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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阳县三乡镇三乡村北，黄河流域现存最古老的砖砌佛塔——五
花寺塔遐迩闻名。18年来，三乡村村民孔线一直在默默陪伴着它，也见
证了古塔重新焕发光彩的历程。

核心提示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同比增长53%

省招办日前公布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
生计划。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3396人，比
去年增加1178人，同比增长53%；地方农村
专项计划我省安排350人。这意味着今年我
省贫困地区考生录取机会将进一步增多。

我市拥有嵩县、汝阳县、洛宁县、栾川
县、宜阳县户籍和当地高中三年学籍且通过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资格审定的考生，有资格
填报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批；我市已参加
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报名的农村考生有资格填
报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批。这给农村学生
上本科一批高校提供了更多机会，请农村学生
一定要把握机会，填好志愿。（张锐鑫）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目前，“大美河南”——河南书
画名家精品展正在市文化馆举办，共展出张海、马国强、谢
冰毅、王绣、李进学、文柳川、韦娜等名家的山水、花鸟、人
物、书法作品180幅。

本次书画展由中国报道网河南新闻主办，市文联、中拓
拍卖河南有限公司、洛阳光远文化公司协办。

展出期间，洛阳光远文化公司向市慈善协会捐赠王厚
生画作两幅，以期更多人热心社会慈善事业。

河南书画名家精品
展示“大美河南”

女村民18载执着守古塔
五花寺塔为黄河流域现存最古老的砖砌佛塔，修缮方案已报国家文物局

本报讯（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赵笑菊）昨日，由央视
电影频道爱电影栏目组筹拍的微电影《柳林镇》在洛宁开
机，并将在该县下峪镇拍摄。这部微电影阐述的是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主题，影片摄制完成后将在央视
电影频道播出。

该片导演于振明介绍，影片时长近25分钟，讲述的故
事发生在一个小山村，“老村长”的小舅子连年承包村里的
果园和鱼塘，并承诺赚钱后为乡亲们修路，村民们推举憨厚
老实的葛志军进行监督。负责的葛志军发现对方失信后，
与乡亲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了路的问题。最终，葛志军被选
为新任村委会主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爱护群众，谁就能得到群众
的认可和拥护。”该片制片人张田甜说，影片通过群众与“老
村长”之间的斗争和葛志军后来当选新一任村委会主任，阐
述的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主题。

该片执行制片人武岳鹏告诉记者，该片将展现洛宁县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下峪镇的风土人情，群众演员多为当地
群众。影片拍摄时间为3天至4天，摄制完成后计划于7月
底或8月初择机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

微电影《柳林镇》
在洛宁开机

五花寺塔位于宜阳县三乡村北、
连昌河西岸的连昌宫遗址上，是黄河
流域现存最古老的砖砌佛塔。该塔建
筑手法别致，外形雄伟秀丽，1986 年
11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花寺塔塔基高1.5米，用条石铺
砌；塔体上部用砖砌，一、二层设有仿木
斗拱，三层以上由叠涩砖檐组成；塔的每
层斜角处向外伸出一根木头，原来挂有
铃铛，风起之时，铃铛清脆作响，传声悠

远，可惜现在木头已朽，铃铛也已不在。
塔的一、二、三、四、六层正南面均

设有塔门，其中第二层为真门，其余各
门均为装饰的假门，门两侧装饰有砖
刻浮雕的力士或菩萨像，其面部庄严
威武，衣饰线条流畅。该塔在建筑、绘
画、雕塑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当地多数人认为，五花寺塔名字取
自达摩祖师的偈语“吾本来兹土，传法救
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小石）

“我头一次进塔的时候，被臭气熏了
出来。那时候这里无人看管，被一些人
当成了厕所。我打扫了3天，3天都没吃
下饭。”孔线笑着回忆说。

塔没有门，她拆了自家旧房的门，装
上。两年后，她拿出功德箱里的钱，请村
里的人给塔做了一扇木门。去年，有关
单位为塔换了一个仿古木门，孔线很开
心，每天都把门擦得很干净。

