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心不老映晚霞
——记92岁离休干部杨根深的“银发诗旅”

本报记者 苏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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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根深本就喜欢看书，退休后，书越来
越多，多到房间堆不下，他便把“阵地”挪到
地下室，装了好几盏灯把角落照得透亮。

“地下书房”的灯常亮到深夜，而楼上
厨房的烟火气同样温暖。老伴身体不好，
他包揽了买菜做饭、打扫房屋的活计：“俩
闺女工作忙，咱能自理就不给她们添负
担 。”可 一 钻 进 书 房 ，他 又 成 了“ 老 小
孩”——翻资料入了迷，常忘了上楼，惹得
老伴笑着“寻人”。

“而今离岗三十冬，耳聪目明齿不
松。”这是杨根深的自嘲，亦是他的骄傲。
92岁的他眼不花、耳不聋，前几年还和诗
友登上太行山；写起诗来思维敏捷，说起

“炼字”仍两眼发亮。他说，写诗是“动
脑”，采风是“动腿”，两者结合，身子骨更
硬朗了。更让他欣慰的是，诗社从最初几
人发展到最多 70 多人，越来越多老人加
入，用诗词记录社区新貌、歌唱幸福生活。

“古诗像涓涓细流，滋润着晚年；诗社

像一团火，温暖着人心。”杨根深翻着《丹
墨诗词选集》，目光落在扉页“奋进新时
代”的题字上，“我们这代人经历过风雨，
更懂今天的珍贵。用诗词传文化、聚人
心，就是咱老年人对‘德耀绿城’最朴实的
贡献。”

暮色渐浓，“地下书房”的灯依然亮
着。透过窗，能看见杨根深的背影在纸页
间起伏——那不是一个老人在写诗，是文
化的火种，在岁月里稳稳传承。

夏日的阳光透过窄窄的窗
棂洒进地下室，92岁的杨根深
伏在书案前，指尖摩挲着一本泛
黄的诗词集，笔锋在稿纸上游
走 。 这 里 是 他 的“ 地 下 书
房”——四面书柜塞满典籍，笔
架上排着狼毫，几盏明灯将方寸
之地照得透亮。“吟安一个字，捻
断数茎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
的话，也是他离休30多年来与
诗词为伴的真实写照。

1993 年离休时，杨根深并未像多数
老人那样含饴弄孙、安享清福。他喜欢读
古诗。“在某一个场景，熟悉的诗句涌上心
头，当时的心境与古人如此契合。诗句里
的悲欢，千载之下依然扣人心弦。”读得越
多，积累得越多，“大江东去”的豪迈与“晓
风残月”的细腻在他心头激荡，他也跃跃
欲试，尝试写诗。

2006 年，河南省老年诗词研究会在
省老年书画院发展会员，杨根深率先报
名，随着报名的老同志越来越多，大家提
议成立一个诗社，杨根深被选为社长。

杨根深说，书社是在省老年书画院的
翰墨丹青中开出的“小花”，所以起名叫丹
墨诗社，“翰墨丹青让我们走到一起，诗词
的爱好又使我们共聚一堂”。

诗社初创，老人们虽有热情却不懂格
律。杨根深带着社员挤在老年大学的教
室里，跟着老师学平仄、辨对仗；为“炼”一
个贴切的字，他半夜爬起来查《词林正
韵》，在稿纸上反复圈改；微信群里，他每
周布置同题作业，逐一点评：“这句‘到百
家’不如‘润百家’更有温度。”为了在交流
中提升创作水平，杨根深经常召集社员聚
会。他在微信群里一通知“某时某地，不
见不散”，大家便带着茶叶赶到约定地点，
赏析诗词，分享新作，同题创作。有次为
推敲两个词的对仗，诗友们争得面红耳
赤，一杯清茶凉了又续，竟从午后聊到星
满夜空。

“诗社不只风花雪月，要写山河壮阔、
人间烟火。”杨根深经常策划组织大家出
门走走看看，他不辞劳苦，联系景点、设计
路线、安排食宿都考虑得很周详。

“聚首共绘山河秀，结社同吟神州
春”。这些年，他带着社员的足迹踏遍中
原：春日到人民公园看“绿红簇拥”，秋日

去花园口度假村望“柳绿果红”；在安阳中
国文字博物馆触摸汉字的温度，在黄泛区
农场见证“荒凉变良田”的奇迹；更走进红
色遗迹，在刘邓大军渡河处、革命老区纪
念馆里，用诗词重燃信仰的火种。

