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场所是城市的窗口与客厅，它所彰显或透露的细
节，体现着城市的文化品位、市民的文明素养，也反映出城
市基础设施的精品意识，以及城市的经营和管理水平。

在微山县南阳岛景区、太白湖新区市民公园等地的功
能区，都能看到为市民、游人配置的开水间、零食贩卖机，
或公共卫生间的免费香皂、洗手液。

但在一些商超等公共场所，这些利好却被店家忽略。
有的购物广场设置了壁挂式智能感应洗手液装置，却时常
空空如也；有的店家洗手液每天限供一次，快用完了就开
始兑清水；而有的店家，只摆着一个空瓶。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若能持之以恒，是非常暖心的。
近年来，济宁市区的内环高架、过街天桥发展迅速，为

市民营造了安全、快捷、经济的出行环境。作为城市的主
人，机动车驾乘人员和行人更应该倍加珍惜，文明出行。

市区个别路段，非机动车辆甚至行人在高架桥上违规
驾乘、骑行现象时有所见。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教育行人
增强安全观念和文明意识，也必然成为社会、单位和家庭
的责任；而驾驶人杜绝酒驾醉驾、路怒竞驰，避免压线越
线、乱用远光灯、任意变道、车窗抛物、违停和不礼让斑马
线等行车陋习，也必须成为城市主人的自觉。

在一些小街巷，有的电动车、自行车及行人越线待行，
造成机动车转弯或直行障碍，或引发短时拥堵，应提倡驾
驶人和行人遵守交规，相互礼遇。

在社区空间里，常有居民将垃圾放在门外公共走廊。
有的业主自己很节约，专找破旧的容器盛放垃圾，汤汤水
水常污染步梯和电梯。有的将公共走廊改成了自家的鞋
库、花园甚至健身场地。这样不利于保洁消毒，也影响了
邻居出行，占用了消防通道。

常言说：“细节决定成败”。好的市容和居家环境，无
一不是因为好的细节习惯而优美、亮丽的。

细节是风景的窗口
果果

武威作为甘肃省的一个地级城
市，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厚。我曾
经的敦煌、张掖、酒泉、嘉峪关、武
威，一条河西走廊贯穿始终的旅行
让我感触其中。尤其是“马踏飞
燕”，早已刻在心灵深处。

站在“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武
威，一种久仰的感觉发自内心：
1969年10月出土于雷台汉墓的东
汉青铜器，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1983年，“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
定为唯一的“中国旅游标志”，沿用
至今。3年后，“马踏飞燕”又被确
定为国宝级文物。

在出土“马踏飞燕”的汉墓观
览，地上的和地下的“马踏飞燕”均
已是仿制品，而实物已成为甘肃省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尊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超龙
雀、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
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身
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
米、重7.15千克，矫健俊美，别具风
姿。铜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
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
向前，一足踏飞燕。

尽管在汉墓看到的是复制品，
而地面俑阵，虽然是参照原物“马
踏飞燕”放大6倍复制，却依然尽显
其厚重的历史。

武威以农业为主，又称之为凉
州，出土了举世闻名的雷汉墓，也
是葡萄酒的故乡，酿造葡萄酒已有2000多年历史。

我算不上走南闯北的人，但这些年走过、路过的一些
城市，竟与众多“马踏飞燕”不期而遇，也算是一种机缘。
其中山东济宁的曲阜和邹城，以及江西赣州和前不久在新
疆吐鲁番遇到的“马踏飞燕”，我都专门留下了合影。

其实，我最早见到“马踏飞燕”，是在《中国旅游报》上，
因为“马踏飞燕”作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自然也是《中国旅
游报》的报徽。而在全国可以见到“马踏飞燕”标志的城
市，直辖市就有上海和北京以及天津。副省级市包括深
圳、杭州等14个，地级市有无锡、扬州等24个。

“马踏飞燕”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志，只要达到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标准的要求，并经过国家旅游局验收
组对创优城市检查验收的城市，都需设立“马踏飞燕”标
志。这也就是我们每到一个旅游城市，所能看到的“一统
标志”马踏飞燕。

