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与节气

释义：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阴气渐重，

露凝而白也。”
“一候鸿雁来（自北而南）；二候玄鸟

归（燕去也）；三候群鸟养羞（羞，粮食
也。养羞以备冬月）。”

气候特点：
凉风习习，露珠晶莹，白色迷迷，稻

谷秀秀。温差加大，白露秋风夜，一夜凉
一夜。夜色如水，衰荷滚玉。

养生：
养肺润燥，不可贪凉，宁心安神抗过

敏，去燥润喉防感冒。宜吃莲子、百合、
银杏。

（文/刘尚振 图/孙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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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8日 农历戊戌年七月廿九日

气凝白露生，
糯酒新酿成。
润肺细品梨，
养脾龙眼羹。
熟透收谷子，
江南望香橙。
如水明月夜，
秋色黄白横。
清风吹烟波，
云雾薄迷朦。

“做有情怀的记者，写有温度的故事，
一直是我记者生涯中不懈的追求，我坚信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媒体人最大的肯定和激
励！” 9 月 6 日晚，2018 年上半年度“商丘
好人”发布活动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
举行，荣获敬业奉献类“商丘好人”称号
的商丘日报社主任编辑、深度报道部记者
李岩如是说。

19 年的记者生涯，李岩始终秉承着
“记者，是时代的代言人、是历史的记录
者、是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这一理念，
在记者的岗位上笔耕不缀、无怨无悔，从
好人记者到“商丘好人”，她用坚定的新闻
理念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诠释了好记者用心
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责任与担当。

不忘初心 做有情怀的记者
受父亲的影响，李岩 1999 年从郑州大

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后，毅然选择了记者
这个职业，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商丘日
报社，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开启了她新闻
工作者的职业生涯，这一干就是 19 年。19
年来，不论是做编辑、还是做一线记者，
不论是进行时政宣传、还是从事深度报
道，李岩都能够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
业，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满腔
热情和如花妙笔，以“传递正能量”的使
命感，追寻理想、探究真相、守望良知，
积极弘扬社会新风尚。

考入报社没多久，商丘日报社创办
《京九晚报》，李岩选择了“晚报编辑”这
个新岗位，一干就是多年。其间，她任劳
任怨、兢兢业业，创新开设了“青春”
版、“新生活”版，给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展示风采的舞台，每周都会收
到很多青年读者来信，有投稿的，也有求
助的，李岩都能够逐一回复，给予他们一
定的指导提醒，使他们更加勇敢地面对挑
战、战胜困难。

2010 年以来，李岩在商丘日报社时政
记者部、深度报道部工作，在做好日常报
道的基础上，李岩常年关注、深入挖掘身
边的好人故事，她的采访报道真挚朴实、
生动感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许多“商丘好人”的故事通过李岩的笔
触，走上了中央、省各大主流媒体。2013
年以来，李岩撰写的各类好人稿件有 350
多篇，20 多篇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 等中
央、省级媒体刊发，在全省、全国都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篇篇稿件背后，都凝聚着李岩无
限的深情与付出，她也一次次地被这些好
人所温暖和感动，被这些好人的故事激励
着、鼓舞着。因为写的商丘好人多，在商
丘新闻界，同行们都称李岩是“好人记

者”。
2015 年 3 月 21 日，《中国青年报》 在一

版头题刊发了李岩撰写的 《习近平抱在怀
里合影的英雄女儿长大了》 这篇报道，在
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李
岩作为全省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参加了
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获优秀选
手称号，并受邀参加全省巡讲活动，先后
到焦作、洛阳、郑州等 7 个地市进行巡讲。

李岩说，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的
经历，让她深深感到，好故事的生命力永
远根植在群众中，要能够敏锐地从众多新
闻线索中发现有看点的新闻，还要能够深
入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把鲜为人知的故
事讲写精彩。

深入挖掘 写有温度的故事
许多新入行的记者经常为找不到新闻

线索而苦恼，而李岩是位有心的记者，她
的这份用心让她常常能发现一些偶然的、
稍纵即逝的新闻线索。

2013 年 5 月 26 日，李岩从温州市政协
委员、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永谦
发布一条微博中上发现一个新闻线索：“一
男青年酒后跳河轻生，河南籍外来务工人
员在惠民路光明桥塘河将其救起。”李岩想
方设法联系到这位政协委员，并同时和温
州的媒体取得联系，经多方寻找，这名男
子原来是商丘籍在温州务工人员——夏邑
县郭店乡孙破楼村村民何铁领。李岩第一
时间电话采访了何铁领的救人经过，为了
更全面的了解救人英雄的故事，她把不满
周岁的孩子扔给婆婆照看，冒着大雨开车
赶往夏邑县郭店乡孙破楼村，采访何铁领
的家人和乡亲。忙碌了一天，李岩回到商
丘已经晚上 7 点多，顾不上吃饭，也顾不
上给不满周岁的孩子喂奶，李岩奋笔疾
书，当天夜里 11 点，一篇带着温度、带着
感情又接地气的作品 《何铁领勇救落水者
感动温州》 的稿件发往编辑部。而此时的
李岩，搂着熟睡中仍在抽泣的儿子，深深
的自责，谁叫自己是一名记者呢，这就是
记者的责任与担当。

