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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洵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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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微微）只

要有空，塘下镇高营村的老

党员柳日媛总会去村安置留

地处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开

工？进场施工的道路修好了

吗？认购的方案何时出来？

近日，记者获悉，这块安

置留地的施工图即将进入会

审，开工建设时间已不远，村

民的认购方案将会在村民代

表大会上商讨确定下来，预计

明年初村民就能认购新房。

高营村原来是鲍六村的

一部分，后鲍六分为 4 个行

政村，高营村为其中之一，该

村有 300 多户，属于中等大

小的村庄。

“我们村算不上大村，可

是 300 多户人基本都住在平

房，村里又没有套房，搬进套

房是很多村民的期盼。”高营

村党支部书记刘光岳介绍，

一些条件好的村民已搬到市

区或者塘下中心位置居住，

大部分村民仍住在本村内。

因此，可供村民认购的安置

留地项目的建设，村民十分

关注。该村安置留地位于凤

锦路与中心路向东延伸线交

叉口，占地 7.3 亩，计划建 90

套商品房，户型均为 130 平

方米左右，建成后将是高营

村第一栋高层建筑。

“由村经济合作社与建

筑单位合作建设，村民认购

筹集资金，具体如何认购，将

会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

定。”刘光岳说，这样的建设

方式，房子比一般商品房价

格要优惠。

“我们村也有商品房了，

一直盼着这个安置留地能早

点开工，小孙子结婚时能当

婚房。”柳日媛说。

跟柳日媛持同样想法的

村民不在少数。“我们喜欢住

在自己的村里。”一村民说

道。

据了解，高营村安置留

地预计施工期一年。

在陈乃登的手稿里，有 50

来篇游山玩水的诗词。人家旅

游写游记，他就写诗词。每去

到 一 个 地 方 ，他 就 会 诗 兴 大

发。

自从搬入老人公寓，陈乃登

认识了一帮老年朋友，还加入了

老人协会，时不时和他们一起出

去旅游。“趁脚力尚健，就多出去

走走。”说完，陈乃登从衣兜里拿

出两张新写的手稿，晒出了他十

月份刚去的南京、淮阳和河南的

旅游“新作品”。

在陈乃登的手稿中，有不少

地方他已去过三四回，但每次他

仍会写下不同感触的诗词。“每

次心情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

同，所以即使一个地方去过很多

次，也总有不同的灵感。”陈乃登

说。一下午的时间，他兴致勃勃

地介绍了十来个旅游过的地方，

并一一解释每句诗词的立意与

当时的心境，举手投足间透露着

孩子般的天真与热情。

“晚年可以坐享改革成果，

农民也能享受退休金，住进公寓

其乐融融。闲暇之余，谈诗赏

对，临池涂鸦，丰富多彩，真是

‘夕阳无限好’。”陈乃登笑着概

括自己现在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陈绵绵 通

讯员 金春玉）11 月 2 日，一

个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开放

的、体验式的大型爱心公益

活动“乐家之道”在瑞安市龙

翔高中室内运动场举行。来

自龙翔高中高一、高二年段

的 300 多名师生及家长参加

了本次活动。

“乐家之道”引用了美国

斯坦福大学开创的体验式学

习方式，通过游戏、练习和分

享，让老师、学生和家长三者

之间学习如何接纳、关心和

信任彼此，并领悟有效的沟

通方式，从而拉近三者的关

系、凝聚互相关怀和爱的精

神，创造融洽和谐的社群。

活动中，义工、老师与家

长放下了长辈“架子”，以参

与者的身份与学生们结成一

个团队，以热情的心态感悟

游戏中所蕴含的团队精神和

沟通理念。

在活动的“感恩”环节

中，轻柔的音乐响起，学生们

围成一圈，用凝聚情感的泪

水、拥抱、蓝丝带和话语表达

对家长、教师、义工无私奉献

的感激和祝福。

自学书法 创作诗词 游山玩水 不亦乐乎

“归农斋”里的“老玩童”

每天下午，在新坊村文化礼堂的书法室里，总有一个半俯着身，
聚精会神提笔写字的老人。他叫陈乃登，居住在新坊村老人公寓。虽
是71岁的古稀之年，他依然抱着年轻的心态，自学书法，创作诗词，游
山玩水。他笑称自己是个在“归农斋”里自娱自乐的“老玩童”。

找到“归农斋”，潜心练书法

“朋友旅游时买了幅红梅

报春图，我觉得那图很漂亮，

就来了灵感，想写幅对联送给

他。”10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

到文化礼堂的书法室时，陈乃

登正在思索对联的内容。不一

会儿工夫，他莞尔一笑，挥笔

写下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红

梅争艳传春讯，瑞雪纷飞镶玉

华。

年轻时，陈乃登就对书法

很感兴趣，闲暇时自学练习。

2006 年，他搬到老人公寓，便

开始潜心练习书法。

去年，新坊村的文化礼堂

建在了老人公寓里。陈乃登发

现里面有个书法室，便天天去

那儿练书法，并给书法室取名

“归农斋”。他还在墙上挂上了

自己的书法作品，并从家里搬

来许多字帖和书籍边学边练。

经过不断地临摹与练习，

陈乃登学会了楷书、隶书、行

书三种字体，还多次在全国诗

书画比赛中获奖，家里的书柜

放满了他的获奖证书与奖杯。

“从一开始写得七歪八扭到现在

总算有点模样，每天一点点的

进步都让我感到欣喜与充实。”

陈乃登笑着说。

以经历作诗词，记录所思所想

陈乃登不仅自学书法，还会

自创诗词。翻开书桌上一本本

厚厚的诗词集，他自豪地说：“这

里每本都有我的作品呢。”不仅

如 此 ，他 还 存 有 一 本 手 稿 集 ，

100 来页的本子里全部记录着

他自己创作的诗词，有公事篇，

师生篇，节日篇，国事篇等等。

“一开始只是涂鸦之作，后

来我一同学送了我一本快速学

诗填词手册，我就边学边摸索。

2008 年加入瑞安诗词学会后，

与文人名家的诗词交流让我受

益匪浅。”陈乃登说。

因贫穷从瑞中辍学务农，当

过会计与不脱产公社副社长，走

南闯北养过蜂，当村支书，办过

企业……种种经历都成了陈乃

登笔下的诗词素材。多年摸滚

打爬的酸甜苦辣，化作了他在诗

词间的文字。

其中有一首《浪淘沙·库伦

旗六家子放蜂》就是他对早年养

蜂生活的回忆。1969年，陈乃登

开始养蜂谋生活。云南、四川、

河南、内蒙古，一年中，他有七八

个月时间追花夺蜜。他依稀记

得，在内蒙古库伦的那一年，荞

麦花盛放，但因蜂养得不好而产

量不佳，辛苦了大半年并没有好

收成。“北国秋已深，莫道艰辛。

荞花盛放蜜如银……那年满眼沙

尘，寂静无人，孤身在外打拼的

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陈乃登眯缝着眼回忆道。

退休后，陈乃登将汽配厂交

由两个儿子打理，在厂房迁往安

徽时，他写了两首诗赠送给儿

子，教导他们办厂需要诚信、勇

气、合作、坚持的品质。

长孙女第一次唤他“爷爷”、

瑞中同学会、母亲的寿辰、新坊

村的第一届运动会……这些生

活点滴都被他化为诗词，成为纸

上字里行间的珍贵回忆。

组团游山玩水，叹“夕阳无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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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登练习书法

高营村第一幢高层建筑开工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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