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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超峰

虎年岁末，偶感小恙，吃一片
药，昏昏沉沉睡去……

迷迷糊糊中接到老表包鹏举
的电话，说是再过几天就是大舅 84
岁生日了，今年想给大舅好好做个
寿，大舅有一个愿望，想见见他的
几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

给大舅好好做个寿是我多年
的一个愿望。于是，我和老表进行
了分工，老表负责订酒店，招呼亲
戚朋友，我则负责通知十几个与大
舅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生。

大舅生日当天，酒店大堂布置
得富丽堂皇，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

“寿”字，这是我特意托一位中书协
会 员 的 朋 友 写 的 。大 堂 内 亲 朋 满
座，欢声笑语，大舅的十几位学生
悉数到场，其中有从广州、上海、郑
州回来的，更多的还是在许昌、禹
州工作的学生。

吉时已到，我让老表鹏举去请
大舅出场，可等来等去就是不见大
舅的身影，我急得到处找，大声喊，
就是找不见大舅。不久，老表告诉
我，大舅说不过寿了，请大家回去
忙各自的工作吧。

这怎么能行呢？现场来了这么

多亲朋好友，还有十几位从外地回
来的学生，无论如何也得让大舅出
来给大家见个面啊！我顿时急得满
头大汗，不知所措……

突然，我醒了。满身是汗，急忙
坐 起 来 擦 拭 身 上 的 汗 水 。出 汗 之
后，浑身轻松了许多，这才想起大
舅在三天前溘然长逝，昨天已经入
土为安。刚才是做了一场梦，在梦
里，我忙着为大舅过寿。

大舅走得陡然，也很安详。据
鹏 举 讲 ，大 舅 在 熟 睡 中 停 止 呼 吸
的，面容安详，没有痛苦，也没有惊
扰到任何人。

我大舅叫包金聚，出生于禹州
市火龙镇包炉村，享年 84 岁。大舅
从小酷爱读书，初中毕业就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许昌师范，毕业后先
后在禹州市方岗中学、顺店高中任
教。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从顺店高
中调往火龙高中任教。

大 舅 一 生 淡 泊 名 利 ，生 活 简
朴，教子有方。从我记事起就知道
大舅不吃肉、不吸烟、不喝酒，对子
女教育宽严相济，鞭策鼓励。他的
一儿两女先后考上大中专院校，毕
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家庭幸福。

大舅爱岗敬业，治学严谨。他

讲课时专注认真，声情并茂，对学
生 因 材 施 教 。大 舅 还 写 得 一 手 好
字，尤其是粉笔板书工整、流畅，因
而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记得 1982
年秋季，他刚调往火龙高中教毕业
班的语文。他发现有不少学生在试
卷上写简化字，而且已成习惯。他
当即对所教的两个班进行了严肃
整改，要求学生从一笔一画开始，
写规范字，在考试中发现写一个简
化字，当两个错字扣分。很短时间
内，学生们就消除了写简化字的不
良习惯。其中一位复习的学长在上
一年的高考中以 3 分之差落榜，就
是因为试卷上写的简化字太多而
吃了大亏。当年，这位学长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河南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郑州工作，多年来每逢回火龙老
家探亲，都会去看望我大舅。

除了严格要求书写外，对于古
文解析，大舅在教学中要求学生精
确到每一个字，而不是囫囵吞枣知
道个大意就行。他的严谨刚开始让
很多学生不太适应与理解，但经过
模 拟 考 试 与 高 考 ，让 学 生 受 益 匪
浅，因而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舅常
说，没有坏学生，只有教不好学生
的老师。从教师、班主任、教研组组

