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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网水七项指标检测结果（2023年3月31日汇总报告）

以上公示数据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兰州监测站检测并提供。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3月）供水水质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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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厂水增加的水质非常规指标及参考指标的检测结果（2023年3月31日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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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材必有用 腹有诗书气自华

被诗词改变命运的朱彦军

奔波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地、却坚持吟诵诗词三十载的朱彦军，在自己五十岁时，迎来了人生的一
次诗意飞跃，不仅赢得了中国诗词大会亚军的头衔，还被静宁县有关部门聘任为文化馆正式工作人员。大有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快意，但开心之后，他很快就回归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宁静。

诗圣杜甫 44 岁时在五言长诗《壮
游》里提到自己自幼聪颖、长于诗文时说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而朱彦军对
诗词的喜欢，也是从小学开始的。

上小学的朱彦军，被学到的第一首
诗歌《锄禾》所吸引，打动他的除了朗朗
上口的韵律（当时被他理解为读起来顺
口），还有那幅生动的插图。那位头戴草
帽、手持锄头，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的老
农形象，就像他的父辈，让他倍感亲切。
老师讲完的当天，他就能够背诵这首短
小的古诗了。

从此，朱彦军就迷上了诗歌。没有
诗读的日子，他甚至找一些同样读起来
上口的顺口溜和儿歌来背。

朱彦军的父亲朱德功今年 81 岁，
1962 年毕业于平凉卫校。他年轻时也
喜爱中华古诗词，家里藏有《唐诗一百
首》和《毛主席诗词》各一本。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会了用新华
字典的朱彦军，便开始啃这两本书。

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注拼
音，然后再背诵，这两本书也可以说是朱
彦军小学期间仅有的课外读物。到五年

级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背诵《毛主席诗
词》的全部内容，《唐诗一百首》里有差不
多一半也能熟练背诵。

3 月 22 日，记者在朱彦军的家里采
访时，在这两本发黄的书籍上，看到了他
当年用略显幼稚的笔迹标注的拼音。“当
时毕竟识字不多，理解有限，背的都是些
五言七言绝句，但一些长诗词背起来就
费劲了。”朱彦军说，“直到现在这两本书
我还保存着，无论到哪里打工，都是随身
携带。也经常诵读里面的诗词，虽然都
是可以背下来的，但是每一次诵读，都有
新的收获。”

上了初中后，朱彦军对诗词依然无
比着迷。

新课本发下来之后，他都会先读里
面的诗词。基本上领到新书的第一个晚
上，他就会像加班一样通宵读完。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读完觉得心里面不
踏实”。接下来，他就会利用早晚读的时
间去背诵，用最短的时间把课本里面的
诗词背完。然后就去借高年级同学的语
文课本，抄里面的诗词去背。初一年级
时，初二、初三语文课本里的古诗词，他
基本全部背会了。

就是这样一个勤学上进的孩子，居
然阴差阳错地在初中毕业后走上了辍学
打工的道路。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朱彦军的父亲朱德功也到了耄耋之年，
但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语气里依然充
满了愧疚。

那时候的朱德功在红寺乡政府上
班，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基本都是一两个
月才回一次家。有一次他回家后看到朱
彦军在炕上躺着，详细询问后才知道是
得了肛门腺外露的疾病。正是因为这场
大病，让朱彦军错过了中考。在那个假

期里，朱彦军的老师多次来到他家，动员
品学兼优的他再去复读一年，来年继续
考高中。“但那个时候社会上读书无用论
的歪风比较盛行，加上周围不少同龄人
都辍学了，而且不断有小伙伴来撺掇朱
彦军出去打工，他就心动了。我当时也
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早早走上了外出打
工的道路。”朱德功不无惋惜地说。

但是，朱彦军对诗词的痴迷，并没有
随着离开校园而消退。

从1992年起，朱彦军辗转多个城市
打工。在大城市的工地上挥洒汗水的同
时，这些城市的新华书店里，也留下了他
虔诚而又谨慎的身影。

每到一个城市，朱彦军首先要找的
就是这里的新华书店，还有夜市上的旧
书摊，他会在这些书摊上淘《读者》《青年
文摘》之类的书籍。

每逢工地放假或者是因为下雨等原
因停工时，朱彦军就会长时间泡在新华
书店。“当我干活累了，躺在床上读一首
自己喜欢的诗词，沉浸在诗词的意境中，
一天的疲劳就跑到九霄云外了。”朱彦军
这样说。

