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华西社区报刊发了
一篇题为《书法奇秀“染指书”指尖舞
墨生禅意》的文章，文中擅长“指书”
的“奇人”名为杨君伟。用手指创作
书法作品与用毛笔创作有很大的不
同，最大的困难在于手指蘸墨量有
限，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
度将墨汁准确地书写到宣纸上，因
此，“指书”多以行书或草书为书写体。

杨君伟的“染指书”学了三年，
他师承大师刘伯骏，颇有造诣，但他
仍在不断练习与钻研。

那次接受记者采访后，他就与
华西社区报深深结缘。如今，杨君
伟担任成都市金牛区文联副主席、
区作协主席，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
员、省草书研究学会研究员，并荣获

“2020-2021 年度十大天府文化风
尚人物”。

得知今年是《华西社区报》创刊
十年，杨君伟特意“指书”祝贺：十年
风雨兼程，十年青春如歌——祝贺
华西社区报创刊十周年。

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慧媛

社区报走过十年 读者“指书”祝贺

杨君伟“指书”祝贺 华西社区报创刊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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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福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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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我与《华西社区报》结缘，

是在2017年7月12日。那一
天，我创作的文章《母亲入党》
登上了《华西社区报》“家园”
版，我很高兴，第一时间打电
话给母亲，把根据她的真实经
历写下的文字变成了铅字的
喜讯告诉了她。不久，在拿到
这张社区报后，我又第一时间
呈现给母亲，戴上老花镜的母
亲读得很细致，脸上不时洋溢
出很久没有过的骄傲和喜悦
的神情。

其实，早在这之前，我关
注《华西社区报》已经有很长
一阵子了，从她2013年诞生，
定性为“社区报”的那一天开
始，就感觉她很亲民。《华西社
区报》从创办开始，一直致力
于与社区融合，举办的各种亲
民活动广受欢迎，比如之前组
织开展的全家游三峡、亲子攀
岩趣味赛、慈善迎新跑、社区
好书记评选等活动，让大家既
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融
洽了报社与社区、社区与居民
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

《华西社区报》还站在时
代的前列，引导和推动社区建
设的现代化进程。今年5月，

《华西社区报》与成都市多个

部门联合举办成都社区商业
与服务创新发展大会，为建设
全龄全时多元社区商业与服
务的发展献言建策，共同探讨
社区商业与社区便民服务有
机融合的创新之路。《华西社
区报》正逐步成为引领社区创
新发展的重要帮手和广大社
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娘家参谋。

直到今天，我一直视《华
西社区报》为自己精神伴侣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报持
之以恒地为广大读者办好办
实了一个“家园”副刊版。因
为这个阵地的存在，报纸吸引
了全省乃至全国广大作者的
关注，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
爱。我也时常从中受益，比如
今年1月13日“家园版”刊登
的《朴素的团年饭》一文，从一
顿饭写到“吃饭有仪式，对粮
食才有敬畏之心”，从而引伸
出“窥谷忘返、望峰息心，豁达
的一种人生态度”，意境深邃，
让人受益匪浅。

转眼，《华西社区报》已创
刊十年了，衷心祝愿这张报纸
勇立潮头，保持创新而富于担
当的风骨，继续助力社区文明
与进步，成为广大社区居民心
中真正的精神家园。

心中的“家园”
□读者 杨力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
的散文、诗歌作品零星地在

《华西社区报》发表，虽然数量
不多，但是依然可以从中窥见
自己在文学之路上的成长。
从当初在报刊亭购买，到如今
在网上阅读，我一直是《华西
都市报》的忠实读者。

《华西社区报》创刊十年
来，我和报社的副刊编辑、记
者建立起美好的情谊。尤其
是近年来我从事社区文化宣
传、文化艺术类景区活动传
播，促使我与华西社区报社的
联络更为紧密。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
香。十年来，我从读者、作者

到民营文化企业的宣传工作
者，在角色不断转变与融合的
过程中，《华西社区报》亦师亦
友伴随着我一路凯旋一路
歌。十年砥砺前行，十年创新
蝶变。在纸质媒体遭受网络
冲击之下的《华西社区报》依
然笃定前行，这份情怀与担当
让我感佩不已。《华西社区报》
创刊十年了，我衷心希望这份
报纸能够长久地办下去，更期
待着报社记者们走进社区、走
进群众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
有影响力的新闻。当然，作为
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也期待着
自己的文学作品能不断在“家
园”副刊面世。

十年同行 亦师亦友
□读者 李兵

读华西社区报 助老院换新貌
□读者 李渝生

时间真快，不经意间，华西社区
报创刊十年了！在过去十年里，作
为一名忠实读者，有许多往事记忆
犹新：跟随社区报体验攀枝花康养，
参加兴隆湖畔健步行活动、成都全
国老博会、大邑县安仁古镇摄影采
风……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在社区
报帮助下，参与老旧院落提升改造
所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收获。

我居住的院落始建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2022 年下半年实施政府改
造项目。咋个做好这件惠民实事，
这是当时面临的新题难题，居民们
心里没底。

我从近年来社区报多次报道成
都多地老旧院在改造过程中取得的
成功经验以及好的做法中，认真进
行了收集梳理，并选择性地去采访
报道中提到的改造得好的典型院落
实地考察学习，汲取智慧，再结合本院
实际情况向院委会提出了改造建议。

改造前，住户们长期担心的最

大安全隐患是“三管一线”（燃气管
道、供水管道、排污管道以及车棚充
电线）。改造更新后，院坝绿化、智
慧安防、休闲凉亭等一一呈现在大
家眼前，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油然而生。不少媒体、社区代表
纷纷来本院学习交流，我还作为住
户代表现场介绍有关情况。

得益于华西社区报关注社区老
旧院落改造的系列深度报道，让我
们从中受到启发借鉴，改造才得以顺
利实施，没留遗憾，达到了较好的居
住环境提升效果。从这件事，我切身
感受到华西社区报真的是读者的良
师益友、工作生活的好帮手贴心人。

华西社区报创刊十年，我读华
西社区报十年，受益匪浅。

华西社区报，十年坚持与努力，
十年创新与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走
到今天，已成为深耕成都社区的一
支媒体劲旅。我衷心祝愿“你”，明
天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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