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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立国———

不不讲讲究究吃吃穿穿，，就就爱爱买买点点书书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记者 汪
泷 ) 有两件事，张立国觉得最有
意义。一件是上月刚获评首届全国

“书香之家”(济宁仅有两人获奖)，
另一件是2002年建立了国内高校
中唯一的报告文学研究所。

“我这人不讲究吃、不讲究穿，
两个爱好一是抽支烟、一是爱买
书。”张立国说。

在他的家里，十几个书橱里摆

满了各类书籍。因为实在太多，很
多书架上里外摆了两层。

爱看书，和张立国的家庭熏陶。
父亲、母亲、叔叔、婶婶都是教师，在
他的记忆中，儿时大冷的天，只要有
太阳，叔叔就搬个小凳子，边晒暖边
看书。妈妈在旧煤炉前做饭时，也借
着微弱的火光看上几眼书。

“考上初中时，还没去报到，就
先在学校图书馆里借出周立波的

《暴风骤雨》。”张立国说，当时个子
很小，他抱着一大本精装书在家属
院里走过，引得不少人侧目，“说实
话，当时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虚荣
心，也可以说是促使我多看书的一

个原因。”
上世纪60年代，学校的很多图

书不外借。张立国悄悄地拿着父亲
的借书证去借书。初中三年，他把
校图书馆里所有的国内现当代小
说全看完了。

在担任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文
法系主任期间，张立国于2002年建
立了国内高校中唯一的报告文学
研究所。

“过去我们讲‘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这句话放到当代，也适
用于各行各业。”张立国说，如果想
要成为行业里的状元，就始终离不
开读书学习。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
(记者 杨艳) 本报有机
樱桃采摘第二季活动启动
后，市民报名踊跃，目前已
经有30组家庭报名。

“从报纸上看到采摘
有机樱桃的消息，跟几个
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跟
你们一块去。”年近70的李
阿姨说，她又邀请了两位
老朋友，跟随自己一起感
受田园采摘的乐趣。

本次活动还吸引不少
周边市民前来报名。兖州
的刘女士也报名参加了这
次的活动，“我们一家三口
都去，带孩子去认识一下
樱桃树，让他们多接触下
大自然。”刘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邹城天

元有机基地拥有百亩的有
机樱桃园，全部是用有机
方式种植，使用的是生物
肥和生物农药，安全无残
留，采完直接入口也不会
出现问题。而且樱桃不仅
口感好，营养丰富，还色泽
艳丽，晶莹饱满。

本报组织的有机樱
桃采摘第二季活动，于17

日 (本周六 )上午发车前
往天元有机樱桃基地。带
上您的家人，一起深入田
园，共同感受采摘的乐趣
吧。

同时，为让更多市民
品尝到新鲜的有机樱桃，
可以拨打电话订购。采
摘 、报 名 电 话 ：0 5 3 7 -
2350110。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
(记者 张林 通讯员
刘峰 ) 济宁高新区王因
街道一村民，和父亲赌
气，将自己反锁在哥哥家
中纵火，并将打开阀门的
煤气罐推进火堆。王因派
出所民警王长伟破门而
入 ，救 出 男 子 ，再 次 入
室，拖出火队中的煤气
罐。

11日12时30分左右，
王因街道晏家村村民于
果 (化名 )和父亲发生激
烈争吵，于果认为父亲偏
爱哥哥，“嫌弃”自己，借
着酒劲，在家中抄起一把
菜刀，跑到斜对过的哥哥
家 中 ，将 大 门 反 锁 。随
后，进入房间破坏室内设
施。

于果将哥哥配房内的
被褥衣物等物品堆积到一
起点燃，烟雾从配房的窗
子冒出，于果的妻子感到
事情不妙，赶紧拨打了110

报警。
正在值班的王因派出

所民警王长伟，带领两名

协勤队员王峰、程胜超赶
往现场。

王长伟看到，配房浓
烟滚滚，火势越来越大。正
房房门已经被桌椅等家具
堵着，于果正站在厅前，右
手拿着一把菜刀，脚边放
着一个从配房拉来的煤气
罐。

“怎么劝也不行。”王
长伟说。

“煤气声‘哧哧’的，听
得很清楚。”王长伟说，僵
持没多久，于果突然将脚
下杂物引燃，并将拧开的
煤气罐推入火中。

“快来帮忙。”面对
这一突发情况，王长伟和
两名协勤合力破门而入，
将于果控制住，接着和两
个同事一起，将于果抬
出。

救出人后，王长伟迅
速折回火场，最后用铁钩
将喷着火舌的煤气罐拖到
空地处，用沾了水的衣物
将煤气罐扑灭。

目前，于果因涉嫌放
火，已被刑事拘留。

男子赌气反锁房门纵火

民警先救人后拖煤气罐

本报有机樱桃采摘

已有30组家庭报名

本报济宁5月13日讯(记者 范
少伟 通讯员 文满意) 62岁的
岳明是武术高手，曾获得全国武术
比赛一等奖。他不仅自己练习武
术，还免费教社区居民。

一顶鸭舌帽、一身绿色体闲
装，岳明穿着“很潮”，脸色红润，走
路矫健。

岳明从6岁开始习武，得过“全
国武术比赛男子E组其它器械一等
奖”、“海峡两崖中华传统武术男子
F组单器械一等奖”等荣誉。

12日下午2点左右，济阳街道

京杭社区15号楼，记者见到岳明。
双枪、关公大刀、鹿角双刀、月牙

铲……岳明家的客厅里挂着40多
件武术器械。“这些器械都是自己
做的，每天练习4套，练武时特别高
兴，浑身轻松。”谈起习武，岳明特
来精神。

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岳明
都没有放弃习武。每天早晨练习两
个小时是雷打不动的规律。岳明把
客厅改成简易的“练武场”，每当刮
风下雨时，岳明就在家里练。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岳明开始参与全

国大小武术比赛，获得的证书有半
米高。

“平时练武就是为了锻炼身
体。”岳明笑着说，从鲁抗集团退
休后，教别人练武已经成为另一
份“工作”。只要天气允许，早晨6

点左右，岳明就会在济安桥花园
教一群人打拳。“主要是太极拳，
学员多时达到30人，有七八十岁
的老人，也有五六岁的小孩，都
是免费教的。”岳明告诉记者，他
希望尽些微薄之力把武术传承下
去。

京京杭杭社社区区有有个个武武术术高高手手
岳明：免费教人练武是一种快乐

张立国在书房中看书。本报记者 汪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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