长，到教导主任、校长，一直以来，
大舅对他的学生十分关爱，从不嫌
弃家贫或者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并
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当
时，他每月的工资也就 30 多元，但
他经常会救济家庭特别困难的学
生，还给生病的学生买药。学生们
也都把他当成知心人，以至于那些
年每逢过年，从外地回来的学生、
没有考上学的学生都会三五成群
去看望他们爱戴的包老师。尽管大
舅不喝酒、不吃肉、不吸烟，但仍会
让鹏举安排酒菜，与学生们一起谈
见闻、谈理想、谈未来。直到他退休
之后，我还多次见到他的几位在外
地工作的学生到家里看望他。2021
年中秋节，禹州市顺店镇 7 位平均
年龄 60 岁、曾担任过村支书、村主
任的学生，把大舅请到一个饭店，
提前给大舅过了生日。大舅给我说
过：“作为一名教师，只要真正做到
心无旁骛，教书育人，得到学生的
认可，就是最大的快乐！”

我和大舅亦师亦友。从我记事
起，就感觉大舅和蔼可亲，知识渊
博。尽管小时候我比较调皮捣蛋，
大 舅 也 从 不 责 训 我 ，而 是 循 循 善
诱，鼓励鞭策。1982 年大舅从顺店
高中调到火龙高中教学，担任我的

语文老师。当时我严重偏科，数学、
英语成绩极差。他认真评估了我的
各 科 成 绩 ，认 定 我 当 年 考 不 上 大
学。大舅就鼓励我把语文、地理、历
史学扎实，练好钢笔字，即使考不
上大学，将来走入社会也会有用武
之 地 。大 舅 的 教 导 让 我 增 强 了 信
心 ，从 此 认 真 学 习 语 文 、历 史 、地
理，苦练钢笔字。当年我在高考失
利后，选择入伍。大舅非常支持我，
鼓 励 我 好 男 儿 志 在 四 方 ，只 要 努
力，总有回报。

入伍第一年，我在南海舰队训
练基地学习专业知识，业余时间我
帮助学员队出黑板报、写广播稿，
多次受到中队的嘉奖。之后我被分
配到海口水警区登陆舰大队，成为
专职新闻报道员，后又成为新闻干
事。其间，我先后在《解放军报》《人
民海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海
洋报》刊发新闻稿件 300 多件，3 次
荣立三等功。大舅对我在部队取得
的成绩非常满意，每年我从部队回
家探亲，俺爷儿俩都会促膝长谈。
我深知，我在部队取得的成绩与大
舅的教导、鞭策、鼓励是分不开的。

教书育人、鞠躬尽瘁、淡泊名
利 、无 怨 无 悔 。大 舅 走 了 ，他 的 一
生，我会永远铭记。

在 梦 里 ，我 为 大 舅 过 寿

□袁全印

陉山不高，海拔 330 米；也不
雄伟，远看近看都平淡质朴。它
只是秦岭山脉最东的独立山体，
既无泰山的巍峨雄壮，也不见庐
山的俊秀险奇。红石漫山遍野，
石壁嶙峋陡峭。这是陉山独具的
特质。

从长葛和尚桥南向西蜿蜒，
西北有一条运石铁路专线，延至
原陉山郑州铁路局采石场。

该专线就是以运送陉山红石
为主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线。陉山
红石独一无二。据专家考证，就
目前来说陉山岩石的硬度和耐酸
碱 度 均 居 亚 洲 首 位 ，是 铁 路 、建
筑、水利和以前做石磨的上等材
料。

光绪二十三（1897）年，长葛
就有了这条铁路运石支线，它为
光绪二十八（1902）年修建京汉铁
路用石料奠定了基础。

光绪三十（1904）年京汉铁路
通车（长葛设车站，停五分钟，设
电话并引入县城，为长葛有电话
之初）。大家知道，这是我国第一
条南北大动脉。

很显然，这条运石铁路专线
的建成至少早于京汉铁路 7 年时
间 ，至 今 已 有 120 余 年 的 历 史
了。100 多年来，陉山红石为社会
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水利
事业和抗洪救灾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这条铁路进入后河镇上山
后，沿东山东部向北绕向东山西
部至冯家门终止，而陉山车站则
位居东山北部，距冯家门 1 公里
处。

