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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于福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但她还有一个看似与农民相距甚
远的身份———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初中
没毕业的于福芝从2012年开始接触诗
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近七年来，她写
作发表数百首诗歌，屡屡获奖还参与创
办诗社。而对诗词的热爱，也改变了她
的生活，帮她走出人生的阴霾，谱写了
别样的夕阳红。

写诗7年
诗词带她走出痛苦

10月10日上午，半岛记者来到即墨
区蓝村镇王演庄北村于福芝的家中。“诗
歌给了我生活的乐趣，给了我积极向上的
力量。”于福芝说，她真正接触诗词是在
2012年。当时于福芝在青岛市区给儿子看
孩子，在闲暇之余，她就翻看在大学任教
的儿媳妇的书籍，偶然翻到了一本宋词，
这让她感觉“眼前一亮”。“后来，儿媳妇又
向我推荐了唐诗。以前没接触过，就跟小
孩一样，没吃到糖也不知道糖的甜滋味。
接触诗词后，我觉着很好，读诗词就像与
古人对话，感觉可以跟着古人笑，跟着古
人哭。我尤其喜欢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
还有杨万里的田园诗。”于福芝说。
在采访过程中，于福芝还向记者透

露之所以喜欢诗词的一个“秘密”。“我
们家有四个堂弟兄，在2009年一次车祸
中去世，其中最小的才45岁。事发后，我
困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迟迟走不出
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月饼盒
上看到苏轼的一首词：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时我心
中一下子明朗了，哎呀，近一千年前的
古人都知道的道理，我还在这里一个劲
地纠结，诗词帮我走出失亲的痛苦，让
我更加珍惜热爱生活。”于福芝说。

曾是女强人
第一首诗写给自己

说起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歌，于福芝
记忆犹新。据于福芝介绍，她的第一首
诗写于2013年。“脸上无粉鬓无花，肩挑
手推人人夸。当年大脚无人娶，岂知脚
大会当家。这首诗的题目是大脚当家，
写的就是我自己。当时写这首诗算是自
吹自擂，为啥我这么骄傲？我这一辈子
活得坦坦荡荡，我干农活也好，做家务
也好，做小生意也好。当时写这首诗没

费周折，就是有感而发。”于福芝告诉记
者，改革开放后，她是村里第一批万元
户。于福芝背着家里的饥荒，1985年凭
借自己的努力，给家里盖起四间房，
1987年又买了别人的四间房。
“我上学也不多，初中没毕业。2013
年上半年，村里有个老师姓毛，他去了
即墨的老年大学学诗歌，他看了我的作
品后认为挺好。毛老师把我的诗拿到当
地的一个老兵诗社，恰好被中华诗词学
会的领导看到。一个农村老妈妈会写
诗，他们觉着很新奇，而这也给了我继
续创作的动力。”
2013年，于福芝看完孩子后从青岛

回家，并报名上老年大学，学了一个学
期后，因家事和身体原因没能继续学下
去。“我不去诗词班上学了，但经常微信
向老师求教，自己在家按照词谱填词。
有时候上来情绪就写一写。”于福芝说。

家人支持
2000余首作品中得第一

即使生活中的小事，在于福芝心中
也能变成一首美妙的诗歌。于福芝的创

作，全部源自自己的农村生活和体悟，其
中歌颂田园生活和和谐农村的作品不少。
接触诗歌七年来，于福芝创作发表的诗歌
有数百首。2018年，于福芝创作的一首《鹧
鸪天·瓜王大脚丫》，在即墨举办的一个诗
歌比赛中，从2000余首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第一名。2019年9月份，在山东诗
词学会组织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
词征文中，于福芝的作品获得了二等奖。
“省里的比赛有1800件诗词作品，我觉着
自己的诗不一定那么好，可能大家觉着接
地气吧。”于福芝谦虚地说。
创作诗歌让于福芝成了村里的“名

人”，也让她和邻居们的关系更融洽。
“俺家老头子很支持，没有他的支持，我
也写不了。家务事他自己包了。”于福芝
告诉记者，孩子们也很支持她，认为老
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件好事。“老太
太爱好诗词，我觉着非常好，这也是老
百姓，特别是农民的新风尚。近几年她
取得了一定成绩，一家人都很高兴。”于
福芝的老伴毛瑞英说。

创办诗社
盼更多人爱上诗词创作

据了解，2015年的时候，在王演
庄南村村支部书记孙克言的发起下，
于福芝等人参与创办红叶诗社。“我们
村原来的名字是红叶村，所以诗社的
名字叫红叶诗社。很多社员都七八十
岁了，有些人太专业的诗词可能写不
了，但是可以写一写古风和顺口溜
等。”于福芝说。
记者在位于王演庄南村的社区办

公楼内看到，社区免费为他们提供了两
间创作室和一间办公室，创作室内展示
着社员们的作品，诗社里还配备着办公
座椅、电脑、打印机等。据了解，红叶诗
社的成员中不仅有退休老教师、退休老
干部，还有农民、上班的职工等。在诗社
的作品长廊中，展示了于福芝的多篇诗
词作品。“诗社丰富了村里的文化生活，
以前村里老人都是在村头晒太阳，现在
大家一起交流创作，文化氛围浓厚。”红
叶诗社副社长毛庆文说。
在采访的最后，于福芝告诉记者，

她于 2018年冬天成为中华诗词学会
的会员，“我自己攒着劲，想再作几首
好的诗词。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热爱
诗词创作，享受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

□半岛记者 王洪智 报道
本报10月13日讯 10月12日，青

岛西海岸新区的王先生拨打半岛热线
96663反映，他在香江学府小区发现蹊
跷事：原本在春天开花的杏树，竟然在
冷秋开放。“开花的杏树共有三棵，而且
花还不少，就是这一两天开放的。头一
次见这种事，小区里的居民也都感到很
新奇。”王先生说。
对此，半岛记者咨询了岛城动植物

专家于涛。“杏树原本是春花夏果，从照

片及视频上看，在乍冷还热的深秋季节
居民楼间的三棵杏树竟然开出了一树
洁白的杏花。掉光了杏叶的枝杈间朵朵
白杏花开得还挺旺盛。”于涛说，成年杏
树偶有春花秋开奇观，属于木本果树的
反季开花现象。
据于涛介绍，杏树的正常花期一般

在3月到4月上旬，果实成熟期在5月
中旬到6月之间，果实采收较早。今年7
至8月气温相对较高，又比较干旱，有
利于杏树花芽分化，为二次开花提供了

前提条件。进入10月中旬以来又有两
场不小的降雨，致使气温相对较低，日
平均温度在15℃到20℃左右。此时有
利于已分化成熟的花芽开花，形成了杏
树的二次开花现象。
“这三棵二次开花的杏树花后并不
能结果，同时因为二次开花消耗了树体
养分，会导致第二年杏树开花或结果的
数量都会减少。”

（请王先生到本报领取线索费80元）

稀奇！杏树掉光叶，枝上竟开花
专家：属于木本果树的反季开花现象，花后并不能结果

开花的杏树。（市民供图）

云弄巧，水流霞，诗词达人出农家
74岁农家老太于福芝7年创作发表数百首诗词，2018年获诗歌比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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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福芝和老伴看到院里的石榴丰收，也想作诗一首。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