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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松，男，1966年6月出生，
无棣县佘家镇南石家庙村村民。十
几年如一日，张清松精心照顾卧床
多年的父母和残疾人哥哥，并哺育
一双儿女，用单薄的身躯撑起了家
里的“一片天”。

无微不至，精心伺候
卧床多年的父母

2018年冬天，张清松卧床多年
的母亲去世。今年7月，张清松91
岁的父亲去世，老人临终前卧床3
年多，身上一个褥疮都没有。忙完
老人的丧事，张清松又颠簸着双脚
去寻找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张清
东。60岁的张清东，精神一级残
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天不是躺
在路边，就是在附近村里乱跑。

父亲卧床后，张清松便搬过来
和父亲一起住。每天下地干活前,
他先给父亲做饭、擦洗身体，伺候
老人吃饱，为老人放好水杯、毛巾、
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再去哥哥送
饭。下地后，他不放心父亲，就嘱
咐身体不太好的妻子张冬芝多到
老人那边看看，及时给老人居住的
屋子通风或取暖。张清松夫妻二
人的善良、孝顺也让街坊邻居纷纷
竖起大拇指。

无怨无悔，耐心照顾
残疾哥哥

张清松母亲在世身体好的时
候，哥哥主要由母亲照顾；母亲年龄
偏大后，转为张清松照顾。20余年
来，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农忙还是农
闲，张清松都坚持给哥哥做饭、洗
衣、收拾房间、清扫院落。赶上农忙
时，他早上4点起床，洗菜、做饭、送
饭，忙完哥哥的早餐后，才放心去地
里劳作。

张清松哥哥住的地方靠近村农
贸市场，张清东常去小摊上拿气球、
糖葫芦等东西。为此张清松可没少
费心，常常被人家找到家里来，他边
说好话边给人家付钱。

张清松最头疼的事是哄哥哥吃
饭。阴雨天或者犯病比较严重的时
候，张清东会两三天不想吃饭，这
时，张清松就拿着饭菜在外边追着

喂，追急了张清东还会打掉他手里
的饭菜，张清松便想着法儿给哥哥
说爱听的话，哄到他吃东西为止。

“只要我有能力，决不扔下他，有哥
让俺喊着，我心里踏实。”张清松说。

无坚不摧，悉心哺育
一双儿女成才

从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父亲
和哥哥，张清松已经没有精力外出
务工了，收入主要来自家中的10
亩耕地。为了增加收入，他只能在
精耕细播、多出勤和节衣缩食上下
功夫。因多年劳累，张清松健壮的
身躯逐年衰老，人也小了一大圈，体
重从以前的75公斤降到55公斤，

再加上腰腿有病，日常走路他已日
趋蹒跚，整个身体一走两晃，两条腿
也变成了“O”形。

在他日夜辛苦劳作、耐心孝老、
身体力行下，一双儿女耳濡目染，体
贴父母，孝敬老人。只要在家里，张
清松的儿子和女儿就主动分担家
务。给爷爷奶奶大伯做饭、打扫卫
生、陪伴聊天，姐弟俩聪明懂事，努
力上进，让张清松夫妇倍感欣慰。
如今，张清松的女儿已经在省内一
家医院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儿子
大学期间入伍，2年的军旅生涯中，
荣获部队“优秀士兵”称号，如今退
伍回来开始创业。

无为自成，和睦四邻
和美与共

村里街坊四邻评价张清松：“他
心实手巧，十里八乡的谁有难处喊
他去帮忙，他没有不给帮忙的时候。”
地里浇水灌溉，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
活，赶上谁家人手少了，或者孩子外
出打工，没有年轻劳力在家的，张清
松都会主动帮忙搭把手，清淤泥、搬
机器、看水量……他样样得心应手，
常常是带着一身泥一身土的回家，但
也从不收乡亲们给的钱、送的饭。农
闲时，他常去建筑工地干点活，干过
木工、瓦工、机械工的他，成了村民心
中的“全能”，泥补房子、钢结构屋面
加固、换瓦片等，只要他会干的，他就
能随叫随到，干得漂漂亮亮。