车站何时出现，格局如何，距
今多少年？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
题。笔者见到了现任郑州铁路局
采石场的杜场长，他联系了已经
86 岁的退休老职工，原工区工长
张双全老人。据张双全说，1954
年他上岗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式的
车站，依此言，该车站至少已经 60
多年。

然而依民国十九年《长葛县
志》载，光绪二十三（1897）年，长
葛就有了这条铁路运石支线，为
光绪二十八（1902）年修建京汉铁
路用石料奠定了基础。

就此而言，这个车站亦有 100
多年了。一是工程之前所未有，
且意义非凡。当时缺少机械化，
需用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修路
之前就应设计建造车站。

二是 1897 年已经开始运土和
石料，因运至京汉全线，断定不是
一辆或两辆火车。就目前老车站
门前的岔道可以证明，当时就有
了车站。

三是因为单道行驶，而车辆
往返时间的确定、调岔等必须有

专 职 人 员 调 度 ， 车 站 也 应 运 而
生。

四是据张双全老人讲，站房
的样式原来就是这样，而这种建
筑不是中国式建筑，有俄罗斯的
风格。当地百十年来是没有这种
建筑的。

儿时的记忆里，周末常背着
家人到陉山玩，也必到火车站玩，
总见两米高的红石台阶上，耸立
着车站的屋山墙，孤零零的。

别具一格的建筑，令人耳目
一新，红瓦下的护木是绛色。铁
路徽章下“陉山车站”四个字被红
漆涂染得清晰、苍劲。连正中央
1.2 米宽的木门框都是赤色。再
环顾周围的百货店、理发铺、杂货
摊，甚至脚下的泥土，都浸在红色
的海洋里。

如今的老火车站，孤独地立
在那里，四周一片荒芜，“陉山车
站”四个字依然浑厚醒目，中国铁
路标志清晰可见，像是诉说它曾
经的光荣。房舍格局依旧，墙基
完善而门窗不堪，红瓦凋落，野草
扑门，让人倍感历史沧桑。

1965 年，随着东山将被采平，
郑州铁路局采石场西迁到西山主
峰下大南门北侧的婆婆石到将军
崖之间，运石专线也由冯家门向
西延伸到现在的采石场。

新的采石点资源丰厚，作业
面宽。经郑州铁路局批准，决定
购 置 大 型 碎 石 机 ， 建 造 相 当 先
进 的 现 代 化 作 业 场 地 —— 自 流
台。

为 保 证 自 流 台 的 建 筑 质
量 ， 郑 州 铁 路 局 决 定 从 林 县 请
来 建 造 红 旗 渠 的 建 筑 工 人 施
工。他们带着红旗渠的精神，从
配料到选材，精益求精。

施工中，他们把每一块石料
加工浸泡后用钢刷去除泥尘，然
后认真对接，真正做到了一丝不
苟。严谨的施工态度铸就了铜墙
铁壁的自流台，日夜沉浸在炮声
隆 隆 、碎 石 声 声 、千 击 百 撞 中 的
它，60多年来完好如初。

自流台把破碎机碎后的石块
按规格从作业面直接倒入自流台
的 存 料 库 内 。 火 车 在 台 下 停 稳
后 ，拉 开 闸 门 ，七 八 米 高 的 台 阶
上，一块块红石块从天而降，隆隆
作响，准确地流进车厢。

自流台修建后，这里结束了
人力装车的历史，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

每天中午和傍晚，爆破石头
的隆隆声震得山摇地动，打破了
陉山的寂静，而山体的缩小速度
也随之加快。

一块块红石带着后河人民的
心意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红
旗渠精神却像自流台一样驻足后
河，激励着一代代后河人勇于拼
搏。

陉山红石与铁路沧桑

□杨书生

蒋马学校曾经的全称是许昌
县第二十六完全小学，校舍规整，
规模居中，十里八村的学生都集中
在这里上学，是那个年代一所响当
当的乡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舍是
由本村有名的农户李石妮的宅院
改扩建而成的。

