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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高远，厚学养墨成大器

1972 年，李逸峰出生于隆
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一个
贫寒的农村家庭。没有辜负父
母的辛勤劳作和自己在煤油灯
下的苦读，1992 年他考上邵阳
师专，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受傅治同、王琪、匡裕群等老
师的影响，李逸峰如饥似渴饱
受国学滋养。也就是在那时
候，他开始研习令他投入而专
注的书法。

1995 年大学毕业后，李逸
峰在隆回十一中担任了三年语
文教师。1998 年到 2004 年，顺
应远方的召唤，他赴宁波任教
六年。2004年，李逸峰回到湖南
长沙，一边在湖南省广播电视
学校任教，一边攻读湖南师范
大学宗教学专业，获得硕士文
凭。2008年，李逸峰考上首都师
范大学书法博士，师从书法界
泰斗欧阳中石先生、叶培贵教
授，正式开启书法研究之路。

2012 年，李逸峰考入清华
大学攻读博士后。半年后，远在
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伸出
橄榄枝，邀请他担任书法文化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逸峰毅
然西行，白手起家创建了祖国
最西边的一个书法学科点。

2016 年，郑州大学成立书
法学院，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张海担任院长。2018年，李逸
峰应邀来到郑州大学任副院
长。这是全国13所有着独立书
法学院的高校当中唯一一所

“211工程”高校。在更高的社会

期望中，李逸峰带领团队致力
打造全国一流书法学科，为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书写新的
篇章。

李逸峰厚学笃实，诗、书、
印“三剑合璧”，各有千秋。他长
于对联创作，格律诗也颇有水
准，曾获过西泠印社“吴昌硕国
际大赛诗词创作奖”。书法作品
多次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
展，并在兰州大学、甘肃省美术
馆等地多次举办个展。他的印章
一如他的书法，尤其是佛像印禅
意十足，风格鲜明。他在高校引
领书法学科建设，发表书法论文
30 多篇，有力促推了书法人才
的培育和书法艺术的发扬光大。
他还主持、参与了敦煌汉简书写
研究和敦煌书法艺术研究两个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创造性地研
究古人用毛笔书写的每一个细
节对汉字字体演变产生的作用。
说李逸峰是集书法创作、书法教
育、书法研究于一体的书法家、
学问家，当是名副其实。

虚怀若谷，静水流深立功名

如驿马奔波，不断超越，李
逸峰的心却一直是专注而沉静
的。他的作品，追求形之干净、
空灵，神之恬淡、宁静，书写从
容、禅意显露，让人在审美意趣
中得到慰藉。他的为人厚重儒
雅，虚怀若谷，既积极入世，又
泊淡名利，是另一幅令人安静
的作品。

李逸峰说他有着鲜明的邵
阳人性格，有着邵阳人“敢闯敢
拼敢创新”的精神。“虽然出身

低微，但从来没有认输。”家在
海拔1300 多米的高寒山区，直
到他考上大学时还没有通电。
每天上学来回走10公里山路，
晚上用墨水瓶装煤油，剪一段
鞋带作灯芯，在微弱的灯光下
苦读。在邵阳师专读书时，看中
了一本字帖，价格是 4.8 元，因
为买不起，他就天天去书店看。
后来积攒了一两个月的零用
钱，终于买下了它。所经历过的
艰苦，都被他化作了不断前行
的动力。

当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
和赴西北师范大学开创书法学
科发生冲突时，李逸峰做出了自
己的选择。他深深感念一路走来
所沐浴的师恩，也非常愿意在经
济并不发达但传统文化群众基
础较好的西北之地传播书法艺
术的种子。特别是傅治同先生作
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甘于扎根
邵阳师专任教，曾感言“不是每
一棵树都适合肥沃的土壤”，对
他影响很深。他说，传统文化对
于民族性格的塑造、民族自信的
树立意义重大，现在中小学已经
开设书法课，而他也将在高校的
平台，把这项符合时代潮流，关
乎文化传承、文化安全、民族文
化认同的工作做好。