张清松悉心照料双亲，不离不
弃呵护哥哥，呕心沥血哺育儿女，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今年，张清松获得“山东好人
之星”荣誉称号。

“山东好人之星”张清松：

十几年如一日照顾患病双亲和兄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阳信学生贾涵栋入选
中国青年滑雪登山队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魏停停 报道）近日，笔者获
悉，阳信县第四实验中学学生贾涵
栋经过层层选拔与考试，顺利入选
国家青年滑雪登山队。

据了解，今年4月，贾涵栋在
滨州市中小学游泳联赛中荣获男
子400米自由泳冠军。7月，荣获
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100
米竞速冠军。“感谢学校领导搭建
的冰雪运动人才培养平台，让我找
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同时，也谢

谢温明建老师的精心培养，他通过
越野滑轮项目，帮助我找到了自
信，让我实现了自我突破。”贾涵栋
说道，他将再接再厉，借助国家青
年滑雪登山队的平台，坚持拼搏、
再创佳绩，争取为国争光。

阳信县第四实验中学校长南
林为贾涵栋颁发优秀毕业生证书，
并对他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能
在国家队继续发扬学校的正毅精
神，刻苦训练、努力拼搏，不断突破
自我，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国庆前夕，由中国文联、中国书
协举办的“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
主题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
次大展意义非同凡响——甄选新中
国成立以来新发现的书法范本58
件，突出“浸入式感受、体验式书写、
主题性创作”创作理念，进行58组
主题创作，含题跋、临帖、创作、解
题。通过古代经典与当代创作相映
照，阐释新中国考古发现文字遗迹
对当代书法的楷范意义。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
凝等出席了开幕式。

秉承“经典文脉”的“新时代表
达”，大展邀请了116位书家参与临
写与创作，以当代立场展示新范本
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在这116位书
法家之中，山东省仅有3人，其中，
滨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陈杰
受邀临写“敦煌汉简《传马名籍》”，
并参加了开幕式。用他40年的书
法积淀和砥砺修行，挥毫还原出简
帛书法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灿
烂一笔。

受邀临写敦煌汉简
《传马名籍》，展示简帛书
法的烂漫灵动

“传马一匹，駹，牡，左剽，决两
鼻两耳数，齿十九岁，高五尺九寸
……”

陈杰临写的这篇《传马名籍》，
出土敦煌。顾名思义，是古时记录
马匹体貌、色泽、尺寸、年齿等信息
的生活笔记。遥远的文字在千年
前的竹木简牍上依然清晰可辨，或
飘逸，或古拙，无拘无束，率意而
为。观赏之令人神往，临习之给人
灵感。

“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
专门邀请陈杰临写此篇，是对陈杰
多年来在西北汉简书法创作方面成
就的高度认可。“大会给出了《传马
名籍》命题作文，要求不能完全实
临，需要加入创作元素，但又不能太
过自由发挥，脱离原作。创作难度
着实不小。”陈杰说。为了完成好这
幅作品，他前后历经10余天，反复
修改完善10余遍，终于完成了一篇
满意之作送展。

能够参与这样规格极高、意
义深远的书法大展，在陈杰看来，
既是荣幸，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这次参展，是自己对传统文化创
新演绎的一次尝试，怀揣经典意
识，努力诠释时代精神。”陈杰
说。

简帛书法开启陈杰艺
术创作的“全新天地”：为简
帛书法大放异彩倾注心力

陈杰与简帛书法的邂逅，多少
有些机缘巧合。

1984 年，年轻的陈杰还是一
名企业职工，怀着对书法的一腔
热爱，他参加了滨州市书协举办
的书法培训班，并对书法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1991年，陈杰工作
调动到滨州画院，1992年，陈杰担
任市青年书协主席，1998年，驻会
市书协工作。这段时间，他的书
法创作领域主要聚焦于楷书、行
书和魏碑等。

