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鲁婧）随着大
风降雨降温的“倒春寒”来袭，我市气温骤
然降至零摄氏度左右，泉城济南仿佛一夜
间重回寒冬。记者今天采访了解到，为保
障群众用热需求，济南能源集团做好延长
供热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一张网”优势，
借助智慧手段保障百姓室温“不打折”。

根据《济南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
例》，市区采暖期起止时间为当年11月
15日至次年3月15日。3月14日，济
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消息，为保

障低温天气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群
众用热需求，根据市政府安排，济南中心
城区2021-2022年采暖季停暖时间延
长至3月23日零时，延长供热期间不再
向居民热用户另行收取采暖费。

17日，冷风呼啸，济南市民已经穿回
了冬季的羽绒服、棉服，以抵御“倒春
寒”。在济南能源集团ERP智慧供热调
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科学有序进行着
热负荷调度。据介绍，为应对本次“倒春
寒”，济南能源集团ERP“智慧大脑”集合

气象数据，气煤联动、协同保供，科学调度
所属热源单位调整热负荷。目前，济南能
源集团新启动了21台锅炉，共投入热源
30处、锅炉69台、新能源145处，使一次
网平均供水温度比寒潮到来之前提高了
近15℃，确保用户家中温暖如春。

“本来15日就停暖了，但现在家里
暖气还挺热乎，这样的措施很人性化、很
暖人心。”家住舜玉小区的杨乐说，气温
突变，老人和孩子最容易感冒，济南根据
气温变化“看天供暖”，既保障了居民身

体健康，又不增加群众负担。
事实上，这是我市连续第五年在采

暖季结束前延长供暖时间。济南能源集
团所属热力集团客服管理部总经理苏巍
表示，此次延长供暖时间，将惠及济南市
城区171.6万户用户。为延长供热，济
南能源集团客服人员已经做好充分准
备，391个供暖管家团队、979名供暖管
家一如既往奔走在社区，为用户解决供
暖疑难问题，96969热线24小时为用户
守护“问暖”。

济南能源集团依托智慧能源“一张网”做好延长供热工作

气温“一夜回冬”供热“不打折扣”

本报3月17日讯 春光春色融春意，虎岁虎年扬虎威。3月
8日至18日，有着“神州虎王”之称的画虎名家刘化雨，在济南报
业大厦举办个人迎春作品展。此次展览既是对壬寅虎年盛世中
国的献礼，也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延续的艺术盛宴。

刘化雨与虎结缘近五十年，他笔下的虎，得虎威、有虎
势。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刘化雨为到场嘉宾和观众解读其创
作手法、色彩运用，让大家了解一幅幅憨态可掬的虎画作背后
的文化内涵。刘化雨介绍，中国虎文化流传甚广、民族基因浓，
将虎文化艺术植根在画作的创作中，一方面是直抒心中的爱虎
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想要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发展虎文化。

今年的两幅虎文化新作之一《虎图腾》将虎元素的演化表
意，木版年画虎威风凛凛、石雕虎尽显威风，虎头帽、虎头枕、
布老虎等工艺品惟妙惟肖，罗汉伏虎等虎传说源远流长。

《福虎字》从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再到篆体、隶书、草书、楷
书……百余种虎字写法各体俱佳、构思新颖，精妙的用笔让书法
各时期的“美”经得起久看、细看。同时，虎画与历代“虎”字巧妙
结合，画中三只虎起、立、吼的动态表情，气势浑厚、威风凛凛。

刘化雨强调，从工笔画到写意画，中国画是“写”出来
的。虎家庭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慈母情深》《父爱如山》《护
佑图》《教子图》，无不展示着动物间的情谊、情愫以及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虎是通灵性的生命，一定要融入人的情感
来观照虎、有血有肉地表现虎，才能将虎的美跃然纸上。

（张然 侯彤烨 王浩）

刘化雨个人迎春作品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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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位老人乘公交车下车后因雨天路面湿滑不慎摔倒
在地，驾驶员帮扶老人，引来市民纷纷点赞。

3月12日下午一点半，济南公交集团南部公司四队
K94路驾驶员张连强驾车行驶至卧龙花园站点时，发现一
位老人走下公交车后，因地面湿滑不慎摔倒，仰面躺在地
上。张连强见状立即下车查看老人的情况，并和一位市民
将老人慢慢地扶起来。

看到老人无大碍后，张连强询问老人去哪里，得知老人
要去九曲路南头，打算从此站换乘。张连强便对老人说，继
续乘他的车可以到九曲，在那里换乘车辆更方便。得到老
人同意后，张连强打开后车门踏板，以肩膀为扶手，帮助老
人回到车上。张连强将老人扶到座椅上，让老人坐好，到了
九曲站点后，张连强再次将其扶下车，看到老人安全换乘
后，继续营运任务。

“作为公交驾驶员，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在
他人需要时帮一
把，这是普通人都
会做的，公交驾驶
员更应该做好。”张
连强说道。（本报记
者 李 萌 萌 通 讯
员 张梦西）

