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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松鸣岩活动恢复以后的原生态花儿现场  （朱生虎 摄）

解缙所题“悬壶点漏”石刻

居士林、城隍庙、清虚观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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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在和政县工作时，曾经和方登科同志共事多年，彼

此相识，经过相交，到了相知，他的优秀品德、高超才干

和严谨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今，看了他付梓

的《逸情集》，我们对方登科同志的了解更加全面了，更

加深刻了。

    方登科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93

年退休后，退休不退色，乐于发挥余热，继续忙于县上的

史料整理和宗教事务工作。2005 年 5 月被评为全省老干部

先进个人。他这一辈子，一身正气，刚直不阿，谦虚谨慎，

平易近人，勤勤恳恳，不谋私利。因此，方登科同志在同

事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方登科同志是个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的人。在工作中，

一方面他对领导正确的指示，不折不扣的执行，对不准确

不完善的地方，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对下属，

工作上帮助指导，生活上关心照顾，和同志们打成一片，

关系十分融洽。

   方登科同志是个工作认真、作风细致的人。他不但能够

按时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能够出色地完成组织上临

时安排的工作任务，对工作精益求精，特别表现在对文字

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对他自己把关的稿件，总是通过深思

熟虑，反复斟酌，再三推敲，直到自认为准确无误后才上

交有关部门和领导。因此，他负责撰写的材料，既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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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指示精神，又结合基层的实际情况，多次得到了上级

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扬。

   方登科同志是个善于学习、追求上进的人。方登科同志

参加工作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经过党的培养，多次参加

省、州离职学习，加上他勤奋刻苦的努力，他的思想觉悟、

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大有提高，特别是文化水平的提高更

为显著。在他担任和政第一部新地方志《和政县志》编委

副主任、总编时工作认真，成绩突出，因此，1991 年 8 月

被评为全省修志先进个人。退休后又被县政府聘为第二部

《和政县志》编辑部顾问。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坚持写作，

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用诗歌和散文讴歌了祖国的名山大

川和革命圣地，尤其更多的歌颂了山清水秀的和政风光，

赞美了勤劳纯朴的和政人民，记述了极其珍贵的和政文物，

抒发了他对故乡和政的深厚感情。

   方登科同志是个重视资料、躬行考证的人。他对重要问

题肯钻研，重调查，最终要弄清真相，得出结果，绝不半

途而废，浅尝辄止。他出版的《逸情集》一书就是一个有

力的见证。这本书涉及了和政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和风

土人情。这本书是他搜集考证的精华，是他聪明智慧的结晶，

是他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后才绽开的一朵灿烂之花。

   广大读者，这本《逸情集》很值得一读。它能够使你，

对和政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有一个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201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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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 1993 年退休，已近二十年了。近二十年中，按个

人的兴趣和手头资料，加上一些调查和生活中的感受，学

写了一些白话诗文，整理编写了数篇与和政风光、历史有

关的文字材料。在同志们的鼓励下，编印成小册子，奉送

亲朋好友、一起工作的同志，目的有三：一是能够使年老

者充实生活，有利于老年文化的发展，以拙文引发更多、

更好的文章和诗歌发展地方文化，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二是所编写的材料中涉及和政历史的我都认真地查阅资料，

细心核对的，可以供需要的同志参考。三是供亲朋好友和

共事过的同志在茶余饭后消遣之用，也算是一种交流和纪

念。

   由于社会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我只在新中国成立前读过

五年小学。1952 年参加工作后，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先后

在省委党校学习四次，在临夏地区干校、州党校多次培训，

使我在思想、理论、政策水平上有了提高，并且使文化素

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各种学习的机会使我养成了喜欢读

书的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文化知识上的空白和

不足，使我逐步适应工作的需要，能够在宣传和政、探讨

和政历史等方面做一点工作。这一切都是党培养的结果。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有幸结识了临洮农校白廷弼教授，

从 90 年代开始直到 2008 年，得以拜读和学习白老先生寄

的诗文给我。我写的赞扬和政风光的诗文也寄给先生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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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匪浅，我以“先生辛劳我受益”一诗答谢。2001 年先

生曾动员我参加省诗词学会，之后王维昌先生给我写了推

荐信（以上二位都是省诗词学会会员），但我始终认为自

己只是一个小学生，实在难登省诗词学会那样的大雅之堂。

2002 年我写信给白教授告知此事，并表明自己的观点，白

老先生已是长卧病榻，不能行动，随即在当年九月写了《兴

和政诗文》诗寄来。虽然我始终未加入诗词学会，但白老

先生对我学写白话诗文给予了很大鼓舞和帮助。2004 年县

文联成立，并创办了《宁河艺苑》，“和政诗风”开始兴起，

它将会在颂扬和宣传和政县上起到更大作用。

   和政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特殊的地

理位置造就了此地美丽风光，可供旅游的景点不少。古动

物化石的大量出土，使和政在省内外闻名遐迩。成为甘肃

的旅游大县，和政县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条件的限制，

在自然风光中尚缺乏人文景观，对和政的旅游资源极需大

力宣传和推介。

   我非常热爱和政这方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并为其奋

斗了大半生的热土。这本《逸情集》也可算是我对家乡的

宣传、颂扬和永远的怀念。它的出版，全当一种尝试，也

算作一个老兵的点滴奉献吧。            

                                 方登科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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