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陈醇报道：近日，嘉鱼农商
行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会议强调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联社、市行党委决策部
署，紧密结合嘉鱼实际，迅速掀起全县农商行党
史学习教育的高潮。

会上，党委委员、行长焦永革带领大家认真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的讲话精神和省联社、市行党委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部署大会精神；党委委员、副行长余星
对《关于在全县农商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
施方案》从总体要求、学习内容、工作安排、组织
领导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党委书记、董事长余炼对全县农商行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动员部署并讲授了“知史
爱史”专题党课。余炼指出，要统一思想，充分
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体党员
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全县农商行奋进
新征程的动力源泉，作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的“必修课”，作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
重要途径。要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
习教育各项任务。全面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点和任务，凸显嘉鱼特色，进一步发挥文庙
山烈士陵园、簰洲湾98抗洪纪念馆等本地红色
资源的教育引领功能。要立足实际，切实增强
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党史学习
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的重要
指示精神相结合，同深化嘉鱼农商行“三大银
行”建设相结合，同切实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相结合，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扎扎实实转化
成全县农商行党员干部鼓足干劲、提气提神、攻
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会议最后，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红色电影
《建国大业》。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嘉鱼农商行党委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记、
党员代表共50余人参加了动员大会。

嘉鱼农商行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通山农商行

发放涉农贷款3.9亿元助力春耕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通山

农商行坚守服务“三农”初心，以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为蓝图，稳扎农村、紧靠农
民、抢抓机遇、不误农时，引金融活水到
田间地头。截止2月末，该行各项贷款
余额42.52亿元，较年初净1.01亿元，增
幅2.38%。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1.46亿
元，比年初净1.53亿元，增幅5.11%；当
年累放3.89亿元。

通过“整村授信”为抓手，开展送微
贷下乡活动，向全辖187个行政村均派
驻“金融村官”，大力支持家庭农场、种养
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满足农区市
场融资需求。通过主推纯信用方式的线
上农e贷、商e贷，线上单户贷款额度高

达30万元，且可操作性强，客户足不出
户即可通过手机银行提款及还款，农户
可根据各自的经营周期选择提款期限，
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极大地节约了借款
成本。截止2月末，发放线下亲情贷约
800万元，发放线上农e贷、商e贷1355
笔约6800万元。

加强与省农业担保公司业务合
作。通过邀请省农担业务员来行授课
的方式，加大培训力度，发放省农担担
保贷款约3100万元。紧跟乡村振兴项
目，积极对接县政府及县发改委，及时
获取通山县 2021 年乡村振兴项目清
单，要求相关支行积极对接。今年以
来，通山农商行发放乡村振兴项目贷款
约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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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银簪
图/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银簪的造型虽然简单，但值得细
品。”2日，记者探访市博物馆看到，玻璃
展柜的银簪文物，做工精湛，令不少游客
啧啧称赞。

“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曲
尘。”古代的头饰有很多种，有插花、插
梳、插簪、步摇、戴冠等。记者想起曾经

读过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古代女子的
发式也是种类繁多，有乌蛮髻、飞天宝髻
等。这些种类繁多的发髻加上绚丽的头
饰，一幅古代女子对镜梳妆的画面不由
浮现在眼前。

簪是古代男女均用的一种别住发髻
的条状物，可以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制
成。而钗则主要是旧时妇女用来插戴在
发髻上的一种首饰，由两股簪子合成。
因此，簪、钗在古代都是既有固发作用，
又有装饰作用的。簪、钗是中国古人开
始束发以来即开始使用一直延续2000多
年的固发用具。

簪的作用是什么呢？古代男女发式
多以挽髻为主，发髻挽成之后，就要用发
簪将其固定住。在上古时代，发簪被称

为“笄”。在男子盛行带冠之时，发笄还
起固冠作用，即将冠体和发髻相连并固
定。用于固冠的发笄通常横插在发髻之
中，所以又称为“衡笄”。

每一时期的簪、钗形式不同，代表了
不同时期的工艺水准和审美理想及审美
风格的变异。唐代妇女的发髻就格外复
杂多样，堪称中国古代妇女发型之最。
其束发用具种类也极其繁多，特别是金
银簪、钗更为华丽。