照顾老年乘客不嫌烦
这位驾驶员值得点赞

本报3月 17日讯（记者 冯瑜）今
天，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期寒潮来
袭，气温下降较快。在全市相关部门积
极应对下，全市煤气电总体上运行平稳
有序，供应较为充足。

电煤储备方面，各发电供热企业日
进煤量较之前有所减少，但各企业现有
煤炭库存足够维持至供暖季结束。3月
16日，全市4家统调电厂电煤库存共约
62.53万吨，平均可用天数约19天；7
家地方公用电厂中，除琦泉热电可用天
数在13天外，其余6家可用天数均在
15天以上。

天然气供应方面，国内LNG价格仍
高位运行，但较前期略有下降，全市天然
气供需保持相对平衡。3月16日，全市
用气504万立方米，同比增加50万立
方米，同比增加11%。

电力供应方面，全市发电企业出力
正常，电网运行稳定。3月16日，全网
最 高 负 荷 5876MW，同 比 降 低
0.85%；最低负荷3844MW，同比增长
1.88%；电网电量12173万千瓦时，同
比降低0.35%；地区电量10595万千
瓦时，同比降低5.19%。

我市煤电天然气

运行平稳储备充足

《中国农民城》
作者：朱晓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城建史上有两
大奇迹，一是广东深圳，
二是浙江龙港。本书讲
述了龙港由小渔村发展
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
真实历史，为人民奋斗留
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
一群浙江温州龙港的农
民，凭借智慧和勤奋，在短短四十年，不但实现了农民
进城的梦想，而且创造了农民造城的奇迹。龙港在城
市发展、城市治理、谋求共同富裕等方面，给中国的城
市化道路提供了样本和经验。

《《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国古代外交导论》》
作者：朱小略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书专注于中国古代
外交的理论建构，在大量
翔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
论述了外交研究独特的学
科传统，深入分析了作为
一门学科的中国古代外交
研究的起源、学派、代表观
点及学科史的发展。稿件
行文的叙述逻辑严谨，资料旁征博引，使读者在了解中国
古代外交的同时能获得另外的感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
中比较难得的力作。

本书内容既有关注蒙
古高原历史与现实中人的
生存状况，也有经年实践
以人的方式舞蹈的深刻体
验与揭示，还有描绘心力
感知的塞北草原印象。作
者如一个冷静观察者、悉
心体验者和深入掘进而又
节制克守的记录者，在其
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不轻易放弃追究事物的每一种重要
根结和细节。

《时间的颜色》
作者：冯秋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里，我读完了赫赫扬扬的古典诗词集《性情
诀》。我喜欢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的“赫赫扬扬，日出东方”，这是一个基于
自然的、繁复盛大又简单至极的生命意象。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它的璀璨壮
丽，而看不到的却是生命于暗夜中挣扎隐忍、痛苦积蓄，在熬过了漫长的耗
损磨砺之后，才如朝阳般喷薄而出的心路历程。《性情诀》恰恰向我展现了
蕴藏在茫茫人海之中的平凡温良而又不屈不挠的心灵图景。

赫赫扬扬无疑是一个对生活始终怀有
绵绵深情的人。他认为，“人生的情怀是永
恒的话题，第二个更永恒的话题是爱情”。
因而，他对人世间美好爱情的礼赞以及对
爱而不得的慨叹，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性情诀》中有大量篇幅抒写了人
间相思，抒写了注定的遇见与注定的错
过，例如他26岁时写的“仙鸟有意搭鹊
桥，灵鱼无因扣蟾宫。惟将满腹相思苦，
化作杨花染长空”。他的诗饱含理想与现
实的冲突，饱含有情却被无情恼的挣扎，
有一种既被上苍垂怜又被现实碾压的痛
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赫赫
扬扬一直在用旧体诗来承载现代人身不
由己、五味杂陈的人生，这种质感上的强
烈差异带来鲜明的冲突之美，这样的新旧
杂糅、古今交会，越发能凸显出深邃的意境
和真挚的感情。

生活的不公，让赫赫扬扬少年深知愁
滋味。他说过：“我这一生到底都没有解决
掉的难题，是少年愁。”他在15岁时写下了
“纸上生山河，笔下出日月”，在懵懵懂懂的

青春期写下了“熟读三国惜霸业，阅尽红楼
见虚妄，初识劳燕哭梁祝，又梦惊鸿思陆
唐”。他的愁滋味来得浓烈而深刻，足以影
响他的一生。常言道，人生不如意者十之
八九。正像赫赫扬扬所说，我们都“需要一
个载体来倾述，或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抚
慰”。而他在用诗歌为自己解忧的同时，也
在为所有生活不易又怀揣善良的失意者解
忧。他用古典意象映照当代灵魂，用诗词
的纯真唯美来打造失意者的心灵栖息地。
他希望，“无论在路的起点、途中还是终点，
我们的心灵都将在诗中得到终极关怀”。
他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对心灵的微妙撞击，
以温润诚恳有情有义的赤子之心，表明他
对生命和情感的独到理解。这其中有喜不

