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家乌峰收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来信

““书书法法诠诠释释了了亚亚洲洲人人的的聪聪明明才才智智””

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通讯员 朱
璐) “伙计们加把劲，争取赶在中午前
把最后4根线全部放完，别耽误老百姓中
午用电”。近日，在邹城市香城镇田王村
农网升级建设改造现场，电力施工架线
的队伍正紧张有序地忙碌活，杆上杆下
一派热火朝天地工作场景。

“田王村上次改造时间早了，如今线
路老化、电压低，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百
姓的用电需求，一到用电负荷高峰的时
候，家里的电器根本带不起来，很多家庭
买了电器也用不上，真是闹心”，问起田
王村的用电情况，负责这个村的农电工
冯宜民打开了话匣子。

“不过这下好了，等村里改造完，电
压质量高了，换了新的大容量的变压器，
还更换了所有的线路、表箱，以后再也不
用为电的事发愁了”，老远地，田王村村
支书面带笑容地附和着。

为彻底解决田王村用电难题，2015
年，邹城市供电公司将该村纳入农网升
级建设改造计划。

电网改造完了

电暖气能用了

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记
者 汪泷 ) 17日，对于济宁
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乌峰而
言，是一个充满意外和惊喜的
日子。这一天，他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一封全英文的信件，拆
开后他惊讶的发现，这是一封
来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
生的信。

“非常荣幸能在我近期去
山东的旅行中与您会面，我非
常喜欢在曲阜的文化活动，并
感谢您为我创作的大师级的
且意义深远的书法作品。”在
信的开头，潘基文如此写到。

之所以会出现这封信，缘
于9月3日潘基文到北京参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式后，他在曲阜参加的一次文
化交流活动。

9月4日，在曲阜举办了一
场集杂技、舞蹈、音乐、戏曲等
于一体的专场演出。其中乌峰
作为一名书法家在现场表演
了一场集古曲、书法相结合的
节目。“接到演出通知后，我准
备了许多词句，但最终选定了
代表和合精神的‘礼之用和为

贵’6个字。”随着古琴演奏的
结束，乌峰将这幅作品现场赠
予潘基文。

收到赠字的潘基文很激
动。他对乌峰说：“我很喜欢中
国书法，同样也喜欢写，但水
平不高。我希望能通过努力，
达到你这样的水平。”乌峰告
诉记者，随后，他又将一件个
人作品——— 线装小楷《论语》
送给了潘基文。

事情过去之后，乌峰忙于
教学和书法研究工作。没想到
的是，两个月后，他突然收到
了这封来信。信中不仅提到了
曲阜之行实现了他一生以来
的愿望，更评价说“书法内容
诠释了亚洲人的聪明才智，这
是亚洲人道义和哲学之本。”

“我已被山东省政府和人
民的热情和好客深深的感动。”
潘基文在信的结尾处写到。

对于收到潘基文的来信，
乌峰认为，这体现了潘基文个
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向
往。更重要的是，潘基文在信中
将中国书法比作亚洲人的聪明
才智，这也体现了中国书法在
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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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荒山绿化、退耕还果，这事办得好

风风景景美美了了，，人人的的腰腰包包也也鼓鼓了了

济宁市古楷(jie)园小区有一
棵2400岁的黄连木，高13米的黄
连木依然魁梧，近2米粗的胸径显
示着历史的厚重感，整棵古树需
三个成年人才能抱得过来。这样
一棵古树，80%的枝干已经枯死，
只有东侧的枝干上还点缀着片片
绿叶。

为拯救这棵古树，任城区城
市管理局对这棵古树进行保护复
壮，申请2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这棵高龄黄连木的复壮。复壮工
作历时近一个月，工作人员对树
表虫洞进行封堵，树体进行防腐
处理和病虫害防治。同时，制作三
处仿枯木支架，提升支撑和围栏
的景观效果。此外，还改善了活枝
一侧的土壤通气条件和营养水
平，增加有机质，并拆除树下车
棚。

据介绍，黄连木又叫楷( j ie )

