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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宁老年大学走进帮扶企业兖矿国宏
化工有限公司，开展“文化助企赋能攀登联谊笔
会”志愿服务活动，济宁老年大学志愿者代表、企
业干部职工代表约100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为企业干部
职工写春联、作画送福。职工代表们围聚在书法
家们身旁，近距离领略书法艺术的魅力，每一幅
作品都令人赞不绝口。据了解，为充分满足企业
干部职工的文化需求，该校组织书画志愿者提前
书写好春联和福字，并在现场书写作品200余幅，
送给每一名企业干部职工。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为书画艺术进企业搭
建了崭新平台，更为大家展示出书画艺术在现代
社会中温暖人心的力量，看到员工们收到福字和
春联时洋溢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参与，继续传递这份
美好的温情与祝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济宁
市金融书法家协会主席费秀旭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济宁老年大学聚焦工业经济“头
号工程”，按照“送策问需解难，助企攀登进阶”的
总要求，扎实开展“干部助企攀登”活动，选派一
名青年科级干部深入企业一线驻企帮扶，支持和
帮助干部沉下身子融入企业，送服务、送政策、解
难题，促进企业健康平稳发展。“我们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遴选有书画专长的优秀志愿者代表走进
企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
有力助推了企业文化建设，丰富了企业职工的精
神文化生活，激励企业干部职工铆足精气神、不
断攀登进阶高质量发展。”济宁老年大学副校长
李宁对记者介绍。

1月22日，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北方传统
的小年，而南方传统的小年则在腊月二十四。小
年到，甲辰龙年即将别去，乙巳蛇年日渐临近，天
南海北的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迎新春。

民间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谓之“小年”，源
于人们十分在意“过年”的心态。那么，何为

“年”？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
介绍，年的形成，来源于古人对季节、收成、天象、
历法的认识，这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果实。
年，首先是与农作物的收获相关。甲骨文中的年
字，就是人背禾的象形字。《说文解字》曰：“年，谷
熟也。”随着历法知识进步，古人又根据天象、物
候等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年就成了这
一循环的最好概括。

春节，是中国人传统节日中最隆重、最宏大、
最具狂欢性的节日，而小年又是迎接春节最响亮
的前奏曲，人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扫房子、
赶年集、理头发、买春联、做美食，而在外漂泊的
游子们也开始收拾心情，打点行囊，准备踏上返
乡归程。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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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福进企业 墨香添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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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榜书协会会员、山东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政协摄
影艺术联谊会副秘书长、济宁市
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济宁市
书法家协会秘书处成员。其作品
2019年在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微
展入展；2022 年入选中国金融书
法家协会百名金融书法家建党百
米长卷展；2023 年入选全国第七
届宋璟碑颜体书法展等。

济宁老年大学书法老师

郭勇

乙巳新春临近，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积极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近日，济
宁老年大学“春暖万家”志愿服务行动出征仪式
暨赴市直机关“迎春送福”庆新年活动在省运会
指挥中心二楼南大厅举办。市直各单位代表、济
宁老年大学志愿者代表共约200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春暖万家”志愿服务行动是该校探
索开展“党建+志愿服务”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也
是该校打造的品牌志愿服务活动之一。通过该
校精心组织策划，今年共招募遴选志愿者80人，
计划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场。

仪式结束后，济宁老年大学的志愿者们开始
挥毫泼墨。书法篆刻名家段玉鹏先生也挥毫泼
墨，为大家送“福”。“龙腾华夏国兴盛 福降神州
民寿康”“欢天喜地度佳节 张灯结彩迎新
春”……一副副满载祝福的对联随笔尖流动而
出，一张张红红火火的“福”字在他们手上传递，
现场翰墨飘香，暖意融融。

活动中，济宁老年大学师生为大家送去了新
春祝福和美好愿望，增进了该校与市直各单位之
间的交流互动，“我们将组织志愿者陆续走进社
区村居、工厂企业、基层一线开展形式丰富的‘春
暖万家’志愿服务活动，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
服务社会、传递正能量，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济宁老年大学副校长李宁告诉记者。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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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志愿服务的序幕拉开

又是一年小年日

家家户户迎新春

日前，浙江金华市委老干部局考察组赴济宁
老年大学文化馆校区开展调研交流，实地查看了
学校教学基础设施、服务保障等情况，详细了解
老年大学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供精准服务、学
员作用发挥以及基层老年教育教学点建设等方
面的经验做法。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济宁老年大学在教学管
理、特色办学和基层老年教育建设上取得的成
果，认为济宁老年大学积极参与顶层设计、推进
建设文化养老高地的创新做法值得学习。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通讯员 张胜利）

交流学习 共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