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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贾佳俊 王伟健

4 月 27 日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湖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颁奖活动在湖州南浔举行。颁奖盛

典上颁发了一个特别奖项——从我

市走出去的作家鲁光荣获中国报告

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徐迟报告文学奖是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的学会奖，专门用于关注和奖

励我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

作品，并力图使之成为促进我国报告

文学创作繁荣和发展的推进器。徐

迟报告文学奖作为全国性文学荣誉

奖项，展现了中国文学反映时代精

神、讲述中国故事的积极探索，代表

了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高度和水

准，在文学界的认可度、影响力日益

提升。

鲁光出生于我市方岩镇两头门

村，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曾任《中国体育报》社长兼总编

辑、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常务理事。1987 年出任全国新

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国家体委

评委会副主任。1987 年获全国好新

闻奖。2002 年，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体育工作荣誉奖”。2009 年 12 月，

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

荣誉奖、成就奖、金奖。鲁光曾任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

会长。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中国男

子汉》先后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并在日本等国出版。《中国姑娘》入编

大中小学教材，入选共和国作家文

库。《世纪之战》获长篇纪实文学奖，

《近墨者黑》获冰心散文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长、作家何建明为鲁光颁

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介绍作者

简介背景时表示，鲁光是一位与中国

体育运动事业有长时间密切联系的

著名新闻出版者。因为报告文学《中

国姑娘》等作品发表，而使他与中国

女排精神、报告文学紧密地结合到一

起，成为了人们笑称的“中国姑娘之

父”。《中国姑娘》以报告文学的手法，

真实地对以袁伟民为主教练，以郎平

等一代中国女排运动员精神情怀与

坚韧性格行动的精彩描绘表现，让

“女排精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与传扬，发生了巨大的国民自豪奋发

向上的爱国情怀行动，成为事实与文

学互动共振的典范。作者对于报告

文学题材选择表达和情感投入的个

性独特表现，使《中国姑娘》在中国报

告文学创作历史上具有长久的报告

文学记忆性，具有经典品格。连同鲁

光其他报告文学创作的收获及优秀

表现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选，确定

授予鲁光先生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

身成就奖。

“因为中国女排，国人没有忘记

我这个《中国姑娘》的作者，授予我中

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给了我

如此崇高的荣誉和厚爱。我深为感

动！”鲁光先生表示，生命不息，他将

继续奋力耕耘，为祖国、为人民奉献

自己微薄的余力。

近日，由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市文

广旅体局、浙中书法院和市博物馆联合

举办的“锤镰耀方岩 五金铸永康”楹

联、书法征集与创作活动圆满结束。

据了解，本次全国征联活动自 2 月

初启动以来，共收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

区（特别行政区），以及来自美国、西班

牙近 800 位作者的 1640 幅作品。经楹

联专家初选、复选和终选，共评出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2 名、优秀

奖33名。

“秉百载初心，国考先交强市卷；凭

五金大业，史诗再创永康篇”“不锈锤镰

常耀彩；永康梦想正开花”“安康永葆，

富裕共奔，伟业同襄双百梦；活力城乡，

匠心品质，宏图大展五金都”⋯⋯在千

副楹联中，来自江苏的楹联创作者陆志

清，凭借楹联“锤炼五千年 匠心独步五

金路；飘扬一百载，锐气长凝一面旗”脱

颖而出，获得本次征联活动一等奖。

面对全国楹联爱好者的积极参与，

市博物馆馆长陈景表示，举办本次活动

的初心是为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讴歌