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的故事，就是
通过李岩的采访报道，不断走出商丘、走
向全国，成为商丘这座好人之城的一道亮
丽风景。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商
丘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服务队队长黄伟
说：“李岩为我们写过的报道实在太多了，
只要是我们救援队的新闻，李岩从来都是
用最短的时间拿出最有分量的报道。说实
话，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都特别感谢她，就
是通过她的报道，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
候，感受到了温暖，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说起救援队的事迹，李岩的眼泪就情
不自禁掉下来了。“这么多年跟踪采访救援

队，他们的故事一次次涤荡着我的心灵，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记
者，我也是一名队员，我有责任、有使命
把他们的故事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写出来，
去影响更多人向上向善！”

李岩说：“2017 年 12 月底，我受邀参
加救援队成立九周年庆典，没想到黄伟队
长宣布让我给当年评选出的救援能手颁
奖，我怀着感恩的心走上舞台与救援能手
一一握手，那一双双大手粗糙却遒劲有
力，那是一双双无数次托举生命的手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是采访对象对我最大的
肯定，也是我努力工作最大的动力。”

尽职尽责 传递社会正能量
今年 3 月底，河南润农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明礼辗转托人找到李
岩，看到她报道的很多好人故事，被深深
感动，希望能为“商丘好人”群体做些贡
献。经李岩协调联系，3 月 29 日，该公司
为商丘两家爱心粥棚捐赠价值 5 万元的有
机粮食，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奉献力量、传
递爱心。看到自己在本职岗位上敬业奉
献、大力宣传“商丘好人”能起到这样的
宣传和带动效果，李岩感慨地说，“再苦再
累都是值得的”。

选择做记者，就意味着奔波和付出。
每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经历了备
受煎熬的磨砺。李岩的爱人在北京工作，
俩人常年两地分居，李岩既要做个好记
者，还要做个好妈妈，辛苦程度可想而
知。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子，是李岩工作
的常态。李岩在儿子的眼中是“只会写稿
子”的妈妈，常常深夜时，李岩还在写
稿，孩子就坐在她怀里看，看着看着就睡
着了，李岩把孩子放床上，回来再接着
写。很多个周末，李岩也常常带着孩子赶
往采访现场。商丘好人爱心早餐、商丘大
爱乾坤爱心早餐都是李岩经常采访报道的
公益活动，这两家免费早餐每天清晨 6 点
准时为周边的环卫工人提供早餐。很多个
早晨，李岩总是摇醒熟睡中孩子，带着孩
子一起到现场采访。

商丘市义工联首任会长、商丘爱之源
器官捐献服务队队长李东亮说：“李岩记者
真是太敬业了，有时候我劝她孩子小、别
来现场了。可是她为了感受现场的气氛、
和义工们深入交流，常常早上带着孩子来
采访，结束后再赶紧送孩子去幼儿园，我
们看着都很感动！”

李岩是一位极有责任感的记者。从
2016 年开始，商丘每年都会在 3 月组织声
势浩大的“商丘好人”文化系列活动，每
次活动期间，记者的责任促使李岩每天要
撰写大量的综述文章及现场报道，让“商
丘好人”文化系列活动中的亮点进行全方

展现，让更多人通过相关的报道，认识
“商丘好人”、了解“商丘好人”、点赞“商
丘好人”、学习“商丘好人”。 2016 年、
2017 年“商丘好人”文化系列活动期间，
李岩一周时间分别撰写 10 篇和 12 篇。2018
年 3 月，中央文明办在河南商丘举办 3 月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 (河南·商丘)现场交流活动。会
议召开前，李岩精心打磨的稿件 《河南商
丘培育好人沃土 让好人有好报》被《光明
日报》 全文刊发，在全国范围内彰显了

