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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僧”式搞创作
醉心文学笔耕不辍

“我跟魏留勤是发小，一直
在一块读书，我们都十分热爱
文学、喜欢创作。”魏留勤的玩
伴郭启军介绍，上世纪80年代，
大量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来到
读者面前。“那时的我们，买文
学杂志，去阅览室读了大量的
乡村题材作品，心里想着别人
能写，我也能写，就这样开始进
行写作。”郭启军回忆，在当时
周遭的热爱文学的青年中，魏
留勤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却是
坚持得最久的。“后来很多人都
因为生活等原因，放弃了写作，
只有魏留勤坚持了下来。”

刘昭生是魏留勤的另一位
发小，在他的印象里，读书时魏
留勤严重偏科。“作文成绩从中
学到高中都特别好，但数理化成
绩并不理想，最后没能考上大
学。魏留勤对于创作的热情却从
没停歇，下了学之后，魏留勤仍
然坚持写作，很多作品写好后，
他往往都第一个发给我进行阅
读。”

刘昭生是魏留勤文学之路
的见证者。他说，魏留勤的创作
是“苦行僧”式的，这些年来，他
种田、在窑厂做苦力、干建筑队，
无论白天再累，都一直坚持写
作。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10年的创作生涯，
魏留勤犹如在黑暗中摸索，一些
作品满怀期待地投到杂志社，却
一次次的期望落空，得不到发
表，直到1997年才终于发表了第

一篇作品。
10月中旬，见到魏留勤时，

他正在邻村的工厂打工，朴素的
服装、厚实的身体，弓腰忙碌在
操作间。一握手，结实的右手传
来力量感，层层老茧诉说着过往
的劳作经历，让人很难将眼前人
与作家联系起来。

以文学慰藉内心
满怀热情书写家乡

热爱是一切的理由和答案。
魏留勤下学以后，种过地、干过
窑厂、开过出租车、干过村干部，
换了十几份职业，工作一直在
变，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写作的热
情，这么些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写
作。

魏留勤把写作看作是从苦
闷、繁重生活里解脱的渠道。寂
静的夜里，一个人、一支笔、一个
记录本，还有燃起的一盏灯，照
亮了他疲累、压抑的日常。在这
一方小小天地，魏留勤忘记工
作，忘记生活，只有自己和心里
的故事。随着笔尖沙沙作响，缕
缕文字化作春风，渐渐抚平了心
底的褶皱。

旁人看来，魏留勤的早期创
作经历沉重、压抑，但他不这么
觉得。“对文学我并没过高的要
求，我只是把它当成如同打牌、
拉琴一样的爱好，也从没设定过
目标，要一定写成什么样子、写
到什么水平。我只是写，不停地
写，只求对得起自己。”魏留勤
说，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他
把写作当作日常摆脱平庸的缺
口。正因这份定力和耐心，魏留

勤40年如一日踏实地、静下来坐
在书桌前，进行创作。

慢工出细活，是魏留勤的信
条。曾经为了写《大边前纪》，魏
留 勤 从 构 思 到 完 稿 出 版 ，从
2 0 1 2年至2 0 2 2年用了整整10
年。这10年里，他查史料、翻杂
志、访老人，一点点拼凑起关于
微山湖的“恩怨情仇”。他说，自
己不太相信灵感的刹那闪现，更
看重日常的点滴积累。“灵感可
遇不可求，不能一味追求灵感。
相较于灵感闪烁，每天多一点积
累却骗不了人。写作是需要天赋
的，但更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坚
持，只有老老实实写作、老老实
实干活，才有可能写出优秀的作
品。”

魏留勤是这么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他从中短篇写起，一点
点丰满起自己的能力与作品，如
今已有《大边前纪》《柳梢青》《微
山湖畔》等多部长篇小说，且故
事都与他生长的微山湖畔息息
相关。“我对生我养我的这片土
地有很深的感情，见证了改革开
放以后我们周边村落的变迁，我
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些记录
下来，讴歌赞美家乡。”魏留勤
说。

随着作品不断发表，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认识、阅读这位农民
作家。魏留勤也成了微山县作协
主席，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新书发布引轰动
朴实语言贴近现实

“秋日的阳光温馨恬静，秋
风和煦轻柔，蓝天白云飘摇悠

扬。田野里待收的稻子黄了，就
像金色的海洋，金灿灿黄成一
片……”近日，魏留勤的新书《微
山湖畔》举行新书发布会，再度
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魏老师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书
中着重描写的几位女性角色或
坚韧或善良或淳朴或泼辣，每
一个角色都贴近现实，富有特
点又栩栩如生。包括人物的语
言、动作设计也都十分成功。”
微山县作协副主席、秘书长马
晓璇介绍，魏留勤担任微山县
作协主席以来，影响、激励了一
批人。“魏老师常常鼓励我们多
写，多创作，遇到难题向他请教
时，他总会毫无保留地进行指
导。如今我们县已有21位作家
加入省作协，40多名作家加入
市作协。”