李石妮生于清末年间。鼎盛时
期，他家拥有良田千顷，长工仆人
十多人，骡马成群，楼瓦大屋，富甲
一方。

相传李石妮人高马大，头脑灵
活，干活不惜力气，做农活是一把
好手。他自幼家穷，从给人做长工
起步，养成了节俭的习惯。那个时
候好吃不过是烙馍卷大葱，而他的
吃法不一般，吃一口烙馍，把大葱
往下拽一下，结果烙馍吃完了，大
葱还有大半截。

李石妮对自己刻薄，对家人也
几近吝啬。面对大囤的麦子吃不上
白面，守着成缸的香油天天粗茶淡
饭，他的几个儿媳妇颇有怨言。于
是妯娌几个就趁长工下地，李石妮
外出的当儿，做一锅白面面条，多
放些葱花、香油。可有时候不巧面
条刚下锅，就听到大门咣当一声，
李石妮回来了，吓得妯娌几个赶紧
把饭藏起来，才敢从灶屋出来。时
间长了，妯娌几个也想出了对付他
的妙计：在她们准备做好吃的时，
就在大门口撒上一把黄豆。依据李
石妮的个性，如果回来看到家门口
滚圆的黄豆散落在地上，那必定是

又气又惜，肯定会一面大声责骂败
家子不珍惜粮食，一面弯腰一粒一
粒地捡起来。而他有所不知的是，
他的责骂声给妯娌几个送去了信
号，他捡豆的工夫，妯娌几个一边
偷笑，一边三下五除二把好吃的吃
完……

然而，人们想不到，这个对自
己及家人如此抠门的大掌柜，却对
长短工还算大方，因为他懂得要想
马儿跑，先给马儿草的道理。相传
他家农忙季节是两锅饭，长短工吃
细米白面，家人吃窝头咸菜。庄户
人出身的他知道能吃才能干活。所
以到他家打长短工的，中午捞面条
必须吃两大碗以上；早晚要吃一筷
子馍，就是新烙的烙馍用筷子扎下
去，穿透多少张就得吃完，这一筷
子馍有十张之多吧。正是他的这些
讲究，长短工愿为他卖力，有的在
他家一干就是几年甚至数十年。

李石妮不光吃得节俭，穿衣也
邋遢，夏天常光着膀子，冬天头戴
破毡帽，棉袄棉裤漏出棉絮，腰上
常系一根草绳，看上去与一般穷苦
人无异，不认识他的人还疑他是乞
丐呢。一次他赶会回来的路上，大
风把他的破毡帽刮掉了，他正要去
捡回来，同行的人说你的破毡帽扔
了也没人捡，不信你试试，李石妮
说试试就试试。第二个会他又去赶
会，果真破毡帽还在路边沟里，也
不知是赶会的人多踢来踢去踢到
沟里了，还是大风刮进沟里了。

有一次赶会买大牲口，他相中
了一匹大骡子，围着大骡子左看看

右瞧瞧，就是不问价钱，看得卖主
都有点不耐烦了，他才开口问这骡
子多少钱能卖。卖主看他那身行头
也不像买大牲口的主，不无藐视地
说：“五块大洋你牵走。”只见李石
妮不慌不忙地从破毡帽里摸出三
块，又从棉袄里摸出两块。卖主见
状慌了，哀求地说：“这位大爷，我
这骡子可不止这个数啊，恳求大爷
千万别当真啊！”李石妮看他一脸
可怜相，又从裤腰里摸出五块一并
给了卖主。

种了半辈子庄稼，和土地打了
半辈子交道的李石妮，深知粪肥对
土地的重要，他视粪肥为宝，视土
地如命。一次李石妮在大街上吃
饭，吃完了端碗正要回家，看到过
路驴拉下一溜粪蛋蛋，他怕错过机
会宝贝被别人捡去，随即用碗把粪
蛋蛋搓回去了。事后有人问他：“那
粪不臭呀，能用碗搓呀？”他回说：

“牲口吃草，粪蛋蛋不臭，碗一洗就
干净。”这也成了他的一绝，无论走
在哪里，见路上有粪是必不放过，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收拾回去。

