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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崔根乱同志是我8年前在衡水市委工作时的老同志、老朋友。2007

年，我调到省委老干部局工作，根乱同志也从市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休。

之后，根乱同志任衡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所以，这些年我

与根乱同志虽不像在一起工作时那样经常见面，但彼此间的联系沟通从未

间断过。

根乱同志阅历很丰富，曾经从事宣传和文字工作多年，当过领导秘

书，任过县委书记，数十年里笔耕不辍。退休后，仍以新的视角书写人

生，赞美生活，颂歌时代。根乱“人休志不休，身退心不退”，“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精神追求，堪称为离退休老同志的榜样。

在他的新作《晚霞杂咏》即将出版之际，出于对多年的老同志、老

朋友的感情所使，我工作之余，加班加点，一气读完书稿。因为他书中的

人和事有许多也是我所熟悉的，也有不少同样的感悟，而更多的是从中获

益，所以，就想写段话，是序言，更是对根乱同志这种老有所为精神的赞

扬和敬佩！

纵览根乱同志的《晚霞杂咏》，感慨颇多，略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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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根乱同志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老同志退下来以后，按照

党的老干部政策，一是安度晚年，二是力所能及地发挥作用。怎样对待退

休，安排好退休生活，根乱同志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他把退休生活当作自

己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正如他在《树立科学老年观》诗中所说的“勿

忘追求与理想，笑度生命二春天”。根乱同志有一个平淡的心态，他把平

时在工作岗位上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感悟，以诗文形式记录和表现出来，

编撰成书，继续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精神力量。所写内容大到国家

大政方针，小到百姓喜怒哀乐。人们往往把老年比作人生的秋天和一天中

的夕阳，但在根乱同志的小诗和短文中，却能以小见大，别有一番风景地

描绘着“晚霞红似火”、“霜叶红于二月花”与“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美

好画图和由此而流露出的乐观情怀。他的《绿岛游泳》、《老年大学练太

极拳》、《观鸟》、《农家乐（种菜）》以及记述读书、摄影、关工委调

研、参观旅游等诗文中所表露出的生活情趣，宛如画师的素描和写意，不

经意间的轻描淡写却着实让老年读者和即将步入老年行列的人们找到了一

份完好的退休生活的“教课书”和“课程表”。

其次，是在《晚霞杂咏》中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有亲情、友情、爱国

之情、感恩之情，这些，都在《梦母亲》、《痛悼李银桥》、《庆祝香港

回归十周年》等诗文中充分得以体现，其中最为感人的是《梦母亲》，我

在阅读中，被作者那份真挚的孝亲敬老之情感动得潸然泪下。

由根乱同志的《梦母亲》不由让我们联想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史和文化传承，其中孝道文化是最为显著的民族文化的特征之一。我国封

建科举时代曾有“举孝廉”的选拔任用官吏制度，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

中，也不乏这类题材，如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中的朱自清的《背影》，党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我的母亲》等名篇，还有，现在我们选拔

党政领导干部时，也都把孝亲敬老作为干部“德”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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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晚霞杂咏》把作者在几十年工作中的经验、体会和人生感

悟，通过艺术升华，凝练成一种正能量，传递给读者。书中既体现出了

作者关心大局，支持在职领导工作，关心下一代，关心党风民风，热爱生

活的真切情感，又能通过琐碎小事，一草一木，对同事、同学、朋友、亲

人的回忆，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浓郁的人性化与人情味，

也表达了作者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和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在今年初召开

的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同志曾提出“开发利用

‘银色人才资源’，为各项事业献计出力”。在我省的离退休老同志当

中，还有一大批像崔根乱同志这样有专长、优势的“银色人才”，他们在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由满头青丝变为如染银发，他们“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积极发挥“余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交出了一份圆满

的答卷，也为广大老同志们作出了榜样。

《晚霞杂咏》还体现了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信手拈来，笔下生花，这与作者多年形成的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的学风和

文风密不可分，不仅值得老年人学习，也是青年人学习的楷模。

自然界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晚霞杂咏》，是作者在步入人生秋

天时候的又一丰硕成果。掩卷沉思，从《晚霞杂咏》中，我们分享到了作

者所收获的幸福、快乐、健康、喜悦……这一章一节，一字一符，如同一

幅幅跃然纸上的画图，令人羡慕和神往：如作者年届古稀仍风尘仆仆骑自

行车去郊外与年轻人一起野炊，田间种菜采摘，佩戴红领巾与青少年在一

起欢度儿童节，等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紧跟时代潮流，坚持自学

电脑、上网写博客等。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赞美秋天

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

希望根乱同志和广大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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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参加正在全省开展

的“保持积极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的活动，发扬读书看

报、不断学习的好传统，全面了解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刻体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特优势，真诚赞美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

生活，以积极的心态，美好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社会发展，看待党

内风气，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并进而影响和带动整个老年群体乃至社会，

形成健康、向上、向善的社会心理。

愿根乱同志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引发“诗情”，与时俱进，书写出

更多、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诗篇和文章。也祝愿他

健康长寿！

张增良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

2014年10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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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崔根乱同志的新作《晚霞杂咏》即将面世，我有幸先睹为快。出乎意

料的是，这部诗集竟让我爱不释手，久读不倦。该书收集的是崔根乱同志

退休以后，从2007至2010年四年间精心创作的200多篇诗文，并篇篇附有

简明扼要的背景介绍，其猎材之广泛，形式之活泼，感情之淳朴，寓意之

深刻，联系现实之紧密，着实令人叹服。这本诗集妙在一个“杂”字。但

决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杂而有序，有一个明晰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和个人风格贯穿其中。除诗体选择灵活多样外，内容也非常丰

