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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本报记者专访季羡林之子季承

““对对父父亲亲的的认认识识有有了了新新的的深深度度””
临清举办系列活动

追思季羡林先生

清平镇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简述

“十二五”规划建议
中对“加强社会管理能
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
机制”进行详细阐述。近
年来，清平镇在创新社
会管理上做出积极有益
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
效。

用好经济“杠杆”，
发展林下间作、品牌农
业和农家乐餐饮为主体
的休闲农业，形成了绿
色生态农业新模式；做
大旅游“蛋糕”，撑起平

安“大伞”，扬正气生和
谐；做实民生“文章”，办
实事真惠民。

2014年，清平向社
会公开承诺了 2 0 1 4年
实施的民生工程，包括
迎旭千户社区建设、弱
电入地、辅路铺装、垃
圾污水处理等。通过这
些民生项目建设，真正
实现发展成果由群众
共享。

(王山伟 张庆猛
王禄)

本报聊城7月10日
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时永强 赵紫云 ) 7
月11日是季羡林先生逝
世五周年纪念日，10日
上午，临清举行纪念季
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追
思会，亲人及社会各界
纷纷前往纪念。

为表达家乡人民对
季羡林先生的深切怀念
之情，弘扬先生的崇高
精神和高尚品格，临清
市特举办季羡林先生逝
世五周年系列追思活
动，六月中旬至七月底，
活动包括临清市纪念季
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座

谈会、“追忆大师风范”
书画展、“我心中的季羡
林”征文活动、季羡林先
生逝世五周年追思会、
知识竞赛活动和大型宣
传报道活动等六项重大
活动。

10日下午，临清市
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五
周年座谈会举行，季承、
钱文忠、卞毓方等十几
人先后发言，表示就季
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和
崇高品格将通过多交
流、多讨论、多合作，共
同努力，进一步深化季
羡林精神的研究，继承
季羡林先生的遗志。

9日晚，记者见到了来临清参加父亲追思活动的季羡林之子季承。聊起父亲季羡林，他
说：“五年时间很快过去了，作为我们家人，对父亲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度。”他希望大家一起
努力发扬季老的精神。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时永强 赵紫云

父亲对家乡的感情

胜过对外面的世界

“父亲生在临清，一生100年，在
临清6年，在外面生活了94年，尽管这
样，他对家乡的感情十分深厚，对家
乡的感情胜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他
生前对家乡的怀念十分强烈。五年
时间很快过去了，作为我们家人，对
父亲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度，总的来
说，我父亲就是非常朴实朴素的大
学者、大学问家，他虽然在学术上
有很深造诣，但他朴素本质始终不
变，源自于家乡六年生活的经历。
这点感谢故乡对父亲这种品质的
影响。”

“在以前，父亲刚去世之后，我
曾经写过一本书引起很大反响。对
父亲有些褒贬，对父亲有些评论，
很多人有点不理解。过了五年，总
起来看没有大的变化，这些不会冲
淡父亲的长处和优点，不会影响他
的声誉。并没有恶意否定父亲，只是
讲讲全面、真实的季羡林，没有虚假
的东西。”五年过去了，季承对父亲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发扬他的精神，勤奋、刻苦、不慕虚
名、平易近人、踏实做学问、做人。

今年拿出三万元作为

季羡林学院的奖学金

前段时间，季承前往聊城大学

季羡林学院，他非常感谢和赞成成
立季羡林学院，他说，这种做法突
破常规培养年轻学生，设想非常
好，给予优秀大学生重点培养。

“今年拿出三万元作为季羡
林学院学生的奖学金，有条件的
话，将一直捐赠下去，鼓励他们好
好学习。”季承说。

聊城大学2013年设立了本科
拔尖人才培养特区，在国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家属的支持下，冠名
季羡林学院，当代书法界泰斗欧
阳中石先生、著名作家卞毓方先
生出任学院荣誉院长。秉承季羡
林先生等优秀学者的教育思想，
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
育教学模式。

季羡林日记

《留德十年》将出版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季承一直
在整理父亲的文化遗物，手稿、日记
等，帮助临清、西安、济南等地建立
季羡林先生展示馆，让人民更全面
地认识季羡林。“在整理遗作方面，
主要是日记，现在是《留德十年》，
十年的日记150万字，从父亲离开北
平，出国到回国，分六册出版，一个
很大的工程，已经快完成了，估计
七八月份就能出版。”为了传播季
羡林先生的文化，季承与很多出版
社合作，编辑出版季羡林著作，已
经出版很多。

纪念季羡林逝世五周年追思活动现场。前排居中为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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