当拥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
的时候，李石妮依然没有享受锦
衣玉食、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他开始着眼于“诗书继世长”的
规划。他的长孙李俊卿，自幼天资
聪颖，爷爷看他是个可塑之材，私
塾上了二年后，就把他送到省城开
封求学，寄予孙辈读书做官出人头
地的厚望。可等李俊卿学成了，科
举制度废除了，随之而来的是科举
入仕的路被堵死了。

闲 话 李 石 妮

□申健民

夙夜惟寅，不觉三秋已尽；直哉惟
清，又逢梅雪争春。星霜荏苒，居诸不
息；辛壬癸甲，矻矻孜孜。汨余不及，年
不吾与。往事如潮，撮其要以为记。

橘 绿 橙 黄 千 山 美 ，漫 江 碧 透 百 舸
追。党的二十大召开，举国祥瑞，冲锋
号吹起，文修武备。辉光所烛，万里同
晷；骞翮远翥，乘势而飞。坚持党的领
导，提升思维；厚植为民情怀，恪守金
规；紧扣中心大局，竭力而为；激发代表
活力，实至名归。练内功、强根基，打造
人大工作“升级版”，养精蓄锐。抓落
实、促发展，谱写基层人大工作新篇章，
守正不回。

细雨无私，任贤使能；青筠有节，更
始 厉 精 。 换 届 选 举 ，立 承 诺 担 当 新 使
命；风清气正，讲民主贯穿全过程。事
预则立，方案制订；党委部署，一心同
功。专题培训，提纲挈领；操作手册，通
俗易懂。不遗一户，贴心人上门服务；
不漏一人，投票箱穿巷流动。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二十六万选民热烈庄
重；素质关、结构关、提名关，二百余名
代表公开透明。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魏都区第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产生。

聪以知远，博学笃志。明以察微，
切问近思。人大学堂，理论武装；民主
生活，支部光芒。三个会议，开启新局；
四个机关，为民履职。强化主业、主责、
主角意识，对标对表精准发力。打造基
层示范点、立法联系点、代表工作室一
体，构建民主实践高地。滋兰树惠，组
织 任 前 法 律 知 识 测 试 ，终 身 赶 考 常 鸣
笛 。 多 措 并 举 ，开 展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治
理，下活经济一盘棋。

宁 可 吾 室 三 餐 冷 ，不 使 百 姓 一 愿
空。走访慰问，十三条街道，如数家珍；
纾困解难，八十九个社区，了如指掌。
执法检查，视导研判；审理议案，聚焦热
点。基础设施，财政预算；项目考察，食
品安全。关注义务教育，落实“双减”；
助力分包企业，穿针引线。人大代表接
待岗，不厌其烦。“我陪群众办业务”，汗
湿青衫。读书在元元，民生民本，锱铢
必念。治世当有序，先忧后乐，至理名
言。

权利即义务，荣誉亦责任。颁证赠
书，热血沸腾；遇战必上，阵阵先锋。下
沉一线，抗疫请缨；卡点值守，披月戴
星 。 争 分 夺 秒 ，追 阳 小 分 队 与 病 毒 较
量 ；夜 以 继 日 ，转 运 隔 离 组 与 时 间 赛
跑。酒精、蔬菜、布洛芬，民之所需我必
送；捐款、助力、防龋齿，民之所盼我力
行。不啻微芒，造炬成阳。踵事增华，
葳蕤生香。理论文章，党报分享；工作
思路，官网推广；典型事例，媒体专访；
调研报告，省级嘉奖。十二期月刊，讲
述魏都新气象；百二十稿件，传播人大
正能量。

嗟乎！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
国之大者，民心所系；岁序常易，北辰不
移。不避子卯，申旦达夕；长路漫漫，如
诗旖旎。朔风解意励壮志，舒柳知音藏
千机。威虎长啸留不住，智兔健步正当
时。

壬寅魏都

人大工作记

蜡梅傲霜 吕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