“商丘好人”的精神风貌和影响力。为了采
访报道好这次盛会，李岩白天往返于各个
会场采访来商丘参加活动的颁奖嘉宾，聆
听“商丘好人”论坛，参加电影李学生首
映式，晚上撰写各类新闻稿件到深夜。为
了能把采访到的最鲜活的内容赶出来，连
续几天，李岩都是深夜才睡，两三个小时
后就又爬起来写稿子。两天的会期，李岩
共撰写了消息、通讯、特别报道 8 篇，《传
承文化基因 弘扬好人精神 汇聚向善力量
——3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侧记》《3 月中
国好人榜发布 104 位身边好人温暖网友感
动社会》《平凡之中见伟大——写在电影
《李学生》 首映之际》《独具创意的“道德
传家宝”》 等稿件立体再现了这次盛会以
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商丘这座好人之城的
高度评价。

多年来，李岩积极参与“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游商丘古都城 读华夏文明
史”“美丽商丘我的家”“新时代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好人
在身边”“打造商丘六大标志”等商丘日报
主题宣传、典型报道，年发稿量 260 余
篇 30 万字以上，累计总发稿在 500 万字以
上。

2018 年年初，李岩获得商丘市“巾帼
建功标兵”、商丘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
誉称号；2017 年 4 月，李岩获得河南省委
宣传部、河南省文明办颁发的“我为正能
量代言”传播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素萍，市委书记王战营亲切接见并颁
奖；2015 年 11 月，在全国、全省“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中，获全国优秀选
手、全省一等奖，并受到中宣部、省委宣
传部的通报表扬；2015 年、2017 年获得商
丘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14 年 7 月，
商丘市委宣传部、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先后
对李岩进行通报表扬。

付出就有回报，要做就做最好！多年
宣传报道“商丘好人”，李岩也从商丘新闻
界知名的好人记者成长为爱岗敬业的“商
丘好人”，这是对她多年来不忘初心传递社
会正能量最好的回报。

敬业奉献的商丘日报“好人”记者李岩

做有情怀的记者 写有温度的故事
□ 本报记者 李艾凌

W
E
N

H
U

A
Z

H
O

U
K

A
N

总第407期

5版

新闻搭台新闻搭台 文化唱戏文化唱戏

2018年9月

7日
星期五

文化视野

编辑编辑 戴文杰戴文杰

E-mail:E-mail:1553903180155390318011@@163163.com.com

文化时讯

2018中国电影美学年会 5日-6
日在长春举行。年会以“中国电影
的美学形态：变迁与传承”为主
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电影
美学的形态演进”“发展视角下的社
会美学”等内容进行了研讨，聚焦
电影美学对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
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美学年会是首次举
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
表示，中国电影理论建设要紧贴当
下电影改革发展实际，深入挖掘电
影美学对于国产影片、作品创作和
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及作用。

与会专家重点就现实主义电影
的美学特点进行了探讨。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认为，发展新
语境下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急需
电影工作者反思电影美学的变化，
要积极自觉地去建构现实主义电影
美学，要重视大众的需求，重视电
影的民族化、大众化，建设具有独
特东方美感的风格和影像话语体
系，注入更多能够照见生活的中国
元素。 （据新华社）

首届中国电影美学年会
聚焦“变迁与传承”

骑行商丘之七
快乐驿站9月2号（星期天）骑行包公庙。
早上七点集合时天气有些阴，有骑友说今

天预报有雨，另有骑友说有雨不怕，开始出
发。八点骑到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菜园，看门的老人在，骑友们参观了淮海战
役总前委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接受一
次红色教育后继续骑行。过了老颜集，沿
X062道骑行快到顺和时天上下起了雨 ，有几
个骑友打道回府，其余（也就俩人）冒雨骑到位
于睢阳区南部40公里处的包公庙。

相传，北宋仁宗朝时，包公陈州放粮，路过
归德府（即今天的商丘）永定乡，遇到一群歹徒
殴打百姓，当即制止。听说包公至此，方圆几
里数千百姓连夜涌来，他们齐齐跪倒，痛斥歹
人罪行。那伙歹人头目是当朝重臣三司使张
永平的亲属，号称“南霸天”。他在这一方经常
欺压百姓，可谓民不聊生，永定乡没有片刻安
定。包公问清事由，拿到证据，不顾同朝好友
情面，怒铡“南霸天”。包公在世时，当地群众
为感激他，自发地捐款赠物，盖起了包公庙，每
年包公生日，人们都在祠庙前举行大型庙会和
各种纪念活动。后来包公庙就成了地方名，至
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包公庙内存有清道光年间的碑刻。班驳
的字迹记载着包公庙的来历和修建的历史。
此庙最早建于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
千年风雨苍桑，这座包公庙多有兴废，最大的
毁损是在解放初年，现在的建筑是1982年在原
来的地基上重建的。