我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

成就，表现永康人民不断增长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借此进一步提

高永康的知名度、美誉度。

下一步，市博物馆将联合浙中书法

院邀请全省知名书法家，对获奖楹联进

行书法再创作；建党 100 周年前夕，我

市将在市博物馆隆重举行“锤镰耀方

岩，五金铸永康”楹联书法作品展。

□融媒记者 胡锦

“我们跟着村民，沿着小路一直

向前，到达所谓的红军墓时，我们都很

震惊：眼前是一座小小的石碑，上面刻

着‘红军墓’三个字而已⋯⋯”退休干

部徐金星正说着，屏幕上出现了一张

张现场照片，有小路旁的杂草丛生，也

有红军墓的简陋⋯⋯此时，台下的听

众无不聚精会神，翘首而望。

这个场景发生在本月市财政局

开展的党史教育推进会上，徐金星

作为特邀讲师出席，为听众带来了

他两年前重走长征路的特殊经历。

党史教育变成文化大餐
目前全市已开展21场

在当晚的讲座上，徐金星讲述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张借据民拥

军》《半条被子军爱民》《红军巧渡金

沙江》等红色故事。

前年5月，我市应忠良、徐金星等

九人的“长征新旅”曾引起不少热

议。“长征新旅”历时17天，行程8000

公里，穿越 12 个省 138 个县市，拍下

摄影作品万幅，留下文字数万字⋯⋯

近两年，徐金星等人频繁受邀到各单

位、学校开展党史教育讲座，讲述“长

征新旅”中的见闻，引发好评如潮。

“长征新旅”党史课的成功，是我市高

质量开展党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展

示了我市在党史教育方式方法上的

创新。

这些原本出现在课本或者历史

书上的故事，经过徐金星等人重新演

绎后，多了一份接地气的精彩。

“徐老师的语言幽默风趣，还时

不时说出几句永康方言，让我们在轻

松的氛围下感受鲜活的历史，感受长

征路上的艰辛，也感悟长征精神的内

涵。”谈及这堂党史课，市财政局的沈

露露感慨道。

党史课上，徐金星等人不止讲党

史，还展示了亲历的乡土民风、民间

故事以及摄影作品，让原本枯燥的党

史教育课变成了一场“鲜味”十足的

文化精神大餐。据了解，徐金星计划

在今年完成 100 堂党史教育课，目前

已开展22堂。

影集百课
献礼建党100周年
在过往举办的党史课中，听众既

有机关单位的干部，也有我市一些中小

学的师生，还有退休老干部。无论面对

哪个群体，徐金星的党史课总是深受好

评，像一道老少皆宜的“文化大餐”。

而要将党史课变成文化大餐，徐

金星可谓是花了不少工夫。

“要给全市中小学校长讲课的那

一回，我紧张得凌晨3点就醒了，辗转

一会儿睡不着后，我就干脆起来备

课。”徐金星回忆。

记者粗略数了数，在徐金星的课

件中，总共有图片百余张，都是他从

数千张照片中整理出来的，为了上好

党课，他还专门准备了自己的电脑和

课件翻页笔，以确保党史课顺利高效

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徐金星的党史课

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的群体做了优

化。“例如给小学生上课时，我的故事

就会更活泼一些，加上些肢体语言，

还会设置抢答环节，答对了可以获得

一本影集的奖励。”徐金星说。

今年 63 岁的徐金星从单位退休

后，给自己设定了两个“五年计划”。

在圆满完成第一个“行万里、摄千景、

讲百课、写一书、办一次影展”计划

后，他又给自己制定了第二个“五年

计划”，即用 100 幅照片出一本书纪

念建党 100 周年，用 100 幅照片办一

次影展，创作 100 篇摄影小小说，讲

100堂党史课。

当记者问及远赴山区学校讲课

的经历时，徐金星笑着说：“路再远我

都不怕，红军的故事讲再多我也不会

厌倦，只会越讲越有劲！”记者了解到，

在最忙的时候，徐金星一天曾排了三

堂课，且每堂课都在不同的地方，最近

的也要花上一个小时的车程。

除了党史课外，最近徐金星也在

忙着新摄影集的最后制作，新影集

是他为建党 100 周年精心准备的，里

面收录了 100 张有国旗或者党旗的

照片。

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从徐

金星讲百课、制影集的用心和勤奋

中，作为老党员的赤子丹心可见一

斑。

鲁光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传扬“女排精神”激发一代人的爱国情怀

党史教育“鲜味”十足 党群共飨文化精神大餐

重走长征路回来的他，最近特别忙

800位作者，1640幅作品

五金主题楹联
征集结果出炉

28日，由市文联、市诗词学会、市应

均艺术馆主办的《心田花》——田舍郎

2021画展，在我市应均艺术馆开幕。

田振玉，笔名田舍郎，浙江杭州人，

现为西泠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

师、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

家协会理事等。他坚持“继承不泥古，

创新不逾矩”的探索原则，作画时善于

驾驭用水之法，使作品水墨淋漓，墨色

生韵。他的花鸟作品借鉴了山水画的

技法，构图富有张力，别具一格。

本次展览展出田振玉50幅近作，展

期一个月。市民如有兴趣，可前往应均

艺术馆观赏。

《心田花》
画展开幕

□融媒记者 吕鹏

□融媒记者 高婷婷

颁奖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