或许在所有县级城市中，孔孟之乡济宁的曲阜与邹城
的马踏飞燕最值得一提。

在曲阜游客服务中心东北部，竖立着“马踏飞燕”雕
塑，下方的基座上，镌刻着《圣城曲阜赞》，追溯了曲阜古老
的历史文化，将阙里胜迹逐一推介，同时也将曲阜新貌悉
数展现。通过这一赞文，人们对圣域曲阜有了全面了解，
对曲阜的历史文化地位也有了清晰的认识。

邹城是孟子故里，查询邹城市人民政府网站得知，“马
踏飞燕”雕塑建于2006年，高20.05米，寓意邹城市2005
年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雕塑底座高4.32米，宽
8.24米，采用红花岗石饰面，标有邹城的中英文介绍。

邹城“马踏飞燕”，是邹城目前仅存的环岛路标志性建
筑物，之前的孟母教子、盘龙柱等环岛的标志性建筑，都已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而迁离原址。

我在邹城的峄山之行，往返必经“马踏飞燕”转盘，每
次路过，总有一番时光荏苒之感和今古传奇般时空隧道对
接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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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如果长期因某种事物而温馨不止，那么其
幸福指数也会不断地攀升。近40年来，我与《济宁日报》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片沃土的滋养下，我在各种体裁
特别是文学体裁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行。

20世纪的80年代，我在嘉祥县满硐公社（后改为乡
镇）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对各种报刊特别关注。1983年12
月末的一天，我在公社党政办公室里忽然发现了几张4开
4版的报纸，一看报头是《济宁日报》，顿时眼前一亮。

我心想：投稿又多了一个“近门子”，太好了。当时竟
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不知天高地厚，贸然给《济宁日
报》编辑部去了一封贺信。

写信的意图，不光是表示祝贺，还想让编辑老师们知
道，在嘉祥县偏远山区的一个小公社，有一个爱写写画画
的“土记者”。也正是情缘所定，我不断地给并不认识的报
纸编辑投稿。那些稿子经过编辑的精心修改，使我见报的
稿子逐渐增多。

那个年代，乡村的通讯员能在报纸上发表稿子的，在
一般人眼里看来是相当不简单的，“有两把刷子”。这不光
使我充满了成就感，也使我得到了不少赞誉。

1986年2月20日，《济宁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报道《嘴
上没毛，办事也牢》，反映的是我们满硐公社党委在推行干
部任用制度改革中大胆启用能力强的青年干部的事儿。
读到报纸后，不光党委书记对我大加赞赏，那位被启用的
青年干部商圣福更是对我倍加感激，直说他的事迹能在报
纸上发表是一辈子的荣幸。而那一刻，我暗暗感激报纸编
辑对我的厚爱，能使我的稿子在较为醒目的位置刊登。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稿子不断增多，感动了当时的公社
党委宣传委员，他授意机关两位写报道的通讯员，把我坚
持写稿的事给报道一下。

我知道了这件事，一直在劝阻，但没有挡住，结果，一

篇题为《为党的宣传事业尽心尽力——记嘉祥县满硐乡文
化站长兼报道组长张庆余的事迹》，在1992年1月4日《济
宁日报》第二版中间位置发表。我深知这又是报社编辑对
我的了解和厚爱。

后来的《济宁日报》，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地改版，版面、
栏目越来越丰富，对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我从起初单
纯写新闻报道，渐渐转为新闻、文学等多种体裁的稿子都
写，命中率都不算低，慢慢成了写作上的“多面手”。其中，
发表在1995年3月19日的《也说“济宁作家群”》、2005年
12月26日的小戏曲《杀猪示信》、2007年2月16日一版显
要位置的《新春三祝》、2018年10月19日5版显要位置的

“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衣食住行：梦想变现实》”等作
品，都曾经引起较大反响。

我在不同时期的《济宁日报·周末刊》《星期天刊》《黄
土地》《文化周末》周刊的发表散文、民间故事等作品，我都
认真集存起来。每当闲暇的时候，我就翻出来细细阅读，
那又是另一种温馨和快慰。