2000年，陈杰受一位书法界名
家推荐，购得一本《简牍帛书字
典》。翻阅之后爱不释手，他被古朴
烂漫、自然灵动的书法字体深深吸
引。2012年，一本《河西简牍》令他
深受震撼。古朴自然的结体，雄强
夸张的笔势，纵横肆意的用笔，变化
多端的章法，彻底将陈杰打动，自此
开启了他大西北汉简书法的学习之
路。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我国
西北地区探险发现西北汉简。后西
北汉简不断被挖掘、整理，数量俱
增，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政治
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生
活等各个方面，不仅是我国汉代书
法艺术的宝库，也是两汉丝绸之路
开拓创兴、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

“西北汉简的大量出土，无论从历
史、从文物、从书法角度而言，都给
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书法学习空间，

给书法界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带
领书法界踏入了一片新的天地’。”
陈杰说。数以万计的竹木简牍，真
切展现了汉代书法艺术的原貌，生
动反映出两汉书体历史嬗变的具体
进程，具有重要的观赏和和研究价
值。

2013年，陈杰专程来到甘肃简
牍博物馆，看到了魂牵梦萦的书法
原本。“当你看到古人真正的墨迹，
心里会觉得豁然开朗。书法线条的
质感、字形的自然，让人深受启发。”
陈杰说，在临摹汉简方面，当时的博
物馆馆长和同事们也给予了陈杰极
大的支持。“我当时每年都会去博物
馆的地下仓库里临摹，这段经历，也
让我在内心里，开辟了新的追求目
标，树立了一座需要去竭力攀登的
高峰。”陈杰坦言。

天道酬勤，陈杰的坚守和勤勉，
得到了书法界的认可和赞誉。
2015年10月23日，由甘肃省博物
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西
北汉简与陈杰简书展”在甘肃省博
物馆开展，集中展示了甘肃简牍博
物馆珍藏的部分西北汉简精品以及
陈杰的简牍书法作品36幅。他的
作品，同千年前先人留下的文化瑰
宝一起并排展出并被甘肃简牍博物
馆所收藏，迎接今人欣赏的目光。
而他也坚信，未来将是简帛书法大
放异彩的时代。

在不断思考、否定、创
新中“悟道”——走出功名
簿，完成穷尽一生的求索

今年58岁的陈杰，是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书法家协会常
务副主席，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
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滨州分中心
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40年笔耕不辍，全身心投入到
书法创作中，也让他在书法领域的造
诣和成就也逐渐被更多人了解、认知
——他的作品分别入展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届、第五届楹
联书法展”“全国第八届、第十一届书
法篆刻展”“全国首届行书展”；两度
荣获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第二
届、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2006
年获《书法》中国书坛青年书法百强
榜”十佳称号；2008年入选“《书法》
中国书坛中青年书法百强榜”；2010
年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举办的“中国百名艺术家作品展”；
201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先进个
人”；2016年参加甘肃简牍馆博物、
岳麓书院等主办的“全国简帛书名家
展”；2017年获山东省委省政府“第
十届省泰山文艺奖”三等奖。

2017年，由荣宝斋《艺术品》、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陈杰简
书展》在荣宝斋展览馆开展，共展出
陈杰简书70余件。中国书法艺术
界的领导和专家陈洪武、胡抗美、曾
来德、曾翔、江连洲、刘绍刚、马啸、
苗培红、张铜彦等百余人出席开幕
式，均对陈杰选取简书作为书法创
作突破的路径以及取得的成果给予
了高度评价。

2020年9月，湖南大学中国简
帛书法艺术研究中心在滨州建立全
国第一简帛分中心“滨州分中心”，
陈杰承办了3次全国公益简帛书法
高研班的工作，为滨州做出了文化
品牌和影响，他自己也成为中国第
三、四、五、六届高研班的汉简临创
书法导师。