自胜，有怅然若失，当然也有辗转反侧的挣
扎。他在古与今、虚与实、足下与远方之
间，努力倾听着世界的声音，给自己，也给
别人带去安慰。

赫赫扬扬有一颗深刻而单纯的悲悯之
心，他的作品里浸透着对历史和人生的哲
学思考，也浸透着丝丝缕缕的浪漫与克制、
沧桑与天真。他不断地被命运所困，又不
断地与命运和解，为生命的美好而讴歌。
这个和解的过程就是释放、自省和重生的
过程，也是与读者之间心有灵犀、双向奔赴
的过程。扎实的社会责任感和诚挚的现实
关怀，从字里行间透光而来，诗词意象也更
加和煦通透。例如他写风景：“稚女溪畔放
纸鸢，斜阳里、丝纶钓竿。夏至鸣蛙，秋去

寒蝉，芳心正悠然”；又如他写种子：“不顾
贫瘠与肥沃，哪管高山或丘陵。只待夜半
惊雷起，遍地一片破土声”。诗词风格的流
变与他的人生况味基本同步，越来越呈现
出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的明丽和开阔。

在希望尚不明朗时热切而坚定地拥抱
希望，在真情有可能被辜负时依然对生活交
付真情，在高密度的愁苦如雨夹雪般扑面而
来时依然相信：我们能在幽幽暗暗进退维谷
中找到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应该具备的美德，也是诗人的创作生命得以
不断延续和焕然新生的精神力量。

人间何处不相思人间何处不相思
——读赫赫扬扬的读赫赫扬扬的《《性情诀性情诀》》

□□朱向泓朱向泓

当今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工具的更新
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减少了
外物的束缚、牵制、羁绊。但古今中外，物
噬主、钱吃人、心为物役的事例不胜枚举，
被名缰利锁捆绑、被欲望蒙着眼睛、被权力

牵着鼻子、被孔方兄推磨沉沦的人何其
多？心为物役，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山
东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庄子智慧》教给
我们：物物而不与物！人要主导、驾驭、使
用“物”，而不是被“物”所“物”、所“累”、所
“役”。如果“物于物”，“物”反而成了负担、
累赘，人也就成了“物”的“奴”。心为物役，
是一件可悲的事。既能很好地“物物”，享
受“物”带来的便利、乐趣，又能“不物于
物”，摆脱对物的过度依赖，追求心灵的自
由，才能不为“物役”，超然“物外”。

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学习知识的过程，
而最终目的是为了成就自在、通达无碍的人
生，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任何一种手段和方
法都是为这一目的来服务的，我们应在乎这
个真谛而不应拘泥于手法，不妨领略庄子的
“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之智。

《庄子智慧》是当代国学研究名家姚淦
铭教授讲读庄子的新著，一是对《庄子》中

智慧的解读，二是在此基础上再对《庄子》
全文的系统解读。从解读《庄子》内七篇入
手，让大家去阅读、浏览、欣赏这本经典，知
道《庄子》内七篇到底讲了些什么。

《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逍遥游》自述人生观，就是逍遥游。人

之所苦，就在于功、名、己，所以提出“圣人无
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而“无己”又是全篇
的纲领，能“无己”就逍遥自得了。此为庄子
一生的大本领，故为全书之首；《齐物论》提出
泯灭是非、玄同彼我为立论的前驱，此为庄子
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为其哲学的主要部分；
《养生主》，“主”就是真宰，不是形骸，所以养
生主就是养真君。至于养的原则是“以无厚
入有间”，才能“游刃有余”，实质上就是游于
虚。此才能处世而又不为物所伤；《人间世》
是讨论处世哲学，和《养生主》恰好相为表里，
一谈出世之道，一谈处世之道，要出世必于涉
世，应接事物，触景生变而不受系累，那才算

是真正的逍遥；《德充符》是道德论，所谓道
德，也就是充满道德不在于形体。人世间的
万端祸患，是由于形骸，如果忘掉形骸，那就
没有祸患了；《大宗师》是论道和得道的纲领，
得道的人，翛然而去，忽然而来，顺应天命，毫
无牵挂安排，这才是可写可师的人，因此称为
大宗师；《应帝王》说明治世本应无为，无为则
可以游于虚而不可测，有为则凿破混沌反有
大害，唯有无为之为，才是万物化生的枢纽。

关于《庄子》的智慧解读，本书又分别
从其庄子的精蕴与价值，庄子的文学、语
言、修辞、寓言智慧，庄子的哲学与思辨智
慧，庄子美学之智与艺术之慧，庄子的人间
世事智慧、人生境界智慧、生命智慧等条分
缕析地展开解读。由古代的《庄子》直接讲
到现代智慧的转换，这是希望古为今用、执
古御今，让现代人能用上《庄子》的智慧，为
现代人的人生、事业的成功进行针对性地
现代解读。 （本报记者 赵晓林）

《庄子智慧》：从《庄子》到现代智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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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早晨，随着寒潮来袭，经十路两
侧，虽然美人梅已经绽放，但行人依旧是冬天
的装扮。 （新黄河记者 黄中明 摄）寒潮来袭 春日如“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