2017年5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文化周末》主编成岳
老师的邮件，要我参加《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16阅读精
选》首发仪式和作者见面会。我喜出望外，欣然前往，还领
到了厚厚的一套上、下卷的这部读本。书中收录了我的文
章，这套精美的读本，成了我和很多读者珍贵的藏品。

近些年来，我学会了使用电脑打字，给写作带来更高
的效率。在网络文学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既保持了向纸
媒投稿的习惯，也向网络平台投稿，作品“产出率”也越来
越高。

2020年，我把多年来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筛选，整理成
了文集，定名为《乡情乡音》，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被收入的
作品中，在《济宁日报》特别是《文化周末》发表过的占了相
当大的份额。

40年来最温暖的幸福
济宁市嘉祥县融媒体中心 张庆余 都市风

我常年在千里之
外的私立学校任教，业
余爱好文学创作，也会
把自个觉得不错的文
章，通过电子邮件发给
编辑部。而我给《济宁
日报》投稿有 10 多年
了，能一路坚持下去，
都得益于《济宁日报·
文化周末》。

记得有一次，我从
外地回到家里，打开邮
箱一看，一封来自《文
化周末》的电子邮件出
现在眼前。那是我给
《文化周末》投了一篇
关于李清照的文史作
品，字数有2000余字，
主编成岳老师在邮件
里回复说，他确定编发
这篇文章，希望我不要
再投其他报刊。后来，
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化
周末》2015年3月6日
第 6 版《文心》版块的
《传奇》专栏。

此前我曾带学生
学习李清照的《声声
慢》，而当时形成文字
也是一时兴起。看到
成岳老师的回复，一下
子激起了我撰写文史
小品的热情。

要写一篇质量上
乘的文史小品，没有大
量的文史阅读积累是
不行的。那段时间，凡
是能找到的史料，我都
在第一时间去阅读。
小时候，我就有了创作
文史小品的兴趣，在书
店或者网上购买一些
名人传记，有我国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传记，也
有文学家的传记，甚至
还有一些外国名人的
传记。

阅读了这些传记，
为我的文史创作提供

了不少素材。后来，我的文史类作品在《文化周末》陆续
刊登，比如有关苏轼、李商隐、柳永等人的文章。这些作
品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反响，有的被文摘杂志
转载。当然，也有大意失荆州，或者马失前蹄的时候，酿
成了不该有的错误。

2022年的一篇投稿，其中一处古地名就出现过引用
混淆，成岳老师第一时间发来邮件和我交流。我文章里
的一些引用，此前也被人质疑过。读了成岳老师给我的
邮件，很是不安和自责，赶紧写一封信说明情况。成岳
老师收到我的邮件，担心我以后创作和投稿背上心理包
袱，又写信回复，耐心开导我。成岳老师的回复里有这
样一段话，至今还铭刻在心。这段话是——

“没关系，主要是请您查找并考证地名引用的路径，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澎湖’与‘彭泽’‘彭泽湖’‘鄱阳湖’
是否会在简称或俗称时通用。比如，我们的微山湖，也
称南四湖，而南四湖也是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微山
湖的总称。微山湖是相连的4个湖中最南部的湖，竟也
是4个湖连起来的统称，这就容易让人尤其是外地人迷
惑。有时候也会联想错误，比如心里想着济宁，却写成
济南，本来要写济南，却写成济阳或济源，这都是有可能
的。所谓错误，错是错，误是误。您的‘澎湖’就属于误，
而不是错。创作过程中的引用是很容易出现差错的，但
您谈到的经历和认识，已经在主观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只要慎之又慎，是可以更好避免的，这与观点错误是两
回事。”

创作严谨认真，引用确凿可靠，不出现差错，甚至避
免有争议的东西，是每个创作者必备的素质。有了成岳
老师的开导，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继续在创作的
海洋里遨游。

记得孔子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为山，未成一篑，
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强调了知
错就改、持之以恒，不可因噎废食的重要性。

不少人因为一时热情，会对某一件事情感兴趣，我
当初喜爱文学创作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是不少人“3分
钟热度”一过，便没了兴趣。

跟我一块儿喜欢文学创作的人，有不少都中途退
出，搁笔不写了。我呢？一如既往地坚持写作，这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成岳老师的鼓励和提携。