除实用功能之外，还有装饰作用。
簪、钗的质地有金、银、玉或铜，上面镂刻
花鸟纹，挂垂饰，精美的嵌以宝石。这些
银簪、银钗使唐代妇女别致的发髻更加
多姿多彩。

簪在古代也代表着尊严，通常皇帝

奖赏大臣和皇后选择的礼物就是簪，男
用玉器，女用金银。若大臣犯案则会强
迫其“退簪”，但这种习俗直到清朝换了
法式后被完全废止，如今汉服兴盛，又有
许多少女带起了发簪。

或许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欣赏
眼光逐渐改变。但对美的不懈追求是永
不会改变的。就像这件市博物馆在展出
的银簪一样，那些流行一时的服饰、饰品
虽然已淡出历史，但它们留下的美好意
境犹存。

咸宁文物

老骥伏枥志千里
——湖北省优秀文艺志愿者刘启善的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孙艳 龙腾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咸宁高新区有个横沟桥，是“中

华诗词之乡”和“中国楹联文化镇”。

“这个荣誉沉甸甸，老刘是功不

可没！”横沟桥人为啥这么说？不妨

跟着记者一起去探个明白。

横沟文化站工作人员回忆，《横
沟新曲》创办初期，经费有限，活动
开展有困难。刘启善顾不上自己身
体劳累，积极奔走，筹措资金，编写
刊物。“炎炎夏日，我看到刘老写稿
时，还带着蒲扇和解暑药，很受感
动。”

刘启善作为一个志愿者的身
份，进入文化文艺的阵营，在横沟桥
镇文化站、诗联书画分会、农民诗社
任常务副会长。会员起初只有10
多人，条件差，无场所。镇党委、政
府大力支持，帮助大家建队伍、定制

度、找场所、请老师，这样逐步发展，
和其他成员下去走访，做宣传动员
工作。几年功夫，文艺组织发展到
三百多人，会员现在遍及全镇十三
个村和两个社区。

刘启善的生活非常忙碌，他既
是咸安区诗书画研究会横沟分会的
常务副会长，又是《横沟新曲》的主
编。

“基层文艺工作者很辛苦的，
都是无偿活动。刘校长不为名
利，真是很难得！”说起刘启善，周
边人纷纷竖起了大拇指。横沟中

学，横沟中心小学及文化活动中
心，都留下了刘启善义务授课的足
迹。除此之外，他还自贴费用，购
买剪刀、画笔、剪纸等教学工具，不
遗余力地为基层文艺事业发展贡
献余热。

莫道夕阳晚，暮年志更坚。如
今，年逾七旬的刘启善，仍然用执着
和追求，继续谱写他那无怨无悔的
人生。用泉水般沁人心脾的奉献精
神，无怨无悔地演绎着为民办实事
的精彩篇章，传播着“不忘初心、永
无止境”的正能量。

3 退而不休的“拓荒牛”

“你找谁？”“老乡好，我找你们的刘校长。”4月2
日，细雨蒙蒙，记者来到高新区横沟桥镇文化站。不
用说全名，单说一句刘校长，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热心文艺事业的刘启善老人家。

横沟桥镇文化站古色古香，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显得格外清静。拐角二楼上来，是一间宽敞明亮的
大房间，这里是当地众多文艺爱好者的交流学习场
所。平常，刘启善会在这里专心致志写书法、画画，
或者整理当地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合集，这是他退休
后的生活常态。

“以前是我给学生奖励‘小红花’，没想到自己一
把年纪，也能得个‘小红花’。”面对记者，刘启善笑
盈盈，一派朴实和善。

刘启善1949年出生于武汉，1964年中学毕业，
他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洪湖农村，后经参加考试考
入荆州师范学院，23岁毕业后成了一位人民教师，
当了三十一年中学校长，一直任教初中毕业班课
程，由于喜欢文艺，在闲暇之余，他索性连学生的音
乐、画画课外辅导也包揽了。

在三尺讲台上，刘启善用不懈的奋斗书写了壮
丽的人生，用务实的汗水换来了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他被湖北省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2009年还没退休，已经有很多外省的
私立学校有意高薪聘请他。

“老校长，你可不能走呀，镇政府需要你们懂文
化艺术的人！”这时，时任横沟桥镇党委书记的刘琼
知道后，亲自跑到学校去劝说。

“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得家乡的山水亲。”
刘启善深知，作为一个老党员，组织培养他，横沟这
块土地养育他，经过多方面选择后，刘启善下决心
走上了没有报酬的文化艺术志愿者之路，一干就干
到了现在。