诸多荣誉是陈杰在书法之路
躬身修行的印证，也是对他不断
探索实践、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
化的最好褒奖。“书法的发展，是
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你唯有
把它作为一门学问、一项工程去
研究，才能不断发现新鲜事物、不
断提升自己的理解和境界。”陈杰
说。这些年，他每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创作室进行临摹，临摹了几
万枚汉简。他把学书视为“悟
道”，持续地思考、不断地否定、不
停地更新，寻找穿越千年的笔触，
找到下一步要前行的方向。“艺术
之行，不进则退，把心沉下来，从
功名簿上走出去，才能完成这一
场求索。”陈杰说道。

穿越千年寻笔触，吾将上下而求索
滨州书法家陈杰受邀参加“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陈杰在临摹汉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涛 报道)近日,一则题为《血型可
贵,爱更珍贵!为济阳献血英雄张
庆刚点赞》的报道在网络上引起广
泛传播。文章中这位“献血英雄”,
是滨州市中心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药师张庆刚。

近日,正在济阳休假探亲的张
庆刚得知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急
需Rh阴性O型血800毫升的消息,
他立即来到设在安大广场献血点,
捐献血液400毫升。当问到他为什
么献血时,他说:“无偿献血,点滴关
爱,共筑生命,希望能为家乡更多的
稀有血型患者提供帮助。”

据了解,张庆刚自从得知自己
是Rh阴性O型血后,他为了每一

次都能成功献血,长期保持着良好
的生活习惯。“我这种血型的人,不
是自己想献就献,今天没接到献血
通知,说不定明天就能接到通知。”
他表示,自己常年处于一种“备战”
状态,只要献血群里有需要,他都
积极响应献血号召。

近年来,滨州市中心医院广大
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六爱”文化的
感召下,自觉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
仁心,积极广泛参加每年医院组织
的无偿献血活动。同时,医院适龄
工作人员全部报名加入国家造血
干细胞采样库,6人成功配对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占全市总捐献人
数的十分之一,是全市职工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最多的单位。

张庆刚：

无偿捐献“熊猫血”
用爱心拯救生命

张清松在田地里干农活。

退役军人李民：

永葆军人本色
矢志为民服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李萍 报道）“当过兵的
就是有担当，李民为我们村做了很
多好事！”走进沾化区富国街道打
磨李村，提起李民，村民们都竖起
了大拇指。

李民是一名退役军人，在部队
时，他表现优异，其间受嘉奖两次，
被评为优秀班长，并荣获集体一等
功。1986 年，他从部队退伍。
2021年，心系家乡发展的他，选择
返乡投身家乡建设。

返乡后，李民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活动。2018年雨季，村内积水
严重，他和村干部、防汛人员奋战

在防汛一线。村内有条小路坑坑
洼洼，他义务参与柏油路修建，便
利了村民出行。冬季道路积雪，他
和除雪队一起义务扫雪，清除了交
通安全隐患。春节期间，李民和村
委共同出资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和
留守儿童送去慰问品。今年10月
冬枣丰收季，他主动维护冬枣收购
市场秩序，一站就是一整天，既确
保了枣农卖枣安全，又保证了道路
往来车辆行驶安全。

“我们退役军人经过部队的历
练，不怕苦、不怕累，我想在退伍后
能继续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李民说。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近日，中国新闻文化
促进会、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
地（西南大学）、课堂内外杂志社
联合启动第四届“寻找中国好老
师”公益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寻找

“好老师”“好校长”“好园长”教书
育人典型案例。邹平市好生街道
初级中学杜红建老师成功入选。

杜红建，山东省中小学艺术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滨州市初
中美术兼职教研员，他以“让生
活唤醒心灵·用艺术点亮人生”

为出发点，积极探索乡村美育路
径。近年来，杜红建积极参与志
愿者送教服务活动，并多次参加
爱心公益活动，为留守儿童捐赠
作品100余件，被中国少年儿童
文化艺术基金会授予“慈善爱心
人物”称号。杜红建发表文章与
作品150余件，辅导学生发表或
获奖作品200余件，他个人创作
的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西泠
印社展厅、山东美术馆、辽宁省
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等多地展
出。

杜红建获评
第四届“中国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