每次采风归来，杨根深顾不上休息，便
一头扎进“地下书房”整理诗作。2016年，

他主编的《丹墨诗词选集》由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900多首诗词分 12个门类，从“颂
党爱国”到“英雄赞歌”，字里行间跳动着银
发歌者的热忱。重大节庆时，诗社精选诗
作在社区传阅；送文化下乡活动中，他创作
的《邙山之歌》《我爱你郑州》被社区宣传队
反复朗诵，成了老人们的“精神民谣”。

诗笔蘸山河：用诗词记录时代，为城市写“精神相册”

诗心暖万家：文化是纽带，更是照亮他人的光

从“古诗迷”到“诗社领路人”：
退休不是终点，

是文化传承的起点

古木参天荫盛夏
古树苑，顾名思义，以古树著称。这里

汇聚了雪松、栾树、国槐、木瓜、桂花、乌桕、
银杏等 30余个品种、3700 多棵树木，其中
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身姿奇崛，让人应接
不暇，它们苍劲古拙，枝干虬曲，如同时间的
见证者，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

2004 年始建时，古树苑以疏林草地为
底，天生一段旷逸风骨。作为郑州北区最大
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公园，其独特的环境和景
观，吸引了大量北区市民前来游玩。

春秋流转中，四周天伦庄园、民安北郡、
锦艺四季城等楼厦如春笋破土，十万居民
潮涌而至，狭窄曲折的小路发出呻吟，老草
坪裸着土黄的补丁，荷塘里的睡莲开的孤
寂……这座古老园林几乎要被时代抛下。

转机在2020年——惠济区以创建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为契机，对古树苑启动了“最
小化干预”的温柔手术。推土机没有蛮横抹
去记忆，而是以精妙笔触重塑空间肌理：
17595平方米道路如叶脉舒展，28500平方
米广场铺装为人群腾出呼吸之地，3487平
方米新廊架取代了危旧木构，园林小品、垃
圾箱、标识系统、挡墙、卫生间、停车场等配
套设施一应俱全。

禅意廊亭在树影间浮现，松林步道蜿蜒如
诗行，树阵广场敞开怀抱……古树苑在保留所
有古树与原始记忆的前提下，完成了静默蜕变。

老树新枝抚云亭
古树是一种风景，也是一种名胜，更是

一种文化。古树苑不仅以古树闻名，更以其
静谧典雅的文化氛围吸引着人们。

从东园长廊西行，高大的古树浸润着暖
阳，与质雅的廊架相得益彰，浮光跃金，树影
斑驳，让人很难忆起从前这里的模样。

这条长廊延续了传统的漏、窗等古典元
素，让两侧开阔的广场、大草坪和北侧茂密
的栾树林尽收眼底。

受上木遮光影响，长廊两侧多为类型各
异地被。叫得出名的有月季、杜鹃等木本地

被，叫不出名字的扶芳藤、石蒜、花叶蔓长
春、葱兰、鸢尾、玉簪、早开堇菜、南天竹等多
种低维护耐阴地被，大大丰富了差异性的季
节观赏体验。

西园的松树林中，桥连桥，坡连坡，岛连
岛，栈道四通八达，廊架若隐若现，游人可通
行，可停留，尽享森系与野趣。

四时流转间，景色大不同。
春季时，各色牡丹姹紫嫣红，孩童追着

落瓣跌进草坡笑声里；秋霜下，银杏广场铺
满碎金，与百岁老树构成金黄二重奏；等到
冬雪压弯竹海长廊，扫雪人特意留出蜿蜒小
径，教喜鹊印下“个”字爪痕……

而此刻盛夏，荷塘睡莲昼展夜合，菖蒲
丛里蛙鼓阵阵，个中风趣，“在此山中”方得。

无边风月一苑收
当下万物生长，古树苑一派葱茏。这片

向所有人敞开的绿荫，不设门槛，不问来处，
唯以清风明月相待。

清晨时分，蝉鸣尚未沸腾。沿着林荫小
道漫步，能听见露珠从荷叶滚落的细微声
响，不禁让人化作执笔的汪曾祺，在纸上洒
落“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的字眼。待到日头
升高，蝉声便如潮水般涌来，与健身广场上
老人的谈笑声、孩童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
让人间烟火升腾。

