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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姥诗社为例

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根据国网新昌县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定于6月14日至16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现将电力设备检修
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会对正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
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如有疑问，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86016110。

检修日期

6月14日

6月14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6日

国网新昌县供电公司
2022年6月7日

时间

7:30-17:00

13:00-17:30

7:00-10:00

7:30-13:30

7:00-10:00

检修设备

35kV小将变:马岙P451线-溪口

35kV小将变:茅洋P450线-茅洋P450线22#杆上坑1#变
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后段;茅洋P450线-茅洋P450线22#杆
上坑1#变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后段

35kV镜岭变:西坑P393线-新昌县恒发矿业贸易有限公
司1号变;西坑P393线-穿窑坪-解石坪-暖谷山;西坑
P393线-解石坪-暖谷山-穿窑坪

110kV三联变:渡皇P035线-竹家山配变跌落式熔断器后
段

35kV沃西变:左于P347线-大枫树1#变-大枫树2#变-茅
阳1#变-茅阳4#变

检修范围

巧英乡-溪口自然村

小将镇-里东自然村,上坑自然村

镜岭镇-暖谷山自然村,界石坪自
然村,穿窑坪自然村,砩头自然村

羽林街道-新富自然村

澄潭街道-大枫树自然村,泄下自
然村,茅阳自然村

新昌县融媒体中心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争做文明新昌人争做文明新昌人

争创全国文明城争创全国文明城

人们通常认为，“诗和远方”是青年人的

标配。事实上，老年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万紫

千红的百花园。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人阅

历丰富，积淀深厚，且渴望得到关注，企盼发

挥余热，因此更有余力向往“诗和远方”。以

天姥诗社为例，该社紧跟时代潮流，积极组

织活动，发展成为“文艺新昌”的重要队伍，

也成为我县“银耀天姥”的重要力量。为此，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自愿加入天姥诗社，以便

激发起潜能，活跃在乡村，在“共享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中不断获得成就感和满

足感，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一、老年人对“诗和远方”的需求与向往

本文的“诗和远方”，专指文化生活、诗词

歌赋、书画艺术，理想的精神状态，生活的诗

情画意，向往的美好生活。“诗和远方”并非文

人和青年人的专利，也决不是遥不可及，高不

可攀。老年人也有“诗和远方”，而且其精神

需求也丰富多彩，充满艺术性。

1. 不仅是生活需要。耕读传家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农耕还是务工经

商，不管身份地位高低，也不论目的意义，

且与学历学位无关，老年人的骨子里深深

地印着诗词歌赋的元素和基因，也正是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所系和所需。组织或倡导

读书、歌咏、采风等聚集性活动，不仅能丰富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能有效调动老年人

