”消息，令我欣喜若
狂，铭记于心。内容都是广大学生家长关
注的，以至于不少人见面都要祝贺问候，
对我更是一种鞭策、激励和鼓舞。我体悟
到写新闻除了讲求政治性、真实性，关键
在“新”，有好的新闻由头，在具备一定
文字功底的基础上，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现
实，增强敏感性。其间，尽管自学了有关
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参加过河南日报
社、市委宣传部组织举办的通讯员短期培
训班，但不曾忘记《焦作日报》编辑老师
认真仔细修改，哪怕是一字一词，甚或一
个标点符号，都显示了他们的编辑水平和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说到新闻稿件，我
是比较注重上头版抓头条，这也许与我的
职业特点有关。从1987年起，我在市委宣
传部主要从事文秘工作，负责起草市委领

导讲话和各类文件、工作总结、信息报送
及部长办公会记录等，工作虽说辛苦，也
让不少人羡慕，但搞文字工作确实是个苦
差事。不少机关工作的同志既怕说他不会
写材料，又不愿专门干这一行。我以此为
乐，坚守几十年笔耕不辍，或许一生与
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养成了熬夜、“爬
格子”的习惯，并且至今还坚持手写，
右手食指与中指执笔处，早已磨成了老
茧。粗略查一下整理编印的《我写的和写
我的——杨家卿报刊文章剪辑》，至今在

《焦作日报》已发的新闻稿件有10多篇头
版头条，还在《河南日报》发过两次头版
头条。也许有人看不起，认为是雕虫小
技，但我始终认为，短文里隐藏有大学
问。如若不信，可作一番比试。

再谈理论版。记得《焦作日报》复刊
时为四开小报，理论研究、调查报告之类
的文章发在三版，也叫“政文版”，后改
为现在的“理论版”，栏目称“学习实
践”。1991 年 12 月 3 日，我在 《焦作日
报》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题目是《关于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思考》，占了报
纸将近半个版面。之后，得到历任编辑老
师的厚爱，一发不可收拾，发表过数万字
的理论文章。其中不少文章还被评为省
级、市级奖，也为日后晋升职称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有人认为，我的理论文章空
洞，以我数十年的体会，这是一项虚活实
做的硬功夫，需要下大气力，花真功积淀
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不然，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让人茫然如坠云雾之
感。也有人逞能或大不服气认为是抄别人
的，自己写不出还妒忌别人的成果，实则
小肚鸡肠令人所不齿。况且现代科技的发
展，报刊文章都有检索功能，重复率引用
率超过一定比例是不能过关的，还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焦作日报》上发表的
理论文章，我几乎每篇都看，文章写得深
与浅大家一目了然。说实话，我是真诚感
谢理论版的编辑老师，是他们对我的文章
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在不断进
取的道路上前行。这些年我的理论水平有
所长进，出版了几部理论文集和理论专
著，其中一部获得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
且是理论通俗读
物唯一独著奖。
国内有影响的报
刊，诸如 《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等也发表有我的文章。
理论上的建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先
后被评为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
管专家，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理论人才，教育部人文社科专家，
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成绩和荣誉的背
后，我忘不了《焦作日报》理论版编辑的
栽培。可以说，基础在理论版打下，步子
从理论版迈起，思维从理论版开阔，影响
从理论版扩大。再次感恩那些曾经辛劳做
嫁衣的编辑老师。

后叙副刊版。我曾经与报社的领导和
同行同道交流过对报纸副刊的看法，一个
地区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往往折射反映出
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品位。既要经
常发表当地大腕作者的作品，又要培植文
学新秀，成为一方良田沃土，还要发表本
籍在外或在焦作工作过或外地有影响的名
家名作。如此三方结合，形成一种机制，
若干年后该版或该栏目定会形成品牌效
应，令人刮目相看，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
名片。还好，我的建议和想法得到诸位的
认可和赞同。但要做起来，也实非易事。
现在《焦作日报》的副刊山阳城，过去叫

“文学副刊”“文学星期刊”，我的第一篇
文学作品写的是家乡历史人物司马懿，发
表在 《焦作日报》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

“星期刊”上，小栏目为“山阳历史名
人”。其后，我也成为这个版面的忠实粉
丝和业余作者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发表几
篇作品，这样日积月累，编印出版了散
文、随笔、人物传记类的小册子，在国家
级、省级的大报上发表了评介。这也成为
我加入市作协、省作协的重要条件，今年
申报加入中国作协，无论通过与否，对我
来说是个难忘的经历，证明我是走在努力
攀登的路上。

