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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贵自幼热爱文学，高
一时在报刊上刊发一篇诗歌，
从此，写诗便成了他的业余爱
好，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工
作，他都会把自己的亲身体会
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王银

贵坚信，文学一定能拯救他，
让他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
直至圆心中那个青葱的“文学
梦”！

嵩山的哺育使他的诗歌
之树茁长成长，嵩山的厚重

给它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营
养。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文学为他打造了一个充满阳
光的精神家园，这家园是他
用青春的磨难和生命的博弈
所换取的。

“你身边的亲情、爱情、友
情故事，无论是开心快乐，
还是悲伤痛苦”《郑州晚
报·登封播报》邀您讲述,
请您来当明星！
倾诉热线：62776277
请加关注微信号：
dfbb62776277

大声说出大声说出
你的爱你的爱

■艺术人生

“当我得到村主任职务通
知的那刻开始，为百姓建学堂
的想法便从未停止过。”8月18
日，记者如约见到了马全建。
如今，年逾六旬的他，提起当
年工作时的种种，感慨万千。

1989 年，年仅 25 岁的马
全建，任职登封市卢店镇西五
司村村主任。刚一上任，他便

带着一批干部，在资金短缺的
情况下，为当地小学盖起了新
楼房。“学校教室年久失修，随
时面临坍塌，没有新楼房，孩
子们就无法安心学习。”

马全建说，学校建设时，
最难捱的便是农忙时节，为
了守工地，家里的田地只得
托付给乡亲们打理。半年

来，马全健吃住在工地，白天
与干部们集体干活，晚上守
着工地露宿。“一连几个月每
天最多睡三个小时。”可即便
如此，马全建盖小学的想法，
也从未动摇过半分。就这
样，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小学
生们搬进了明亮宽敞的西五
司村小学。

要带着群众谋幸福，工作就得做扎实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马全建

“干部就得起表率作用，群众
乐才是我最大的满足。”这是
莅任登封市卢店镇西五司村
支部书记马全建最深的工作体
会。8年来，马全建首当其冲，
为当地百姓义务建学堂，带领
一批干部昼夜下基层建设清真
寺，而这一切不为人解的举动，
只为圆他儿时的梦。他说，他
的意愿就是，当上村主任盖学
校；当上村支书建设清真寺。
登封播报 付晓文/文
胡建邦/图

1995年，马全建任职登封
市西五司村支部书记，闲不住
的他再一次打起了清真寺的

“主意”。马全建说，全村唯一
的清真寺破败不堪，每次在寺
里举行传统的大耳代节时，令
不少群众倍感心酸。“想起儿
时与妈妈一同过节的场景，一

个重修清真寺的念头在脑海
中萌生。”

可重修清真寺何等容易，
在仅有 180 元资金的情况下，
马全建和团队五人，跑遍了河
北、宁夏、安徽等四个省份，为
重修清真寺募集善款。马全
建说，资金不够，导致停工是

常有的事儿。“当时真想甩手
不干了，但一想到百姓们的
苦，一咬牙，一跺脚，便又再次
外出募集资金，坚持下来。”两
年来，马全建从黑发熬成两鬓
斑白。当看到伫立在西五司
村的庄严的清真寺时，他说，
他最大的满足便是百姓之乐。

为百姓义务建学堂

青葱岁月
你我牵手走过
十年友谊路

10 年前，我们相识；8 年
前，我们相知。至此，你在我的
青春里不可缺少，我在你最美
好的时光里充当重要角色。如
今，我们都已踏进社会，还记得
我们那些年少的时光吗？

犹记得，那一年，我们 14
岁，还是一名初二的学生，春节
刚过，我带着彷徨的心转入你
所在的班级，在一个陌生的班
级，我寡言少语。当时的你坐
在我前方，每次老师在讲台上
滔滔不绝地讲课，我抬起头望
着你略含忧意的背影，心就会
飞到琼瑶小说里，渐渐把你的
身影和忧伤的女主角重合。就
这样整个学期我们没有说过一
句话，但是你的背影却陪我走
过了那个炎热的夏季。