“长篇小说《微山湖畔》以微
山县东洼村、西洼村、南平村为
背景，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村庄里的奋斗和爱情故事。人
物塑造丰满、有血有肉，极吸引
人。从创作上讲，魏留勤的语言
朴实，很多地方使用了白描手
法，真实质朴而富有诗意。”济宁
市作协副主席秦臻表示，魏留勤
是微山县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新书发布会后的晚上，魏留
勤又像往常一样打开灯、拿起
笔，一点点书写起来。第二日，
他早早起床，骑车赶往邻村的
工厂，淹没在奔赴劳作的人群
中。稍微不同的是，他口袋里揣
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笔，以
防干活时有了想法，赶紧记录
下来。

传统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的重廉耻、谨法
度等思想，是今天党员、干部锤炼高尚品
格、涵养廉洁操守的重要精神滋养。

从政需要知廉耻。中国传统文化历
来重视“耻”，对于从政者来说，最大的
耻莫过于不廉。欧阳修说：“廉耻，立人
之大节。”清朝名幕汪祖辉在其家训《双
节堂庸训》中提出“事之失其本心，品不
齿于士类，皆从寡廉鲜耻而起。顾廉耻
乃忌惮，有忌惮乃能检束，能检束自为
君子而不为小人。”一个人变坏往往从
寡廉鲜耻开始。没有廉耻之心，就没有
敬畏意识，无法做到节制欲望、公私分
明。建设廉洁文化要求党员干部时刻对
贪心贪念保持高度警惕，做到戒贪不妄
取，拒腐守廉洁。

从政需要守法度。“不以规矩，不成
方圆。”守规矩、明礼法历来是好家风的
基本要求。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提出：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
家众。”《郑氏规范》规定，出仕做官的子
孙，一旦被发现有不遵法纪的行为，就要
被除出家谱，死后排位也不能入祠堂。凡
此家训表达的都是对后人务需谨守法度
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子女
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
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
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家有家
规，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只有以家为始，
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党员干部才能
在工作中掌好权、用好权。

从政需要执公正。自古以来，从政
者都将公平公正看作至高之德。在《家

人箴》中，方孝孺讲“厚己薄人，固为自
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
我同视。”如果只是一味地偏爱厚待自
己而轻视苛责别人，这是很明显地自私
自利行为。以至公之道对人对物对事才
是天经地义。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
也告诫家人“人臣奉职惟以公正自守，
毁誉在所不计。”公平正直、公而忘私，
这是古代清官廉吏的美德，也是当代
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发扬的官德。作为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恪守“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理念，牢记自己的身份
是公仆，职责是公务，维护的是公利。工
作中，要以公心来凝聚人心、以公权来
维护公正，始终保持清正公允。(山东济
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孔子研究院
梁桂雪 刘文剑)

从传统家训中汲取廉洁文化智慧
逐步更新老旧实验室设备，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

达到365项。……邹城市疾控中心2021年纳入全省三

级疾控中心改革试点，开展有偿社会服务是重点改革

内容之一。中心充分利用政策，在完成上级项目和公

益性服务任务的前提下，利用现有资源与科研机构、

企业开展横向合作，提供委托性服务，有力提升了公

共卫生检验检测能力。

中心将食品与环境卫生监测工作作为重要发力

点，以技术指导为抓手，在“六进”活动开展中主动对

接邹城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兖矿能源集团驻邹企业、

当地特色食品加工单位，签订了实验室共享、社会化

服务委托监测等各种合作协议。实现了与多家企业横

向合作，协同发展。自2021年改革试点以来，利用检测

数据、专业知识为企业及时止损7次，获得了协议单位

一致好评，整体工作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通讯员 顾晓锟)

提升服务能力，助推邹城发展

陈丹 丁安顺
济宁报道

“满地都是六便
士，他却抬头看见了
月亮”。魏留勤是微山
县西平镇的普通农
民，却执着于写作。高
中毕业后，他步入社
会打工赚钱，但沉重
的生活并未消减他对
写作的热情，他白天
打工，夜里创作，一写
就是40年。他说，人可
以平凡，但不能平庸，
写作就是他摆脱日常
平庸的缺口。

乡土印记，成为魏留勤的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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