我在 《焦作日报》 副刊发表过的文
章，挑选一些自认为有分量的经过加工润

色投寄省以上报刊。让我惊喜不已、至今
难忘的是 2003 年 8 月 23 日，那时暑热难
耐，正值酷夏三伏天。当我走进办公室看
到桌上的《人民日报》，首先翻看大地文
艺副刊，映入我眼帘的头条竟是我写的

《萧乾的大家风范》一文，二条位置是国
内一著名老作家的散文。此时，我的心别
提有多激动、兴奋，难以形容那时那刻的
心情。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白纸
黑字成了现实。报纸我至今完好珍藏。那
是1989年5月间到北京拜见萧乾先生后写
的随笔，曾在《焦作日报》副刊发表过。
我天赋不高，但自幼喜好文学，偶尔舞文
弄墨。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专业，但都没
有作品，有所成就的文学作品也是从《焦
作日报》副刊起始的。我的书法作品也在

《山阳画廊》栏目登过几次，对各位编辑
老师都是心存感激的。

一位学养深厚、文人气息浓重、曾担
任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庆怀老先生，
他负责分管我们科室时多次讲到，一个人
一生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或
向中央机关报送的材料被采用一篇，够你
吃上一辈子。这话现在看来略显偏颇，但
对过去我们在市级机关工作的同志来说，
也是实在够难的，几近一种奢望。这句
话，某种程度上更能打动人心，力促一个
人有所作为，在努力工作中有个目标，不
至于一生无所追求，碌碌无为。

拉拉杂杂如上感想，是在 《焦作日
报》 和我共度花甲之年引发的真情实
感。60 年，对人生来说是个重大转折，
由此渐次步入老年；60 年，对 《焦作日
报》来说，正当青春勃发，激情四溢，充
满活力，天时、地利、人和俱佳。已经积
累较长时间的办报经验，聚集培养一批编
辑记者人才，加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无
疑会在我们奋力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创造新的辉
煌。

却逢周甲忆过往
□杨家卿

记得自己在《焦作日报》副刊发表文
章，是1996年7月26日，一篇小散文，题
目叫《绿意》。时止2015年5月30日，在

《焦作日报》副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一
部村人传，两岸同胞情——读散文集〈台
湾村纪人〉》。这是阎俊玲女士的著作，
她是邓州市的文联主席，也是南阳的青年
作家。同时，这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之二。序言之一，是著名作家周大新的文
笔。阎俊玲仅写台湾村的作品就有两部，
另一部是《台湾村纪事》。我在梳理所发
表文章的过程中，无意发现，在这20年当
中，起始的那篇文章，和末尾的这篇文
章，都写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自己的出
生地，南阳邓州的一个自然村落：台湾村
（过去叫上营大队）。这虽属巧合，却也说
明，在自己所有的拙文中，故乡，是自己
文思的一个生发点、捞摸地，同时也是自
己一种“原生态”素材的来源地。

这20年间，自己在《焦作日报》副刊
上发表散文83篇，文学评论23篇，《焦作
晚报》的“闲情·连载”版，发表散文15
篇。总共算在一起，共 121 篇。这些文
章，除了文学评论之外，就发表的散文来
说，其文章的取材走向，大体有两种，一

种是来自于城市，再一种是来自于农村。
我的所有文章的取材脉络和轨迹，基本游
走在这些地方。我来自于邓州台湾村，做
事在风景如画的焦作。一个地方是豫西
南，一个地方是豫西北。豫西南有秦岭的
余脉八百里伏牛山，豫西北有八百里巍巍
太行山；豫西南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
源地，豫西北有南水北调中线水渠穿城
过。一衣带水，一脉相连。我说自己是植
根于农村，枝干伸长在城市。在写农村题
材时，靠记忆，靠回忆；叙城市题材，目
之所及，身置其内。自己的文思，就这样
在农村城市、城市农村之间游移和笔走。
如农村题材的散文 《乡里艺境》《山魂》

《家乡的文明碎片》之类的文章；城市题
材的散文，如《城市上空的鸟鸣声》《桃
花盛开在山前》《城里的自然》之类的文
章。人们总说，上帝赋予生命的那个出生
地，是第一故乡。我却认为，实质上，现
在生活与做事的地方，仿佛实质意义上的

“故乡”。原因是你所出生的那个地方，一
年能回去几次呢？我还以为，自己既有农
村生活的阅历，又有城市生活的经历，既
有农村人的“质”，又有城市人的“文”，
是个相对意义上，比较“全活”的人。古