18年来，孔线见证了五花寺塔的变
化。她告诉记者，刚开始，塔的四周是一
片玉米地，后来，文物部门为五花寺塔修

建了围墙和门楼，并在周围种上了花花
草草。在孔线的管护下，古塔重新焕发
光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2013年，五花寺塔入选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市文物局已
经将五花寺塔的修缮方案报到国家文物
局，等待审批。

“现在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老伴在
外打工，家里也没啥牵挂，只要身体还
行，我就会一直守下去。”朴实的孔线话
语坚定。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张新迁 张珂 文/图

塔身斑驳，飞鸟盘旋。虽经千年风
霜侵蚀，塔身略微倾斜，但在晴空的映
衬下，五花寺塔仍巍然壮观。塔的结构
为砖石密檐式，平面八角，上下九级，现
高 37.2 米、底部周长 32 米。有专家认
为，这座古塔始建于北魏、重建于盛唐。

四周很静，唯有塔前的空地上传来
一阵阵扫地声。58岁的孔线扫完地，又
拿出剪刀和簸箕，蹲下身，对院里的花
花草草修剪起来。

每天清晨，孔线早早便起床，从家
步行20分钟到五花寺塔，中午回家吃完
饭，再匆匆赶到这里，直到太阳落山，她
才回去休息。除了负责塔和花圃区的

维护，她还要接待游客。
1996年，宜阳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

到三乡村寻找义务守塔人，孔线自告奋
勇站了出来。从那时起，这样的生活节
奏，孔线已重复了18年。

“有时候好几天不见一个人影，也
挺着急。”她坦言，刚开始，确实想过放
弃。最难熬的是冬天，很少有人来，她
又不愿意离开，塔里温度低，穿着厚厚
的棉衣也常常感冒。

从2008年开始，县文物管理所每年
给她几百元补助。“我大字不识一个，但
我知道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道理。其
实给不给钱也无所谓。”孔线说。

守塔：守着寂寞，守着责任

见证：见证变化，见证希望
五花寺塔

市招办详解高招各批次不同录取规则

三种志愿模式分别如何填报？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高

冰南）昨日从市招办获悉，今年我省各
批次志愿模式公布，不同批次分别采
用“平行志愿”“顺序加平行”和

“顺序志愿”三种志愿模式。
市招办主任秦军民说，不
同志愿模式投档录取规
则不同，对考生填报
志 愿 的 影 响 很
大，考生必须
了 解 和 掌
握。

●适 用 于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专升本及对口招生院校。

●录取规则
按投档成绩对相关批次的考生排序，逐分逐个检索考生填报的志愿，只要检索到该考生符合投档条件的高

校，即向该高校投档。考生档案不会因为未被投到平行志愿中排列第一的高校，而失去被投到其余高校的机
会，除非所报的6个高校志愿都已被更高分数的考生档案投满。
●填报对策

要对自己的成绩定位准确。对于同一组平行志愿，几个高校志愿之间应该有适当梯度。一般来说应将自
己最想就读的高校填报在平行志愿第一个位置，最后的位置要考虑填报“保底”的高校。

●适 用 于
专项计划批、本科三批、高职高专批及提前录取除艺术院校之外的其他院校。

●录取规则
第一志愿为顺序志愿，第二志愿为4个平行志愿，因此第一志愿比较关键。在考生第一志愿

落选，而有些院校第一志愿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下，第二志愿就会发挥作用。
●填报对策

考生可参考往年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院校，将其作为第二志愿的主要选报对象，并拉开档次。

顺
序
加
平
行

●适 用 于
提前录取的艺术院校。

●录取规则
第一志愿投档时，各校同时阅档并决定录取与否。第一志愿录取满额的院

校，后续志愿将不再投档。当院校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才依次将后续志愿补充
投档。
●填报对策

第一志愿特别重要。考生除慎重选报第一志愿外，选报第二志愿学校时必
须与第一志愿学校拉开较大的档次，从而确保第二志愿发挥应有的作用。

顺
序
志
愿

平
行
志
愿

网上填报志愿分三次进行

第
一
次

6月25日8：00~6月28日18：00
填报提前批本专科、艺术与体育类本专科、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批和专升本志愿

书面签字确认时间:

6月30日~7月2日（专升本不签）

第
二
次

6月30日8：00~7月4日18：00
填报本科一批、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批、
本科二批和对口生志愿