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
在采访过程中，朱彦军反复说：“我喜

欢读诗背诗，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对我来
说是一种快乐而不是负担。”

诗词读多了之后，朱彦军也逐渐从诗
词里找到了精神力量的源泉。比如，他特
别喜欢毛主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攀”，这两句诗就是他打工路上克服困难的
法宝；而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
尽还复来”，就是朱彦军情绪低落时候的强
心剂；“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则是他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的精神动力。

朱彦军和妻子陈玉玉是经人介绍于
1996 年结的婚，已经携手走过 26 年风
雨。她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踏实、靠谱，
体贴妻子，关心孩子，孝敬老人。”

陈玉玉没有上过学，在她朴素的理解
中，多读点书总没坏处，再说朱彦军也从来
没有因为读书影响干活。

在朱彦军老家的堂屋里挂着陇东人家
常见的中堂，字是静宁当地书法家所写，苍
劲有力。中间是清代平凉籍诗人江锭诗作

《读书云台山》的片段：
寂寂无人境，空山坐小庵。
苔痕侵小露，翠色上晴岚。
松老人心古，花香酒气酣。
偶然开一卷，千古共清谈。
对联则是“忠孝二字传家国，读书万卷

教子孙”，可谓非常贴合老朱家的精神气质。
在中堂边上的一个相框里，有朱德功

给两个孙子写下的寄语：“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

自从2013年偶尔看到河北卫视的《中
华好诗词》后，朱彦军就一直在关注同类节
目，直到201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诗
词大会》。

他常常边看电视边答题，有时会答得
比电视上的选手好一点。从那个时候起，
朱彦军就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参加一
次诗词大会。

为了这个目标，朱彦军开始更加努力
地背诗词。每一次看诗词大会，他都会把
里面之前没听过的诗句，包括点评老师的
讲解全部抄下来，“我始终相信，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诗词储
备量，他要求自己最少两天背一首诗，短一
点的诗一天背一首。

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后，朱彦军在
2020年报名参加诗词大会第五季，并顺利
通过了海选。当接到诗词大会导演的电话
时，朱彦军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他觉得自己
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可以去央
视的舞台上展示一下，也可以和全国的诗
词爱好者面对面交流了。

“当时我在内蒙古打工，老婆在静宁老
家，我把这个消息打电话给她说了之后，她
不太乐意。因为那一年我是6月份才找到
活，那时候才干了4个月，没挣多少钱，两个
孩子上学要钱，家里面花销要钱，如果参加
诗词大会，肯定影响到打工挣钱。经过综
合考虑，我还是放弃了参加比赛的机会。”
回忆起这段往事，朱彦军依然带着遗憾。

错过诗词大会也没影响到朱彦军对诗
词的热爱，他内心深处依然有个梦想——
无论迟早，总要去参加一次。第八季的时
候，朱彦军又报了名，经过层层筛选再次被
选中。这次由于工地受疫情影响正在放
假，妻子也支持他去北京参赛。

到了北京和百人团的诗友们交流之
后，朱彦军坦言：当初报名时的那点信心瞬
间就消失殆尽了。

“我发现他们不光平时背的诗多，看的
书也特别多，而且他们看的都是那种特别
专业的书，比如唐诗宋词鉴赏词典。当你
和他们聊一首诗的时候，两句诗他们能说
一个上午。他们对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写
作环境，包括作者当时的心境，都能如数家
珍一样说出来。而我因为平时舍不得买
书，只是抄了一些诗句来背，所以和他们比
起来差距很大。”回忆当时的参赛之路时，
朱彦军十分谦虚地说。

但是幸运女神始终在眷顾他，朱彦军
不仅冲出了百人团，走上了诗词大会的舞
台，而且一路冲进决赛，并最终获得亚军
奖杯。一时间，以农民工身份亮相诗词大
会的他，成了全国媒体的宠儿，“朱彦军”
三个字也不断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
榜上。

今年 3 月，静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文，聘用朱彦军为县文化馆正式工
作人员，他用30年的苦读，实现了人生的
逆袭。朱彦军告诉记者，“这是一份很多人
梦想的职业。在工作分工上，馆里让我主
要从事国学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工作，通过
开展培训、讲座等形式，面向各个阶层的群
众传播国学知识、弘扬传统文化”。

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这是朱彦军对自己未来的希冀与鞭策。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卢伟山 张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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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军认真地背诗词。

朱彦军背诵《毛主席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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