人不是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吗！
这是一种调侃，不必当真。

这些发表之文，零星看去，不以为
然。然累积看来，数量可观。这也许就叫

“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细流，无
以成江河”吧。也可以称其为“聚沙成
塔，集腋成裘”。但对这些文章启蒙指教
的编辑老师们，其精力和时间，大都花费
在选稿和改稿上，每一篇文章，都融入了
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也可以说，神思融于
句，形销在于文。他们自有其痛苦和烦
恼，同时，也有甜蜜和快活。刘金忠老
师，金桂香老师，张雪琴老师，呼润廷老
师，马朝霞老师，王盈燕老师，一路走
来，这一个个沉实而响亮的名字，他
（她） 们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大都闪现
在自己的文事中，大都沉浸在编辑事业
里。这些老师们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
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稿子，他们往往根
据版面所需，主动约稿。刘金忠老师，曾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出于新旧交替、讴歌
春天的组版创意，邀约围绕“春天”这个
主题，写出自己对春天感想的文章。我写
了一篇《走进春天》的散文，发表在1999
年 1 月 8 日的 《焦作日报》 副刊头条上。

金桂香老师、马朝霞老师也都主动向我约
稿。他们这种热爱而执着、理智而慧智的
精神，浇灌和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作者，
走向更高、更远。一代又一代的作者，也
将这些甘做人梯的老师们视作有益于自己
及社会的恩师。由于自己大学学的是中文
专业，为了不丢专业，不改初心，秉持初
心，把文学写作和阅读，当作自己工作之
外的情趣和爱好，来滋润和涵养被生活浸
洇得有些单调与萎缩的心田，使其变得日
臻丰富与成熟。我的星期天和一些节假
日，都基本消弭在读书与写作中，也的确
有了自得其乐、自娱自乐的收获。

我一直以为，阅读和写作，是我精神
世界的一片绿洲，是“诗意地栖息在大地
上”的芳草地。也因此，文学写作和读
书，成了我业余生活中最大和最有效的爱
好，几乎可以说，已成了自己的一种生存
甚或生活方式。近两年见诸本地报端的文
字在减少，这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文学也应该有所突破，文学的枝杈不
应只生长在本地的天空；二是文学在本地
多让年轻人崭露头角，版面有限，而作者
无限，稿源无限，未来总归属于年轻人
的。

回眸满眼春
□杨清喜

黄埔开天地，
南湖始远航。
江河多险阻，
风雨铸辉煌。

五绝·建党96周年寄语
□刘忠国

贺中国共产党96华诞

天山起舞泰山昂，
四海欢波椰果香。
万里沧桑龙虎跃，
千秋华夏旌旗扬。
国民进取光寰宇，
科技腾飞耀汉邦。
不见高歌飘荡处，
尧天舜地正芬芳。

南湖颂

南湖灯火照征帆，
漫道雄关弹指间。
冷索横桥等闲路，
腥风血雨乱云天。
千军漫卷辟新纪，
万马奔腾改旧元。
岁月峥嵘诗册载，
八方乐奏举国欢。

欢庆七一（二首）
□张希昆

九六春秋伟业彰，
金戈铁马铸辉煌。
纲明法正承宏道，
国富民强步盛康。
潜隐蛟龙惊海魅，
遨游星汉慑天狼。
交通高速飞阡陌，
航母扬威镇碧洋。

建党96华诞感赋
□袁宗一

七月里，倾听那个日子
黎明前的暗夜，滚滚雷动
金色的镰刀和金色的斧头
伴随东方的晓色
开天辟地般碰撞轰鸣
唤醒沉睡千年的土地
太阳一般的光芒闪耀
照耀着追寻百年的方向
于是，红霞般的旗帜
映衬着斧头镰刀
闪耀铁与火的信念
定格成不落的图腾
从此，红旗一展
承载起亿万民众的期望
翻卷起五千年新的歌章
在天宇之间猎猎飘扬
七月，我深情偎依红旗
感受碧血浸染的厚重
感悟历史变幻的足迹
静静地在旗帜下谛听
那只红船划过的浪花
南昌城头最早的枪声
谛听秋收起义的呐喊

黄洋界上的炮声隆隆
斧头，一次次劈开
攀登路上的巉岩绝壁
镰刀，一回回芟夷
漫漫征程中的毒蔓荆棘
七月，我深情地张望
透过红旗上曾经的弹孔
我看见，铁流滚滚
雄关漫道的万里长征
我看见烛光里的延安窑洞
天安门上的灯笼正红
我看见，中国大船
在蓝色的海洋破浪乘风
我看见，中国列车
在新的丝绸之路穿山越岭
我看见，中国之梦
从最初殷殷的憧憬
走到今天走近成功
七月，我深情仰望
头顶的旗帜鲜红似火
镰刀斧头的光芒万丈
前行的路上，我看见
一派更加壮美的风光