升入初三时，我们虽呼吸着
同一所学校的空气，但是却再没
有见过面，慢慢地你淡出了我的
记忆。如果时空不会旋转，或许
我们再也不会遇见，但是，在老
天安排下，我们走进了高中校
门，相遇在宿舍，我突然就想起
你那瘦瘦的背影。也许是陌生
的环境，我们彼此都想让自己的
心有个依靠，就默契地在一起，
从此在校园里，我们一起学习、
吃饭、回宿舍。经过高中三年时
间，我们的感情深厚的让彼此诧
异，那时课业很紧张，我们没有
太多亲密的动作，但是彼此的一
举一动和小心思，通过对方的瞳
孔看得一清二楚。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顺利
被一所大学录取，你却选择了
复读。我当时望着你，心情极
其复杂，怕我们的距离会慢慢
拉开，怕我们以后没有共同语
言，也怕复读的你心情太沉
重。带着所有的害怕，我还是
离开了登封。一年后，你考上
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我的心稍
微安静一点。只是从此你我的
距离更远了，两个相隔千里的
城市，我们只是偶尔见面。今
年，是我们相识 10 年的日子，
也是你踏进社会的第一步。我
们的年龄越来越成熟，希望我
们的友谊也会像存放的酒一
样，年代越久越香醇。 刘淼

办校不忘慈善，从 1993
年至今，释永帝在办学的同
时，还“以校养孤”，不接受社
会任何捐助，2006 年在少林
寺武僧文武学校的基础上，
成立“嵩山孤儿文武小学”,先
后收养孤儿 300 多名，对于困
难家庭子女减免学费、生活
费。2012 年 10 月 10 日在释
永帝的精心策划下，学校启
动了“两个一工程”，面向社
会招生 1000 名留守儿童、100
名孤儿，学费全免。学校因

此被河南省慈善总会、郑州
市慈善总会以及登封市慈善
总会授予“慈善文化教育基
地”、“孤儿和留守儿童之家”
的称号。

为了让习武的学生明礼
诚信，传承文化，近年来释永
帝又发起开设了嵩山大学堂
和道德讲堂，2014 年 4 月，释
永 帝 发 起 成 立 了“ 德 善 书
院”。聘请省内外国学大师，
主讲传统文化，面向社会免费
培训各界人士。

有人说，干一件好事容
易，坚持办好事却很困难，21
年，释永帝和他的学校接纳了
成百上千的孤儿，帮助他们走
出困境，走向未来，而这一切
都因为释永帝内心永远保持
的那份善心。释永帝说：“我
只是为社会做了点力所能及
的事情，不图任何回报，只希
望这些孩子们健健康康、快快
乐乐地长大，用所学知识为社
会为国家多作贡献，我就心满
意足了……”

立德铸魂，习武育人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校长释永帝

谈起登封市政协委员、少林
寺武僧文武学校校长释永
帝，熟悉他的人无不为他矢
志不移的信念、孜孜不倦的
追求、创新务实的品格和开
拓进取的精神所折服。
登封播报 刘弋楚 文/图

王银贵的“诗”意人生

“王银贵是登封文坛的活雷
锋。”登封市作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阎锦木说，“2009年为
支持嵩山申遗，他无偿捐献描
绘有嵩山风光的民国时期珍
贵画册《燕雨楼画稿》；他热心
助人，经常无偿为文友校对文
稿，事迹一大筐。”他口中的
王银贵现年50岁，是登封颍
阳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登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登封播报 孙淑霞 文/图

释永帝上世纪 60 年代
生于河南省郸城县一个信
佛的家庭。其父终生与人
为善、熟读佛经和诸子百家
经典，自小受父亲的影响，
且出于对少林武术的向往，
年轻的他投身少林寺，苦心
修炼少林真功，潜心钻研佛
法论著，为了把中华武术发

扬 光 大 ，从 1993 年 租 用 少
林寺附近的农房开班授徒，
创建少林寺武僧文武学校
至今的 21 年中，为社会培
养了一批批文武兼备的有
用人才。

2009 年 6 月，少林寺武
僧文武学校创办了“登封中
岳中等专业学校”，实现中

等学历教育，2011 年 9 月学
校又成立了“3+2”大专，到
2014 年在校生达到 3000 多
人，学校也连年被评为“全
国先进武术馆校”“河南省
一级武术馆校”“目标管理
先进单位”，学生应邀出访
英、美、德、意等 30 个国家
和地区。

由于生计所迫，他曾先后
从事过建筑、煤矿等体力劳作，
因此便有了《建筑者之歌》、《我
骄傲我是矿工》诗歌的问世；看
到红绿灯下辛勤工作的交警，
他诗兴大发，《交警之歌》跃然

纸上；香港回归之际，一曲《大
团圆》便是他由衷的心声……

写诗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处境如何
困苦，他都会从诗歌中觅到无
限的乐趣和奋进的力量。40

多年来，他孜孜追求，辛勤耕
耘，积少成多，出版了《紫云轩
诗草》等三部诗集。

“文学、诗歌便是我的情
人，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文学，
使他收获了人生莫大的幸福。

“诗”意人生

励精图治、献身教育

赤子之心献社会

政协委员马全建

王
银
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