书面签字确认时间:

7月6日~7月7日（对口生不签）

第
三
次

7月6日8：00~7月10日18：00
填报本科三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书面签字确认时间:

7月12日~7月13日

录取时对各批按当批投档规则投档之后生源不足的学
校，省招办将公布计划余额，公开征集志愿。此时未被投档
且满足成绩等条件要求的考生可填报征集志愿。

注意事项：征集志愿投档时，一律以当次征集的志愿为
准，即使原来报有这些学校志愿，也应重新填报志愿。

志愿批次 填报时间

提前批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批 7月13日8：00~18：00

本科一批和地方农村专项计划本科批 7月21日8：00~18：00

本科二批（包括体育类专科专业） 7月30日8：00~18：00

本科三批 8月6日8：00~18：00

高职高专批 8月15日8：00~18：00

艺术本科A段 7月15日8：00~18：00

艺术本科B段 7月21日8：00~18：00

艺术高职高专 7月30日8：00~18：00

专升本 7月13日8：00~18：00

对口生本科专业 7月21日8：00~18：00

对口生专科专业 8月6日8：00~18：00

延伸阅读▶▶

征集志愿时间安排
（根据录取过程的实际情况，具体时间会有调整，

请考生及时关注省招办发布的信息）

新闻链接▶▶

“掂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毛笔是书法家。”这句话用来描
述伊滨区佃庄镇朱圪垱村66岁的董德福，再恰当不过。

从14岁开始练习书法起，数九寒冬，笔耕不辍，董德福
靠悟性和勤奋成为省书协会员，多次在省书法比赛中获
奖。40多年来，他为村民书写的对联数不胜数；去年，他又
被聘为当地一所学校的书法老师，义务教孩子写字。

自学书法，笔耕不辍
近日，记者来到佃庄镇朱圪垱村，向村民打听董德福的

家。一村民笑着指路：“顺着这条胡同往里走，门上对联字
儿写得最好的就是。”

在一个普通的院落里，房门上“福”“禄”“寿”“禧”几个
大字苍劲有力。66岁的董德福正在狭小的书房里给朋友
写字。面对记者采访，他不好意思地说：“就我这点事儿，还
能上报纸？”

董德福说，他14岁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一直没有停
过笔，每天无论再忙，都要至少练习半个小时。家里经济困
难，他就在旧报纸、水泥地上练，即使在田里干活歇息的时
候，他也要拿着树枝在地上比划，琢磨字的间架结构。

写了两年后，他才开始临帖，柳体、欧体、颜体……不知
不觉，董德福用坏的毛笔已有50多支。

服务村民，分文不收
2002年，在佃庄镇集市上，董德福与100多名书法爱

好者一起比赛书法，挥毫之间，赢得声声喝彩。从那以后，
他的名字便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13年前的一天，董德福在路边练字，恰好被偃师籍青
年书法家程二军的家人看到。经介绍他与程二军认识，程
二军建议他练习启功体，这一练就是10多年。后来，他在
省市书法比赛中屡屡获奖，成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同村的人都知道董德福写得一手好字，近年来，上海、
南京、内蒙古甚至国外素不相识的人，都通过朋友向董德福
索字，他总是有求必应，分文不收。

其实，董德福家境并不富裕，记者看到，练了这么多年
字，他连一张像样的写字台都没有。一个破旧的书桌还是
结婚时添置的，每写几个字就要挪纸。邻居说，他给大家写
字的笔墨纸砚的花费，都是他从子女给的生活费里节省下
来的。

老骥伏枥，无私授课
名气大了，除求字外，工人、农民和大学生等登门拜师的

人也络绎不绝，他把自己的书法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人。
去年6月，董德福被佃庄二中特聘为书法教师，每周到

佃庄二中上书法课，义务教孩子写毛笔字。
谈及40多年来学习书法的感悟，董德福说：“练书法讲

究精气神，人活着也讲究精气神，帮助别人能让自己的内心
充实、快乐。”

本报记者 常书香 特约记者 郭汀喜 通讯员 陈晓辉
文/图

农民书法家董德福义务为村民写对联40余
年，如今又免费为孩子上书法课，他说——

“帮助他人才能快乐自己”

制图 寇博

董德福在书房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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