富，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有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爱恋；有对国家乃至

世界大事的关注，也有对亲情和友情的彰显；有对先烈和英模的崇仰，还

有对丑恶与时弊的挞伐。但是，无论是写山写水、写人写事，还是写情写

景，《晚霞杂咏》中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都是根乱同志耳闻目睹、有

感而发、提炼升华的结晶，绝无半点矫揉造作，字字句句闪烁着作者思想

的火花，篇篇章章张扬着作者的追求、向往和理想的风帆。根乱同志的这

部诗集，融政治性、知识性、文学性、纪实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让人品读

之后，既能增添知识，宽阔视野，又能深受启迪，明悉哲理，磨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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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能得到轻松愉悦的美感和享受，它恰似一壶陈年老酒，越品越香，

回味无穷。

常言说，诗可言志，文如其人。根乱同志的这部诗集充分印证了这

个道理。读一读根乱同志的这部《晚霞杂咏》，就如同看到了他这个活灵

活现的人。他的诗文把他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追求向往、兴趣爱好、

品位才华、幽默睿智、勤奋好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和根乱同志是相识多

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衡水日报》当编辑、

记者，在地委宣传部任职时，根乱同志在安平县委报道组、宣传部工作，

我们就是一条战线的同行、好友。八十年代我任地区文化局长时，他任安

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们之间多有工作上的配合与感情上的接触。

九十年代初，我任衡水地委秘书长期间，根乱同志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

主任，一个锅里抡马勺，一起工作五年多，相互之间配合默契。到了本世

纪初，我们都到了工作旅途的最后一站，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一起，我和

根乱同志分别到市政协担任了主席、副主席。退休以后，我们仍然没有分

开，同一天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报到，并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

我常和根乱同志说，这辈子，咱们俩算是摽在一起了。

根乱同志是个有理想、有道德、有信念、勤奋刻苦和事业心很强的

人。他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人生观、价值观、

理想信念打造得非常坚定、扎实，这是他能够做到几十年兢兢业业为党工

作而丝毫没有懈怠过的最根本的基石。他先后在安平县委、衡水地委办公

室、武强县委、衡水市委统战部工作，最后在市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休。

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能把党的事

业、国家的利益、民众的福祉放在首位，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光明磊

落，正气凛然。退休后，他仍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用自己力所能及

的方式，为党、为社会尽力做些有益的工作。历经几年写成的这部诗集，



7

序

就是他退休不褪色、身休志不休、老有所为、放飞理想、收获快乐的生动

体现。

根乱同志还是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在任职期

间虽有多种爱好，但因重任在肩，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担负的工

作。退休之后，他才具有了展现才华、放飞个人爱好的条件。他开始学习

写诗，爱好摄影，坚持游泳，打太极拳，打台球、乒乓球，外出旅游，养

鸟，养花，上老年大学，学吹口琴、葫芦丝，上网写博客，剪报搞收藏，

为报刊撰写稿件……偶尔戏剧票友群里也有他的身影。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什么也爱“瞎掺和”。他还自己种菜，种的蔬菜不下几十种，住在一

起的左邻右舍，都吃过他种的菜。正如他诗中所说的，“夕阳晚照风光

美，可比朝霞红满天”。这些丰富多彩的生动画面，在他的《晚霞杂咏》

中多有体现。

根乱同志又是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人。退休后心态摆得特别正，

很快就实现了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的过渡。正如他自己退休四

年感言中所说的：“退休即为老百姓，放下架子丢掉‘官’。多往群众当

中跑，多向百姓群里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又深知一个

道理：人固有一老，老年并不等于就是人生的尽头，而对于信念坚定、心

情愉悦、精神豁达的人来讲，应将老年视为“第二个青春期”。他主张

“活到老学到老”。退休后担任了市政协联谊会副会长、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担任了市老年摄影协会名誉会长等众多社会职务。

除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外，还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学写诗、练

摄影、写博客、玩电脑，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一部字典已被翻破，不被

“老”字所困扰，不在“难”字面前却步，尽可能多地接触一些新知识、

新领域，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提高和丰富自己表达理

念、抑恶扬善、倡导文明、警示人生、愉悦身心的知识和能力，努力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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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步伐。他从未进过大学门，退休后的当年即成了老年大学的一名

“大学生”。先后上过三个班，一个太极拳班，一个吹葫芦丝班，现在上

的是文学欣赏与创作班。他是班中年龄最大、退休前职务最高的一个，始

终以一名普通学员的身份出现。他自己曾写诗一首：“七旬老朽鹤颜发，

诗词歌赋众人夸。引得儿孙寻奥妙，老年大学是我家。”由此不难看出，

根乱同志退休后的生活，安排得多么丰富多彩，井井有条，积极向上。据

我所知，这本十几万字的《杂咏》，是根乱同志先用圆珠笔写在笔记本子

上，再用毛笔一笔一画抄写到宣纸上，诗的部分抄成大楷，背景部分抄成

小楷，目的是同时练了书法，一年订作一本，最后自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

个字“敲”出来的。退休几年来，他在报刊发表摄影作品170多件，并且每

件都配有一首诗，还正式出版了一部诗影集《蝶恋花》。由此不难看出，

他既注重了“健康第一”，安度晚年，又做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发

挥余热，这二者结合得很好。这种精神和做法，很值得我们退休老同志学

习借鉴。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衷心地希望根乱同志今后有

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祝愿根乱同志今后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

深切地盼望所有退休老同志能够像根乱同志一样，晚霞红似火，缤纷又灿

烂！

田结实

（衡水市政协原主席）

写于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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