到了正午，香味最是扑鼻。荷叶如碧玉
盘般铺满水面，粉荷亭亭玉立，白荷冰清玉
洁。偶尔一阵风过，荷香便裹挟着水汽扑面
而来，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逶迤水系
间，偶然可见支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他们弯
腰捕捉蜻蜓点水的瞬间，或是等待一朵荷花
绽放的刹那。

及至暮色初合，古树苑又变了模样。老
人们摇着蒲扇在石凳上对弈，年轻人踩着滑
板在林间穿梭，孩童们在游戏区自在畅玩。
中日友好亭的飞檐挑起新月，月光透过树叶
的缝隙洒落，在地上勾勒出抽象的画作。等
仿古灯柱次第亮起，眼前的各色花树也被染
作烟霞，成了画中一景。

荷风送香，月影做伴。此景此情，人在
苑中走，如在画中游，能不爱此苑？

古树苑：荷风送香迟客履
本报记者 杨丽萍袁帅 文/图

盛夏光年，骄阳似火，偌大的郑
州被热浪裹挟，在开元路北侧，一片
浓荫如碧玉沉潭——这便是古树
苑。百岁古树垂手而立，雪松和乌桕
将烈日撕成碎金，点缀在19公顷绿
林氧吧的浓荫步道上，又把城市的喧
嚣与焦灼滤成林间的微风，轻摇半亩
方塘的无穷碧叶，让怡然的老者、嬉
闹的孩童、漫步的游人，徜徉在映日
荷花的丝丝香气中，且共从容。

本报讯（记者 秦华）7月 6日下午，世界科幻动漫周执委会揭
牌仪式在郑州举行，世界科幻动漫周执委会会徽也在揭牌仪式上
正式发布。

科幻产业是近年来以科幻为主题的科技赋能文化、文化与科
技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领域新赛道，对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文化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
年来，随着一批科幻 IP作品持续火爆，网络科幻影视和游戏佳作
频出，全国科幻产业市场规模迈入高速成长期。2023年，我国科
幻产业总营收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科幻文学、科幻影
视、科幻游戏、科幻衍生品、科幻文旅呈快速增长态势，科幻与未
来产业相互叠加和渗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河南作为全国乃至亚洲科幻人才高地，具有强大优势和坚实
底气领跑科幻产业新赛道。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
持举办洲际节庆赛事活动的相关工作部署，经省动漫产业协会与
全球各主要国家科幻协会、科幻专家会商，决定创办世界科幻动
漫周并永久落户河南。

世界科幻动漫周执行委员会是世界科幻动漫周的最高议事
决策机构，目前由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
科幻和动漫社团负责人及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承担世界科幻动漫
周的申办受理、承办城市考察、学术主持和世界科幻“嵩山奖”评
选工作。世界科幻动漫周每年举办一次，通过世界科幻动漫大
会、展览、赛事、科幻动漫嘉年华等系列活动，探索科幻动漫及未
来产业的无限可能。

据悉，世界科幻动漫周已正式启动申办程序，近期将官宣首
届世界科幻动漫周承办城市。首届世界科幻动漫周将由开闭幕
式、世界科幻动漫大会、世界科幻“嵩山奖”颁奖典礼、“未来之星”
艺术设计超级联赛、国际科幻动漫嘉年华等系列活动组成。

世界科幻动漫周执委会
在郑州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图）随着暑假大幕的开启，游客们心
心念念的全国首家“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又“开课”了——虽然室
外热浪滚滚，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内却别有一番消暑乐趣。7月
5日，该考古工地“清凉一夏”特别活动启动，作为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清凉一夏”暑期系列活动的核心室外项目，活动首日便迎
来了络绎不绝的市民。

上午 10时，工地集中讲解点前聚集着专注的观众。随着讲
解员扩音器的声音响起，参观队伍有序地向着发掘现场的核心区
域移动。“这里是郑州商城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曾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意义非凡！”来自广州的卢同
学俯身触碰 3000年前的土层，滴落的汗珠沿草帽渗入大地：“第
一次亲临考古现场，华夏文明的厚重感扑面而来！”面对持续的高
温天气，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观众准备了遮阳伞、饮用水等防暑物
资，还搭建了帐篷休憩区，让探索之旅得以从容延续。