李逸峰一直关注着家乡的

文化建设。邵阳近年来书法艺
术的繁荣有着他的推波助力。
大型展览相邀，他从不推辞；书
法培训和教育，他尽可能提供
支持，及时传递书法前沿信息；
每次回到家乡，也总要抽出时
间与大家交流探讨，给予指导。

出于对家乡公益事业的热
爱，李逸峰加入了邵阳市资江潮
文化公益协会，并牵头援建了富
寨光彩小学。富寨村有着尊师重
教的传统，自他以后考出了140
多名大学生。因村小撤并，六七
岁的孩子最远的早晚要走8公
里山路到乡中心小学上学。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的李逸峰提出由
他主导，通过自己卖作品和发动
身边人捐资重建村小。他的义举
感动邵阳各界，市工商联发动各
商会组织和企业家予以支持，
2016年合力建成了耗资260余
万元的富寨光彩小学。他们还捐
资46万元成立了“富寨教育发
展基金会”，为富寨村留下了优
质的师资。

静水流更深。李逸峰平静
地厚学养墨，立己达人，虽远离
功利，然功名已立。

厚学长养墨厚学长养墨 静水流更深静水流更深
——记邵阳籍书法家李逸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
10 月 20 日，蔡锷故里文化博览
园迎来了一批“重量级”游客
——中国女子举重队的运动员
和教练员。参加完于 10 月 16 日
至19日在我市举行的“崀山杯”
2020 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暨
东京奥运会模拟赛后，中国女子
举重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当
天上午来到这里参观，学习蔡锷
将军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今年 9 月 30 日建成开放的
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坐落于
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包括蔡
锷故居、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
护国军神塔等，是集文物保护、
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与中
小学生研学为一体的自然人文
景观。

在讲解员的陪同下，中国女
子举重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
先后参观了护国军神塔、蔡锷

故居和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
伫立在护国军神塔前，队员们
思绪飘飞，仿佛穿越时空回到
了清末民初那个风云激荡的年
代。蔡锷故居是蔡锷将军童年
时代学习和居住过的地方，现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观
看故居内厢房、厨房保存和陈
列的石磨、水车等历史文物，队
员们无不为“护国元勋”蔡锷将
军出身贫寒却立志爱国救国的

浓浓热情所打动。蔡锷生平业
绩陈列馆分为流血救国、辛亥
革命、护国运动、万众景仰、崇
高情怀5个展厅，现有藏品1300
余件，生动展示了蔡锷将军的
人生轨迹和卓著功勋。走进展
厅，驻足观看珍贵文物和历史
图片，队员们深刻体会到“为国
而战”的意义和使命，激发了王
者之师的斗志，提升了积极备
战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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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10 月 17 日，邵阳经开区召开全
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就打
好脱贫攻坚的收官战进行部署。

2018年以来，邵阳经开区精准施策、
持续发力，园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截至目前，该区剩余贫
困人口仅44户84人，综合贫困发生率降
至0.15%。

为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下一阶
段，该区将重点围绕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做好克服疫情影响“加试题”、问题整改
清零等工作展开。

该区将紧盯全区84名剩余贫困人口、
5户16人脱贫不稳定户和生活困难的群
众，做到精准帮扶到村到户到人，确保实现
全脱贫、不返贫、不新增。同时，全面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和政策落实方面的问题，
抓好安全饮水、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危房
改造等工作，积极落实就业扶贫、产业扶贫
政策，促进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确保不留
死角和盲区，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为全力做好克服疫情影响“加试
题”，该区将充分发挥园区经济发展区域优势，做好
稳岗就业工作；抓好产业扶贫，今年新发展 12 个小
型产业扶贫，不断完善产业扶贫带贫机制；抓好消费
扶贫，加快推进消费扶贫专馆、专区、专柜和第四方
平台等“三专一平台”建设。