木，为漆树科黄连木属植物。济宁
任城区现有100年以上的古树名
木59株。这棵黄连木是目前济宁
城区树龄最大的古树，也是我国
为数不多的高龄黄连木之一。传
说这里原是为纪念孔子弟子任不
齐而建的任子祠遗址，这株黄连
木当时就栽在祠堂前面，素有“先
有楷子树，后有济宁城”之说。经
多次历史变革，原祠堂已无踪迹，
只留下此树，小区也因此得名“古
楷园小区”。

本报记者 公素云 通讯员
仇锦秀

2400岁的黄连木

枯树又逢“春”

站在葛炉山山顶俯瞰，岩
石被黄绿色林木环绕，蓝凌的
塘坝、缎带般的山间道路，萦
绕在丛丛绿境中。22日的邹城
市大束镇葛炉山绿满山坡，让
人很难想象，之前的这里曾是
一片荒芜、草木难生的荒山。

为改善葛炉山流域生态环
境，当地林业部门实施355亩山
体绿化，在山上栽植黑松、五角
枫等绿化苗木，在山下栽植蟠
桃、苹果、板栗、大枣等优质林
木，实施退耕还林6600亩。

“我们家的桃树、杏树基
本成活了，从去年开始已见效
益了。” 葛炉山村的李阿姨
提起退耕还林的成效，神情有
些激动，栽植林果的收益是原

来种地瓜花生收入的3、4倍。
邹城市有大小山头368

个，山区面积占到全市总面积
的74%。邹城市林业局负责人
说，邹城群山环绕、风光优美，
但多年来山区群众没有靠山、
靠林富起来，多数群众以种植
花生、地瓜等传统农作物为
主，荒山较多、土地贫瘠。2011
年起，邹城市在全市9个山区
镇启动退耕还林生态富民工
程，连续四4年实施荒山绿化、
退耕还林还果，朱山、九龙山、
云山营等一批重点山头披上
了绿装。4年高标准绿化荒山5
万余亩，建设经济林基地65
个、10 . 5万亩，栽植各类优质
果树和绿化苗木1000余万株。

“带动山区农民增收致
富，最大的潜力在山，最大的
希望在林，只有把山的潜力
和林的优势充分挖掘发挥出
来，才能拓宽山区群众的致
富空间。”这名负责人说，过
去虽然有村民栽植过果树，
由于管理经验不足、技术不
够，造成果品质量不高，收益
较低。

退耕还林、生态富民工
程从建设精品果园入手，邹
城市与省果树研究所签订科
技合作协议，由果树研究所
各树种专家通过培养精品示
范园、举办各类培训班、驻扎
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为村
民提供技术服务，帮助村民

科学栽植、管护果园。
在每个退耕还林流域，

打造精品示范园3—5处，通
过示范带动实现果品优质、
高产、高效。4年来，已经培育
出省级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
1个、十佳观光果园1个，济宁
市星级示范园23个、果树标
准化样板园2个……

济宁市林业局局长程福
华说，在济宁市创建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的总规划中，邹
城、曲阜、泗水、和嘉祥属于
山区丘陵林业特色区域，重
点突出荒山绿化和退耕还
果、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发展
等，经过多年创建，全市山区
森林覆盖率达到51 . 2%。

相关链接

退耕还林，村民收入增三倍 增收致富，潜力全在山、林

11月的邹城山区，从
苍翠秀美的十八盘、古藤
蟠根的五宝庵山到奇峰
叠嶂的峄山，处处松柏葱
郁、林荫相拥。曾经岩石
裸露的葛炉山、洪山等荒
山，也披上了黄绿色错落
有致的林木，云雾环绕的
山间灵秀静谧。自2011年
起，邹城市在全市9个山
区镇启动退耕还林生态
富民工程，连续4年的荒
山绿化、退耕还林还果，
让绿萦满山坡。

本报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张晓东

▲9月4日，乌峰向潘基文
赠字。

邹城十八盘秋景

潘基文秘书长致乌峰
教授信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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