在考古体验区，10岁的小女孩正专注地用手铲刮拭土层，小
脸沾满泥土却兴奋异常：“以前去的考古工地只能远观，这里却能
亲手使用小探铲挖掘！”她的父亲表示，孩子在真实考古现场动手
体验，比书本生动百倍（如图）。

互动区长桌前，来自三门峡的张女士轻抚着刚完成的云鹤纹
拓片，难掩兴奋：“亲手‘复刻’出古代的经典纹饰，这感觉太棒
了！”作为教育学专业的毕业生，她对公众考古活动充满热情，体
验完今天的各项活动后，更坚定了跨考考古方向研究生的计划。
不远处，孩子们举着“寻宝地图”奔跑，搜寻隐藏的冰棒、西瓜等

“清凉主题”闪亮图标，欢笑声此起彼伏。
热门的文物修复体验区每日限量 10份盲盒。参与者化身

“文物修复师”，在拼合仿制陶片时感受“与时光对话”的奇妙。翻
转式“书院街 100问”互动科普装置前，市民自主探索考古谜题。
完成《宝藏任务书》盖章的游客，可兑换特色文创纪念品。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除日常活动
外，即日起至 8月 31日，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
工地将于每周六、日持续开展“清凉一夏”四大特别活动：古法消
暑知识问答、拓印体验、寻宝打卡、文物修复体验盲盒；日常开放
期间，市民可在每日 10点、15点跟随专业讲解，探秘早商贵族墓
葬区，体验考古发掘的严谨与惊喜。此外，一路之隔的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也同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清凉一夏”互
动活动，如考古讲座、流沙艺术创作、景泰蓝非遗手作体验等，为
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消暑选择。

来考古工地“清凉一夏”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邀您体验“文化清凉”之旅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7月 6日，由河南
省体育局、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2025年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在嵩山脚下
的登封市落幕。经过将近一周的酷暑鏖战，
三个组别的冠军分别产生，郑州二中队、河

南足球俱乐部分别获得男子 U15组和 U13
组的冠军，洛阳市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队摘
得女子U14组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36支球
队齐聚登封，参赛运动员、教练员总数突破

1000 人，创河南赛区参赛规模历史新高。
本届赛事以“竞技引领·人才选拔”为核心定
位，设立了男子 U13、U15及女子 U14三个
组别，覆盖了河南省青少年足球竞技顶尖梯
队。各组别参赛球队均由省内市级联赛冠

亚军及传统足球特色学校代表队构成。
据了解，本次比赛成绩将作为河南省青

少年足球人才库重要数据，优秀选手将优先
纳入省级青少年集训队选拔范围，参加中青
赛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7月 6日，记者从河南省围棋协会获悉，
第十七届“花都温泉杯”中州业余围棋棋王赛，将于 8月 6日至 9
日在许昌举办。想要报名参赛的广大围棋爱好者即日起可关注

“河南省围棋协会”微信公众号查找了解赛事详情，并按照相应要
求报名，报名截止时间8月 1日。

本届中州业余围棋棋王赛由河南省围棋协会主办，许昌市围
棋协会承办，竞赛项目为围棋分组个人赛、团体赛，个人赛分为公
开组、中老年组、女子组、少儿组。持有中国围棋协会监制的业余
1段及以上的业余棋手可报名参加本届赛事。

本届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共赛 9轮。当各组别参赛人数达
到一定标准，不同段位的参赛棋手还将通过成绩获得升段机会。
本届比赛公开组冠军将加冕“中州围棋棋王”称号。

中州业余围棋棋王赛是我省围棋项目的一项传统赛事，旨在
为广大围棋爱好者搭建一个切磋棋艺、学习提高、展示风采的平
台，提升广大围棋爱好者的整体水平。同时，弘扬围棋传统文化，
助力围棋项目在我省的推广和普及。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收官

@围棋爱好者

中州业余围棋
棋王赛邀您来战

杨根深在阅读诗集杨根深在阅读诗集

古树苑一隅古树苑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