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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力 摄影报道）近日，记者在井
研县城南小学建设项目工地看到，机器轰鸣声此起
彼伏，多名建筑工人正进行机桩混凝土浇筑工作。

据了解，井研县城南小学建设项目占地37.1
亩，建筑面积8611.23平米，设计48间教室可容纳
2000名学生。一期建设包括教学楼、食堂和运动场
等总投资2740万元，于2021年11月起施工，预计
今年完工，随后进行设备采购、安装，预计2023年
秋季投入使用。二期建设包括6000平方米的综合
楼，目前在规划立项之中。

此外，在城南小学的旁边，一座充满现代简约
自然风格的城南幼儿园已经拔地而起。该园占地
12.9亩，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
完工并进入室内装饰阶段。今后将在完成校园文
化建设、环境卫生检测等一系列工作后投入使用，
预计可以解决400个幼儿学位。

井研县城南小学
预计明年秋季投用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2017年12月1日
正式实施的《乐山市中心城区绿心保护条例》
规定，绿心保护区内将禁止从事开山、采石、
开垦种植等破坏地形地貌的活动。然而日前
却有市民反映，有人利用保护区内植被的掩
护，在一处隐蔽山坡的平地上建起了自己的

“开心农场”。
近日，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处会同市中

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绿心街道大田
社区和肖坝城管大队等相关部门实地调查发
现，这处被市民称为“开心农场”的地方位于

嘉州绿心公园一处山坡上，共计占地数百平
方米，包括几块开荒菜地，以及一个200平方
米左右的家禽养殖场，当事人系市中区绿心
街道大田社区居民。

3月10日上午，多部门工作人员对该处
种植的农作物进行了清理和播草复绿，并对
养殖的家禽进行统一清理。“我们和大田社区
工作人员一道，上门对这位当事人进行了批
评教育和约谈告诫，也对我们履职不到位的
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市中区绿心公园管理
处副主任童玉奇表示。

绿心不是“菜园子”
圈地建“开心农场”，现场取缔！

本报讯（记者 王倩 摄影报道）3月15
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乐山市人民
检察院、沐川县林业局，在沐川县杨村乡
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实践基地开展异地
补植复绿验收活动。活动结合一起涉林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法人员现
场勘验案件当事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情
况，督促植被恢复方案落到实处。

据了解，案件当事人吴某奎于2019
年为杨村乡两路村2片林地办理了3张林
木采伐许可证，许可采伐蓄积总数为46.9
立方米。后经鉴定发现，吴某奎实际采伐
林木总蓄积为375.67立方米，超量采伐蓄
积达328.77立方米，致使森林资源遭受损
失，其行为对国家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
成了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涉嫌滥
伐林木罪。

2021年9月经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19年修订）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实行
“砍一种三，原地或异地恢复”的原则，吴
某奎应补种5274株柳杉树苗，确保造林
当年成活率达到85%以上，并在市级媒体
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此次，经司法机关、林业部门执法人
员现场勘验，吴某奎已按照法院判决在杨
村乡异地超量补植柳杉、杉木树苗35000
余株，株数远远超过了法定恢复株数，存
活率可达90%以上。吴某奎在现场向执
法人员表示，其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
误和严重性，并按照判决进行了补种，今
后坚决不再犯滥伐林木的错误。

“补植复绿验收活动，一方面督促当
事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一方面积极开
展‘以案释法’等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工
作，真正实现了‘办理一件案件，恢复一
片青山’的司法保护效果，对构建‘责任
人修复+政府监管+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人民检察院监督’的生态综合治理模式
具有示范作用。”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林
业庭庭长乌建英表示，“补植复绿”机制、

“生态修复令”等创新措施，为司法机关
助力生态保护提供了更多的探索，同时
也提醒社会公众自觉增强环境保护的意
识，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办理一件案件
恢复一片青山

超量采伐：当事人被判“砍一种三”
补植复绿：实践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补植复绿验收现场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乐山

机桩混凝土浇筑

品 读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何洪金 美编/李英勇 校对/曹江帆

07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电子邮箱：313487468@qq.com

关于苏东坡的创造力

过去关注苏东坡，更多在其政
治见解、人生态度、文学成就、书法
成果以及婚姻爱情等等方面，如果
继续重复前人的话题，显然就失去
了著作的意义。张花氏先生独辟
蹊径，在大量阅读和思考的基础
上，另辟蹊径地提出苏轼的创造力
问题，引导人们去认识又一重意义
的苏东坡，去发现他更深层次的历
史价值。

关于苏轼的创造力，张花氏有
了全面而明确的阐释和定义。他
在书中讲：苏轼的工作过程是一个
创造力的参与过程。小时候梦见
自己是佛门中人，妻子王弗去世
后，他做了一个重逢的爱情之梦；
苏轼诗曰“前身我已到杭州”，并由
此做了一个人间天堂之梦；苏轼来
到三国赤壁之战遗址，做了一场关
于战争的梦；苏轼说他常梦见一个
人，说自己是杜甫杜子美；苏轼被
贬海南，但他在文学上的影响力和
适应生活的能力仍在，他浪漫而务
实的创造力之梦仍在。在那穷乡
僻壤思考如何生活，思考如何发挥
自己的能量。张花氏总结苏轼一
生的坎坷和成就，高屋建瓴地归纳
为苏轼的“十个创造力大梦”。作
者最后归结说：“可见苏轼的梦与
创造力，直到去世之前仍保持正常
运行的状态，这真是让人惊叹的事
情。”