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回山有一杨姓农

民自幼随父从事农耕，一有闲暇就读书看

书，直至年迈，依然边耕边读，还能自撰春

联，显示才能。有一陈姓农民，古稀之年还

能背诵《唐诗三百首》中一百多首诗，背诵

《古文观止》中的二十多篇文章。每当公众

场合，他就谈古论今，吟诗作词，完全沉浸在

众星捧月般的意境里。杨雪璋老师退休后

回到老家雅里村，带动几位爱好书画的老

人一起学习交流，吸引了一群退休教师为

主的老年人，以“彩烟书画社”为名开展笔

会、交流和书画展览，在全县产生影响。杨

雪璋本人多次参加县、市、省及全国性展览

和比赛，作品入编《新昌中老年书画集》《全

国优秀师生书法集》等。

2.不仅是自娱自乐。随着物质生活的改

善和提高，老年人越来越期盼丰富的精神生

活。而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满足于自娱

自乐、自我陶醉，他们在努力提高艺术水平的

同时，希望对社会有所作用或影响，通过诗词

作品和书画展示，陶冶人们情操，丰富文化生

活。有一位俞姓老人，只读过两个月的书，如

今年近百岁，一直以来用毛笔写诗词，自编自

制谜语，还把谜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努力”制作成了一首藏头诗，让年轻人猜想，

传为美谈。俞鹤春先生是天姥诗社的老社

长，九十岁以后依然笔耕不止，甚至常常主动

要求上山下乡，参加采风活动。杨吉初曾是

县纪委常委、县法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退

休后潜心钻研书法艺术，作品屡屡入展获奖，

后来他组织成立“城南书画社”，影响了一大

片，使整个居民社区翰墨飘香。

3. 不仅是文人雅士。古往今来，文人雅

士吟诗赋词，以文会友，每每传为佳话，受人

敬仰。其实，很多文艺大家，都是在人民群众

中涌现出来的。普通工人、田头耕作的农民

群众，也能成为文人雅士甚至文艺名家。县

处级领导王伯祥退休后，把业余爱好转为奋

斗事业，诗词散文、书法篆刻作品多次获奖或

参展，连续出版了个人文集《吟草掇记》《诗文

篆刻集》等，在他的米寿之年又出版了《诗文

杂集》。他还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浙江省诗

词楹联学会，成为天姥诗社的主要创始人和

夕阳红书画协会的负责人。蔡家湾村农民盛

岱燕，2014年确诊癌症。从此她以诗歌为武

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历经数载，写成几

百首诗歌，不少作品发表在中国诗歌网上，县

级主流媒体《今日新昌》专门采访报道。杭州

市新昌商会为其圆梦，资助出版了《盛岱燕诗

歌集》，在全省产生很大影响。这位只有初中

文化的草根诗人，如今仍然在田野上劳动耕

作，在纸张上抒情写作，准备再出一本诗集。

人民教师俞德宽，退休后潜心攻读古典文学，

并在传统格律诗词和书法临帖技法上下苦功

夫，从帖上取神韵，从碑中取骨力，孜孜不倦，

十年磨一剑。他的书法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展，多次入展浙江省书法

家协会主办的全省大展，多次荣获全国老年

书法比赛、浙江省老年书法比赛、杭州市老年

书法比赛的大奖，多次参加绍兴市、新昌县书

法比赛并获大奖；他的诗词作品入编《中华诗

词学会作品集》、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诗

词选粹》。退休十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作品

集《鹤翁书画集》。又十年，以八十高龄再次

出版以自己的诗词作品为内容的书法作品

集《墨海留痕》。现在，他是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

研究会及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浙江

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员、绍兴市书法家协会

文化促进委员会委员等，还是天姥诗社顾

问。

二、天姥诗社的“诗和远方”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诗

词歌赋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自然也是折射

时代意识的棱镜。鉴于此，县政协几位老领

导和文化艺术界的委员积极协商，成立书画

和诗歌创作联谊组织，于2006 年9月成立起

天姥诗社，后来划归县文联管理，成为全县文

学艺术界的十大团体会员之一，被越来越多

的人誉为“诗和远方”。2021年以来，天姥诗

社活动丰富，成果丰硕，队伍不断壮大，又有

会员攀登文艺高峰。

1. 组织采风，助力“唐诗之路”。紧紧围

绕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名城，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采风活动。1月，参加文艺界“行走乡村，