为确保问题整改清零，自今年5月起，邵阳经开区
就全力推进脱贫质量“回头看”，上级交办的问题及自
查问题均已整改到位。该区还将对历年中央和省考核、
巡视巡察、省常态化督查以及今年脱贫质量“回头看”、
信访舆情等问题再进行一次全面“回头看”，认真梳理、
继续排查，对标对表继续抓好问题整改归零，确保脱贫
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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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彭 玲）
10 月 19 日，记者在湘林
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看到，大厅内摆放着“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倡仪书”
标识立牌，自助餐厅、包
厢等地随处可见“光盘行
动”“拒绝浪费”等提示
牌。日前，“崀山杯”2020
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在
邵阳举行，作为邵阳市公
务接待定点酒店，该酒店
承担了所有参赛人员的
食宿接待任务。

“以前在公务接待活
动中，总是想着要展示邵
阳人民的热情，会上很多
的菜品，难免造成浪费。现
在，在市接待服务中心的
要求和指导下，我们酒店
积极营造厉行节约的氛
围，并深入挖掘本土特色
菜。比如这次运动会，我们
为了避免浪费，就采取了
自助餐的形式，摆上了猪
血丸子、血浆鸭等邵阳特
色菜，运动员们反响特别
好。”该酒店餐饮部罗经理
介绍道。

市接待服务中心将

“厉行节约、拒绝浪费”作
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重要内容，紧盯定点
酒店，加强节约管理，下
发了《关于在全市公务接
待定点酒店开展“厉行节
约拒绝浪费”活动的通
知》，要求在酒店包厢、自
助餐厅显眼处摆放“制止
餐饮浪费”等宣传海报，
在每张餐桌上设置节约
粮食宣传牌卡，让拒绝餐
饮浪费和“光盘行动”的
号召抬头可见；要求酒店
服务员及时纠正餐饮浪
费行为，提示用餐者践行

“光盘行动”，使用“公筷
公勺”；要求在全市公务
接待定点酒店推广具有
邵阳特色的四季菜单，在
保证食材新鲜、安全、具
有本土特色的同时，还要
做到价格实惠。目前，各
定点酒店纷纷行动起来，
响应号召，在公务接待中
积极提倡“厉行节约、拒
绝浪费”的文明新风尚，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公务接待厉行节俭新风尚

中国女子举重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内参观。

浪费可耻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节约为荣

出生于隆回高寒山区的他，从邵阳到长沙再到北京，一路求学

读到博士后；从宁波到兰州再到郑州，当年的中学教师如今已是

“211工程”高校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因人生足迹恰好走了五个方

位，李逸峰自称是“东南西北中”人。但是，不论走到哪里，居于书法

艺术殿堂之高的他始终记得自己是邵阳人，始终和故土血脉相连、

情缘不断，为家乡的文化公益事业留下一段段佳话。

李逸峰，1972年生，隆回县人，书法学博士，中国社科

院宗教学博士后。现为郑州大学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

授、硕士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终评专家。

（上接1版）该县将把“六个履职”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
工作，持续深化开展，切实推动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
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干好自己的事，不断开创事业
发展新局面。

以“三个不一样”绩效考核激发干部活力。新邵将
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绩
效考核方式，优化绩效考核指标，对所有单位、所有干
部分类实施考核，严格实行“四个挂钩”：即考核结果与
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与干部评先评优挂钩，与干部绩效
奖励挂钩，与干部追责问责挂钩，让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的干部真正得到实惠，切实做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
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以“赛场相马”方式导正选人用人风向。在坚持政
治标准的前提下，新邵按照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服
从发展、发展决定用人的原则对干部进行调整。大力选
拔一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坚决调整一批怕事不干事、忽悠不理事、拖沓不成事的
干部。特别是对不敢面对问题、触及矛盾，工作长期没
有实质性进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
领导班子，对庸政懒政怠政的领导干部，对解决群众困
难“推拖绕”的党员干部，该免职的免职、该调整的调整、
该降职的降职，真正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