有一段时间，《文化周末》在《光圈》版块连续举办话
题征集，我踊跃参加，投过去的稿件有不少在这个版块
的栏目发表。那个时候，我向其他报刊投稿正处在低
谷，一年发表不了几篇。而《文化周末》再一次激发了我
的写作热情，让我对业余创作充满了信心。

当然，编辑部要是有什么其他征稿活动了，成岳老
师也会通过邮件发来征文启事。我也不辜负成岳老师
的厚望，把写好的文章第一时间投给《济宁日报》。有一
次应征，我的投稿距话题发布仅有1小时。

我常年在私立学校任教高三语文，时间紧，任务重，
压力大，可我“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前后有1500多篇，
合计180多万字的散文、文史等各类作品见诸报端，其
中有70多篇是在《文化周末》发表的。

鸳鸯绣出从君看，金针还须度与人。我的创作动力
来自哪里呢？就是成岳老师的关心和提携。当然，《文
化周末·文心》刊登的文史文章，也是学生用来摆事实、
讲道理的素材之一。《生活》版块刊登的文章，不仅接地
气，也满满的正能量，是学生学习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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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济宁日报》已陪伴我整整28年。时光荏
苒，很多的往事已冲刷得没了棱角。但是，我和《济宁日
报》的情感却随着岁月的绵延，愈加深厚——是她见证
了我成长的足迹。

每每看到那一本本鲜红的获奖证书，我便想起她；
每每写出一篇篇在读者中产生反响的消息、言论等作
品，我便想起她；每每听到那一声声的赞扬，我便想起了
她……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济宁日报》。

那还是20几年前，我在一个乡镇工商所上班。因为
离家远，又是刚参加工作，需要有益的精神食粮来填补

“8小时以外”的空白。
我非常喜欢写作，便把别人看电视的时间用来看报

纸。工作在工商执法第一线、工商监管最前沿，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当我面对纷繁复杂的
执法环境，看到同志们苦口婆心、耐心细致地工作时，我
才真正感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
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具体的行政管理执法程序
只受过简单的训练，离自己的岗位要求还有差距。怎么
办？除了向领导学习，向老同志学习，我还有一位无言
的“老师”——《济宁日报》的《商贸》专栏。

这个栏目贴近基层工商执法监管工作，富有指导性
和实用性。我从阅读中领略到法律的尊严，也增长了专
业知识，提高了专业写作水平，这位“老师”为我的工作
注入了极强的助推力。

经过了反复的学习、研究，我试着投了几篇“豆腐
块”，数周后终于见诸报端，我兴奋得几宿难眠。在各位
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一篇篇消息、一幅幅新闻照片
相继发表，每一次我都会激动很久，都要对照原文查找
编辑老师修改、提升的痕迹。

自从遇见《济宁日报》，关注《商贸》专栏以来，我受
到了很多教育和启发，特别是学到了很多商标监管法律
知识，提高了自身的基础知识水平。

几个月的岗位磨练，使我变得更加的坚定和自信
了，对工商行政管理的意义和职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无论多难，我也不会服输，因为我有这样一位“老师”撑
起我的脊梁。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我从业余写手成了一
名专职宣传工作者。我的办公室里，有了为我订阅的
《济宁日报》，读报、用报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我将重点
的理论文章、新闻报道剪辑成册，在组织别人写稿投稿
的同时，我的上稿率日渐提升，多次被上级授予宣传报
道先进个人称号。

随着职务的晋升，我肩上的担子变得沉甸甸的，但
我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厚爱，更勤奋地采集工作中的
亮点和生活中的真善美，这都缘于“老师”教我一遍遍地
读懂了什么是良知、什么是责任……

28年，我和《济宁日报》一同走过了每一天。现在，
我借调任城区委办公室工作，回望走过的路，我发自内
心地感慨：感谢《济宁日报》，是她给了我一双“发现的眼
睛”和成长的力量。这是我28年来结缘《济宁日报》最真
实的感受。

如果没有《济宁日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陪伴与
教诲，我今天的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是她让我一次又一
次站在新的起点，不停地前行。

如果说，她是一片大海、一片天空，那么我愿以“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句话作为我真诚的祝福。

28年的
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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