文化润乡”活动，与嵊州市诗联学会联合开展

“唐诗之路”景点及诗词交流，参加小将、沃

洲、儒岙三地书画作品展，赴小将镇方口村开

展“银耀天姥文艺宣传队送文化下乡活动”，

在巧英湖举办春节采风与联欢活动，到儒岙

镇圳塍村举办“共享书香，情系乡亲”活动；3

月，参加县政协及宣传部、文旅局等组织的

“浙东唐诗之路”调研活动；在“唐诗之路”重

要节点关岭头举办“天台嵊州新昌诗词学会

采风雅集活动”，到“十里潜溪”元岙和杨梅山

村采风，陪同省诗联学会主席考察唐诗之路；

4月，参加中国茶叶大会暨十五届新昌大佛龙

井茶文化节相关活动；5月，与萧山区义桥镇

联合开展“萧山（渔浦）新昌浙东唐诗之路采

风活动”，参加徐霞客研究中心举办的“诗路

驿站采访活动”；6月，参加“第三届金庭诗会

暨浙江省诗词名家崇仁古镇采风活动”；7月，

陪同绍兴市委老干部局考察；9月，组织诗歌

创作和作品交流；10月，赴天姥山下上里村、

庄山村举办“文化下乡”大型采风与创作交流

活动。

2. 开展活动，讴歌“建党百年”。紧紧围

绕庆祝建党百年，积极开展“党旗百年红”纪

念、宣传、庆祝活动。3月，赴革命老区东山村

开展“百年回眸学党史，银耀天姥守初心”红

色印迹寻访活动；4月，组织会员参观梁柏台

红色教育基地，组织书法作品参加绍兴市老

干部局庆党百年书法展览；5月，参与在银耀

天姥志愿者服务基地阳光福利中心举办的

“庆建党百年，展老人风采”活动，组织诗词和

摄影作品参加党庆百年书画摄影展；6月，组

织会员参观回山会师纪念馆和新昌县人民政

府成立旧址，参加小将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农民书画展”；7月和12月，先后编

辑出版《天姥新吟》“党旗百年红”专刊；9月，

参与东山村“访老区、聚红岩、话发展”采访活

动。

3. 精心创作，出刊“天姥新吟”。利用采

风、交流、展览等，组织会员深入生活，精心创

作，不断书写篇章。在此基础上，利用诗社阵

地《天姥新吟》，精心编辑出刊。天姥诗社还

积极向上推送或参评，努力提高会员水平，形

成既有高地又有高峰的会员队伍。一年来，

诗社吸收新会员5名，总会员已近80名，其中

13人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5人为浙江省诗

词楹联学会会员。有1人被选为浙江省诗词

楹联学会理事，3人当选为绍兴市诗词楹联学

会理事，社长袁铁军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

员。一年来，不少会员作品获得奖励。一名

会员获第九届白天鹅诗歌大奖赛银奖；一名

会员获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书法大赛二等

奖；一名会员获新昌县“天姥金叶杯”精短文

学比赛二等奖；在全县群众文艺征文比赛中，

诗社会员获得一、二、三等奖各一个；在全县

职工书法大赛上，诗社会员获得一个三等奖

和一个优秀奖。

三、如何实现老年人的“诗和远方”

实现老年人的“诗和远方”，需要我们提

高认识，转变观念，根据老年人的特性与实

际，刚柔相济，不懈探索，形成老年社团带动

老年群体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大

好局面。

1. 热心公益，用情组织活动。社会组织

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以及影响力都

来自活动，因此活动也是“诗和远方”的基

础和根本。沉下去，才能出精品；走出去，才

能拓空间；请进来，才能促提升。而老年人

的活动，受到很多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限

制，组织协调困难较大，特别需要具有牺牲

精神和奉献意识的热心人，来引导和引领。

现任天姥诗社社长袁铁军退休前在食品公

司，握杀猪刀的手拿起了书写诗词的笔。这

位“80后”老人像青年人一样奔波操劳，还为

此学微信晒友圈、建诗群当群主，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满腔热情地带着大家“走唐诗之

路，扬翰墨馨香”。余桂英从新昌制药厂退

休后，一头扎进诗社，在写好诗词的同时，

参与编辑刊物，悉心组织活动，常常私车公

用。曾经在政府综合部门和银行工作的徐

鑫钢，不仅爱好诗文和摄影，还经常联系联

络，从方案到落实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考虑

周到，鞍前马后，无偿服务，受到一致好评

和点赞。

2. 切合实际，用心设计载体。老年社团

与正规社团不同，尤其是老年人都在“体制”

和“任务”以外，所以，必须围绕社团的使命和

职责，以及新昌县的工作中心和目标，最重要

的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实际和老干部工作要

求，想方设法设计切实可行的载体。2021年，

天姥诗社在县委老干部局重视支持下，开展

了“银耀天姥，文化润乡”系列活动。2022年，

根据全县发展蓝图（打造三大都市区黄金交

汇节点城市、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标杆、

跻身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五十强），设计了

“行走百村，诗话共富”总体方案，组织诗社会

员、“银耀天姥”志愿者、部分知名文化人士，

以各乡镇典型村为重点，以文字、图片、诗歌

的形式，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个方

案分两年实施，由县委老干部局主办，天姥诗

社承办，得到全体会员以及许多其他老年社

团的响应和关注，同时得到各乡镇的重视和

支持。

3. 优化服务，用力搭建平台。实现老年

人的“诗和远方”，最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创造

条件，给予老年社团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持，形

成“我搭台，你唱戏”的良好局面。首先，要把

适宜老年社团开展的项目或活动纳入计划与

考核，以利真抓实干；其次，要支持或帮助老

年社团建设好主要阵地或展示的舞台，或举

办比赛或展览；再次，要鼓励或引导老年社团

建立网站、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随时随

地发送、传播和公示信息，交流情感，通知事

务，凝聚人心。天姥诗社在县委老干部局及

县文联的大力支持下，开展“银耀天姥”系列

活动，办好《天姥新吟》刊物，还利用天姥诗社

群、天姥诗社理事会群，组织线上线下互动，

鼓励大家“攀登文艺高峰，奉献社会大众”，谱

写老龄事业崭新篇章。

（作者系县文联退休党支部书记）

也谈老年人的“诗和远方”
盛伯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