2006年，咸安区诗书画研究会
横沟分会成立，刘启善出任常务副
会长。2009年5月退休后，他更是
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诗书
画研究上。几年来，诗书画研究会
横沟分会先后策划举办了三届农民
诗歌大赛，发展诗词书画爱好者
300余人，引起省市级部门领导和
媒体的关注。

2011年，刘启善迷上了画虾。
提起画虾，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大师
齐白石，他画的虾形神兼备，栩栩如

生，独树一帜。刘启善研习画虾的
历程，离不开齐白石大师的影响。

起先，刘启善画的多半是“病
虾”——因未掌握用墨的技巧，他笔
下的虾子有些部位“鼓包”，或者不
成形，缺乏灵性和感染力。在困难
面前，刘启善没有怯步。他一遍又
一遍地欣赏齐白石的作品，试图找
出其中精妙，一边观察活虾，对照学
习。由于痴迷画虾，他一度到了废
寝忘食的地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年的

刻苦研习，2017年，刘启善的作品
《九龙送吉祥》参加第九届中国重阳
书画展评选，喜获银奖。

由于常年劳累，作息不规律，刘
启善落下了严重的胃病。精力有
限，家务事难免无暇顾及，也招来了
老伴的埋怨，但刘启善不以为意。
他总说，作为一名退休老教师，我觉
得我还可以发挥所长，为横沟桥镇
的文化建设出一点力。“我始终相
信，参与文化事业的人多了，社会定
能多一些正能量。”刘启善说。

1 结缘文艺的“老校长”
2 痴迷书画的“文化户”

3月31日，随着优美的音乐声响起，咸安区老年大学青
龙社区教学点体育舞蹈班的50余名老年学员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翩翩起舞。 据悉，区老年大学持续深化社区教学点
辐射作用，下一步将把教学服务延伸至横沟桥等城郊乡
镇。 通讯员 石芳 杨优 摄

嘉鱼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通讯员胡昌平报道：4月3日上午，老红军张

文炎的后人，分别从北京、武汉等地赶回嘉鱼县新街镇幸福
河余码头村五组红军墓前祭拜。倡议全家人要带头学党
史，做红色家风的传播人，红色基因的继承人。

张文炎是嘉鱼县新街镇余码头村五组人，1931年 4
月，参加红军天汉游击队，1932年4月加入红三军。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排长等职，多次参加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1946年中原突围战斗打响后，天汉独立团警卫
排负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在白湖口阻击战中，
他所在的一个排牺牲得只剩下4人，编入主力部队后继续
突围，在汈汊湖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后，逃荒到嘉鱼新街成家
落籍。解放初期，张文炎担任嘉鱼县新街镇农会主席。

2009年开始，中国新四军网、中红网、《湖北文史》、华
中《地方革命史研究》、《江汉文艺》等书刊，陆续刊登张文炎
的革命事迹。

位于嘉鱼县新街镇幸福河余码头村五组的该红军墓，
是继2015年清明，汉川鄂豫皖（白鱼寨）革命烈士陵园竣工
落成后，反映红军历史功勋的又一红色教育基地。

崇阳

文艺服务下基层
本报讯 通讯员汪晶报道：3月28日，2021崇阳“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暨首届牡丹花开乡村文化
旅游节在石城镇西庄村举行。

崇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艺术志愿服务队为此次活
动提供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中，县音协文艺志愿者为观众
送上文艺节目——独唱《牡丹之歌》，与牡丹园春色遥相呼
应，唱出牡丹之韵，为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崇阳县以节庆活动为
抓手，采取“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形式，组织编排了一批传
递党的声音、歌颂伟大祖国、反映时代新风的优秀文艺节
目，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为农村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内
涵，彰显出文化振兴乡村的强大精神动力。

咸安

“你读书我买单”
本报讯 通讯员钟合报道：为丰富广大市民文化生活，

全面推进全民阅读，日前，咸安区新华书店与咸安区图书馆
联合举办“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本次活动以读者现场到新华书店选书、图书馆买单的
形式开展。选书范围包含了文艺小说、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医药养生、生活服务、工程技术等普通图书。吸引了大
批读者办理借阅卡。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加进了读者与书店、图书馆之间
的亲密关系，能够更好的交流，更好的掌握读者的需求。此
次活动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认可，很多新读者感到
新鲜，纷纷加入到我们的书友群中。他们表示，这个活动不
仅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也方便了孩子的学习，更是掀起了全
民阅读的热潮。

本次活动服务读者近百余人次，扩大了新华书店与图
书馆社会影响，为提升市民文化素质、建设书香咸宁作出了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