七月，我看见
□张伯舜

33年前，我爱上了写诗，可我总写不
好。上世纪80年代，好多人像我一样，犯
了一种文学病，拥挤在文学的道路上，像
一只匍匐在大地上的蚂蚁一样执着。那时
候，我给《奔流》《时代青年》《丑小鸭》

《诗刊》 投稿，投稿也不用贴邮票，剪个
角写上稿件即可。那时候爱好文学，投稿
怕发表不了，怕别人知道了笑话，就给自
己起个笔名——范冰沫。现在想想，可能
那时候我崇拜郭沫若的缘故吧。

1985年，我在矿务局技校上学。每次
投稿后，我都操心发表的事情，经常去收
发室的窗台上看当天的信件。那时候，我
确实收到过好多信函，收到最多的是《时
代青年》的信函，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
铅印退稿单。最初退稿单也曾让我激动
过，有时还能看到编辑老师的只言片语。
现在想想，自己初学写诗的水平，真是好
高骛远了，成天做着孤独的白日梦。

碰壁碰多了，就知道了文学路上的坎
坷和曲折。我用诗人屈原的两行诗鼓励自
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知道我是一只丑小鸭，当时的 《丑小
鸭》杂志很牛，投了多年也是碰了一鼻子
灰。那个时候，我寂寞而狂热，每天都有
灵感，一天最多写10首诗。发表不出来，
也阻挡不了我的文学梦。

过了几年，我技校毕业后参加了工
作，有了点经济能力后，就报名参加了

《诗刊》 杂志的诗歌函授培训班。那时
候，上班每月开 55 元，参加函授费用 30
元，可见我当时对文学的热爱。现在家里
的书柜里，还有一摞摞的《诗刊》和《未
名诗人》教材。通过培训我对诗歌有了最
初的信心，第一篇作品《矿工和太阳》发
在了系统报纸上。后来，《焦作矿工报》
成了我诗歌的园地和摇篮。

和《焦作矿工报》结了文学缘后，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焦作日报》山阳城
副刊，那时候，看到美丽的诗行，我的心就
会被吸引过去，眼睛放光。看到投稿地址，
我就把诗歌写在稿纸上，装进信封投过
去。可能是自己水平低，投出去的稿子大
都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我知道，在《焦

作日报》上发表作品，是非常难的事情。
投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稿件，失败了多

少次，我的文学之梦依然如旧，像一粒星
火温暖着我的心灵。

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叫
《表针》，只有四行，是一位至今不认识的
编辑华秋娴老师编发的。诗歌发表后，稿
费只有两元钱。我的第一张稿费单就是两
元钱，和我现在拿的稿费单数目是天壤之
别。写诗的路上，就是一个人摸索，这么
多年也没得到名家指点。因为发表了这一
首小诗，我爱上了《焦作日报》，并认识
了焦作早期的诗人刘金忠、呼润廷、郜希
贤、马冬生等。

刘金忠老师从部队转业到焦作日报
社，当时是山阳城副刊编辑，认识了刘金
忠老师后，我的诗歌得到了刘老师的扶
植。刘老师是个诗人，看到我写得好点的
诗歌，就给我发表的机会，让我的诗歌一
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我在单位上班，每天
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收发室看

《焦作日报》。每每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报

纸，我就在副刊上找自己的名字，找到
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是的，这么多年

《焦作日报》，我几乎是每期都读。我从喜
欢到热爱，让我的诗歌找到了一种心灵的
蔚蓝。

这些年，在《焦作日报》这块文化阵
地上，我始终是一个守候者，与她不离不
弃，与她风雨无阻，与她有一种不是爱情
的爱情，与她有一种深情和无语的期盼。
如今，写了大量的作品，默默整理后，我
出了两本诗集，作品也不断发表在 《诗
刊》《中国诗歌》 等国家级文学刊物上，
欣慰之时，感谢有你——我的文学之友

《焦作日报》 副刊。曾经的文学梦，让我
这一个爱好者，从不会写诗，到作品不断
走出焦作，真是一个曾经的奢望。可我知
道，《焦作日报》 给我坚实的台阶和积极
写作的力量。焦作是一块出现过韩愈、李
商隐、竹林七贤的文化热土，相信有《焦
作日报》这一个文化平台，更多的焦作写
作者都在突围，寻找自己的土壤，他们的
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我的文学之友
□范红杰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