张花氏从苏轼童年时“程夫人
教子”的典故讲起，是母亲让苏轼
自幼接受到有创造力的教育。苏
轼的爷爷也经常给他讲述爱国故
事，教他积德行善的人生道理。到
自己有了孩子后，苏轼也常教导苏
迈做人的道理，流传民间的有苏轼
的教子诗——《夜坐与苏迈歌》，通
过父子之间对歌联句，来对儿子进
行文学与做人的教育，这无疑是培
养创造力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年
轻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
做《六国论》，苏轼的文章显然略高
一筹。后来父子三人辞乡赴京赶
考，以充沛的创造力一路斩关夺
将，写出了《省试刑赏忠厚之至
论》，赢得了考官欧阳修的大大点
赞。

苏轼做地方官时，十分关注教
育特别是国人的创造力培养问
题。凤翔府三年任满，回朝担任编
撰国家历史的官职，曾就学校贡举
和王朝稳固的历史课三上皇帝书，

写出《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
书》《再议时政书》等奏章，受到朝
廷的重视和部分采纳。对于神宗
皇帝的施政，比如王安石变法，苏
轼不是一味地领会、附和和执行，
而是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提出有
创造性的见解，一旦认定自己正确
就坚持到底，于是有了“乌台诗案”
以及政治上的许多波折和磨难。
可贵的是，即便如此苏轼也不改初
衷。

苏轼的创造力，更表现在他的
文学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开盛唐
以来一代新风，成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苏轼的诗词歌赋，更是领一代
风骚，并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名
篇佳作。苏轼的书法自成风格，至
今仍是大家研究和临摹的佳品。
这些都和他旺盛的创造力密切相
关。

如何分享苏轼的创造力

苏轼的创造力虽然是一个崭
新的话题，却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
的命题。他的一生宦游四海历经
坎坷，但无论做人做事做文，都有
充沛饱满的创造能力，张花氏评价
苏东坡为“学行天下的创造力魔法
师”。

本书的立足点不仅在于挖掘
和展示他的创造力，更在于和读
者一块儿分享他的创造力。为
此，张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首先是从苏东坡一生的曲折经历
中，来表现出他的创造精神和活
力，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
苏东坡，认识到苏轼的创造能力
所展现的价值，从而对本书的命
题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和接
受。书中列举了苏轼大量的成
长、学习、生活、为官，以及文学艺
术等方面的事例，有些事例、典故
特别是细节是我们所熟悉的，比
如程夫人教子，苏轼游赤壁并写
作了《赤壁赋》等，有些引用的史
料是我们不熟悉的、感到新鲜独
到的，比如他的政治文论，他给神
宗皇帝上的奏章等。张花氏都围
绕苏轼创造力这个命题，旁征博
引信手拈来，使这一命题得到充
分印证和展现，并逐渐加深我们
对苏轼创造力的接受程度。

其次，在本书布局上，采取了
时间为序的结构方法，展示了他不
同人生阶段创造力的不同表现。
本书分“环境、家庭、童年、考学、仕

宦与教化、学行天下的魔法师”六
个章节，从苏轼的童年开始说起，
再到苏轼的读书、赶考、为官以及
宦游四海。童年接受母亲的谆谆
教诲，无疑对苏轼创造力的培养至
关重要，加上大器晚成的父亲苏
洵，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本就天
资聪颖的苏轼有了不同的起步，一
篇《六国论》写得纵横捭阖才华出
众；在其后的为政之中，对于朝廷
施政常能提出不同凡响、颇有见地
的观点，也由此遭至了不同政见者
的打压和迫害。在被贬到远至儋
州等地的悲苦境地，却能一壶茶，
一杯酒，不断适应艰苦环境，说什
么“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
相宜”，说什么“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说什么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

同时，运用散文随笔作为叙事
方式。张先生本是文史作家，擅长
散文随笔写作，出版了报告文学

《土地的赞歌》、散文集《暗物质》等
文学专著。本书依然采用了散文
随笔作为主要手法。这符合苏轼
的个性特点，也使文章的展开显得
活泼灵动，增强了阅读的愉悦和理
解的通透。书中涉及很多人和事，
也涉及很多场景、对话，同时引用
了上百种文史资料和诗词歌赋，以
及若干书法、绘画。只是糅合了部
分文论的表现元素，使作品更具有
思辨色彩和深度，更能凸显苏轼创
造力这一命题，同时也使我们在分
享苏东坡创造力上有了更多的收
获。

《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张花
氏/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月第一版

很长时间以来，苏东坡都是国人追捧的对象，与苏东坡有关的物事诗文都是人
们热议的话题。这位北宋眉州走出去的大学士，俨然成为了我们人生的标杆。

夹江籍作家张花氏先生，本名张国文，也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和研究专家，对于
苏学士的关注可谓专情而深透，继这本《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之后，又撰写了东坡
主题的文化散文《东坡茶》，并获得业内人士以及读者的一致好评，这在当今汗牛充
栋的苏学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颇有新意。

品味苏东坡的另一重意义
——读张花氏《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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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