整个大庙长64米，宽41米，占地1800多平
方米。前中门额书“包公庙”，左边门书“赞
化”，右边门书“调元”。

进得庙来，有主殿五间，大门匾额书“包孝
肃庙”镏金大字，主殿供奉高 6.4米的包公坐
像，左右立展昭和公孙策神像；殿下站着王朝、
马汉、张龙、赵虎四尊校尉。包公坐像两边对
联是：“铁面无私冰心有度，风颜易近关节难
通”，把包公刻画得既有威严又可亲近。

殿內左边供奉王延龄，据说是包拯的恩
师。右边供奉寇准，应该是包拯的前辈。

主殿前方立有《包公庙捐资纪念碑》，刻上
一些重建庙宇捐款人的名字。

左前方是倒坐南衙堂。据说开封府有五
道门岗，百姓告状要过道道岗，岗岗要门包，百
姓告不起状。包公为了方便老百姓告状，干脆
把正堂后边的临街墙一拆，又把正堂大门改挖
门朝北，直通大街。门口设堂鼓一面，只要告
状者一击，包拯就立刻升堂理事。堂内包公正
在审陈世美，摆下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三

口铜铡。包青天铡美案正在上演。
庙后有莲叶池，风摆柄香。
庙左有一水塘，塘边立有一块石碑，上书

“放粮池”。相传包拯巡察灾情时歇宿处饮马
之塘。

庙前有座监斩棚，棚内有待斩的恶人。
庙内栽有两棵大槐树和一棵挂满果实的

石榴树。
门口有看庙人，面黝黑。看庙人热情的邀

请我们骑友八月十五中秋节来吃石榴。
庙里的包公已经成了神。所谓有求必应，

然后还愿，红绸子系满了殿堂。在包拯的老家
合肥与包拯工作单位开封的建筑都叫包公
祠。合肥包公祠供奉的是先人包公，开封的包
公祠供奉的是先贤包公，而商丘人建的叫包公
庙，因为我们供奉的包公已经成了神人包公。

其实包拯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有一年，
我去合肥参加安徽旅游推介大会，会务组安排
了各家媒体记者参观了合肥包公祠。包公祠
的正堂供奉着用檀香木雕刻的包公彩绘像。
包公白面、长髯，儒雅、端庄。他坐在神坛上，
左立捧印文官，右立持剑武吏，案几上放着令

箭、朱笔、虎头签、惊堂木等，仿佛升堂在
即。令人颇感兴趣的是这个包公并非黑脸，
而是一个白面儒生，额头也没有日月阴阳
眼，或许这才是“包公”真实的尊容。关于
包拯的历史记载不少，他从小就接受了正统
的儒家教育，老成稳重，字写得也好，笔法
端劲。包拯是家中独子，1027年考取进士后
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回绝了朝廷官职的任
命，坚持不去赴任，在家陪伴父母。父母相
继去世，他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
孝期满后依然不忍离去。1037年在亲友的劝
说下离开家乡，踏上仕宦之路，这年他已经 39
岁了。后来，他当官后的故事各种戏文中都唱
过了，刚正不阿、抑强扶弱、执法如山、铁面无
私。包拯留传下来唯一的一首诗，是包拯开始
从政时写下的一首明志诗。诗曰：清心为治
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
贻来者羞。这就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
他在诗中直抒胸臆，堂堂正正地表明了自己
从政和为人的道德准则，即清心治本，直道
处世。诗是他一生的写照，清官是历代不断

丰富和理想化了的形象。
但是为什么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包拯是一

个黑脸大汉？包拯黑脸的形象在人们脑海中
根深蒂固与戏剧的发展密不可分。包拯的黑
脸形象被固定下来是在明代。明成化年间的
《包龙图公案词话》是第一本描写包拯外貌的
话本。此前，宋代的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
冤》以及元代的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等
着重渲染的都是包拯的断案经过。而《包龙
图公案词话》给了包拯一个“八分像鬼二分
像人”的怪异容貌，文中说包公面生三角
眼、鼻子直、口唇方、天庭饱满“面有安邦
定国纹”，黑脸白眉开始正式成为包公的象
征。黑色，在传统戏剧文化中，代表着正直
与粗暴。为了表现包公刚正不阿与铁面无私
的形象，戏剧中的包公一直以黑脸示人。随
着戏剧的流行，人们逐渐相信目之所见的黑
脸包公就是真实的包公，就像人们相信关羽
是个大红脸一样。

其实，只有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才
会被人们铭记。遑论黑脸或是白脸。

告别了看庙人，冒雨骑行，天黑而归。

包公本色一书生
□ 文/图 苏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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