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马允安 版式 赵 恒 校对 李红岩 组版 侯 珺

2022年 5月 20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B02 故事会

你知道郑州为什么叫“绿城”
吗？它和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是
咱焦作武陟人，他叫史隆甫，解放初
期是郑州市副市长。

1938年为阻止日军，蒋介石下
令在花园口人工炸堤，黄河水携带泥
沙进入郑州。由于泥沙的堆积，郑州
从东北到东南形成几十公里的大沙
丘，成了风沙之城。

解放后，时任郑州市长宋致和、
副市长史隆甫和王均智三人一拍即
合，决定以种树改造环境。史隆甫曾
经留学法国，深知法桐习性，建议种
树形好、生长快、树荫大的法桐护城。

法桐迅速在郑州市金水路、花园
路、人民路、文化路等街头扎根。加
之人民公园、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
园等相继修建，郑州已经是一片绿
荫，开始有人叫郑州为“绿城”。

如今，从第一棵法桐种下到现在
已有70年。70年的光影交错，老郑
州仍然没有忘了曾经为“绿城”付出
的第一个种“绿”的人。

史隆甫也被称为郑州法桐行道
树奠基人。

“文革”中，史隆甫被诬陷为“资
本家代理人”等屡遭迫害。1970年6
月，他在干校割麦时中暑去世，享年
67岁。

史隆甫的结发妻子马淑贞当年
被扫地出门，举目无亲，被迫流落到
史隆甫老家武陟县西陶村。从此马
淑贞的苦乐年华便和一对夫妻息息
相关。

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普通夫妻不普通，他们高尚更有情

这对武陟好夫妻，一个决定改人生

这对夫妻当时20多岁，男的叫
史福庆，女的叫杜竹荣，为了邻居马
老太，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故事传奇，故事凄苦，故事感人。
如果没有马淑贞的出现，史福庆

与杜竹荣这对夫妻的命运一定会是
另一种安排。

由于马淑贞的出现，他们自愿把
人生最美好的16年和这位瘫痪老人
连在了一起。送走马老太时，他们已
经成了中年大叔大婶。

邻里间的关系，平时或许只是点
头之交，到了关键时刻，或许就是生
死相托。

历史人物史隆甫，他是焦作的光荣

山阳儿女倾其学，智把沙城变“绿城”

最让老郑州市民引以为豪的是
什么？那应该就是在20世纪八九十
年代为这座城市带来荣誉的法桐。
看到这些法桐就想起当年治沙历史，
想起史隆甫。

2017年6月10日，在史隆甫先
生去世47年的祭日，这位对郑州市
政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人的骨灰，
被重新安葬在河南福寿园的青山绿
水中。

1903年3月19日，史隆甫出生
在武陟县西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5岁考入五年制“河南留学欧美预
备学校”的法文班，1924年进入法国
公共工程大学。

1929年，史隆甫回国后在河南
开封中州大学当讲师。1951年1月
任郑州市副市长，他主管城建，是郑
州城市雏形的早期塑造者，是闻名全
国的“绿城”缔造者。

他留学法国5年，知道法桐树形
好、生长快，树荫也大，这种树春天发
芽快，几天就长起来了，秋天落叶也
快，十来天工夫就落完了，便于清扫。

到了1953年，郑州市栽种的法
桐已经形成规模。1954年，河南省
省会从开封迁到了郑州。郑州配合
这次搬迁发出了通知，再次种树，市
政府组织了一两万人的队伍，在全市
种植法桐200多万棵。

1959年12月，全国绿化工作会议
在江苏无锡召开，郑州市被评为绿化
先进单位，从此郑州有了“绿城”之称。

“文革”中史隆甫含冤去世，史夫
人孤苦伶仃流落丈夫老家，从此改变
人生轨迹。

花甲之年被流离，扫地出门无处归

无儿无女无亲人，夫家祖籍不嫌弃

史隆甫去世后，64岁的马淑贞
被扫地出门，她无儿无女走投无路，
孤身一人来到武陟县西陶村的两间
破房安家落户。

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几十
年，突然跌入深渊，副市长夫人变成
马老太，马淑贞咬牙坚持下来了。

那个时候她身体尚可，和大家一
样参加田间劳动，自食其力。

谁知这样的日子也不安稳。
1980 年，年已 74岁的马老太突因
脑血栓造成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

眼看着老太太没有活路，善良的
邻居史福庆、杜竹荣夫妻过去帮忙照
顾。后来感觉老太太身边一刻也离
不开人，不能让一个活人眼睁睁地等
死，这可咋整？夫妻俩商量来商量
去，只有放弃眼前的事儿，先把人救
活再说。

因为这个临时决定，他们从此便
承担了赡养老人后半生的义务。

善举感动乡干部，主动联系媒体人

义举当即震我心，刻不容缓进了村

他们的大爱感动了乡村干部。

1995年春的一天，一个陌生人辗转
几个人找到我的电话，他自称是武陟
西陶镇人大常委会黄主任，给我打电
话的主要意思是给我推荐值得宣传
的一对夫妇。黄主任带着感情诉说
了史福庆夫妇的故事，附带简单叙述
了马老太的背景。

我经历过父辈的历史重压，经历
过城市人到农村的困苦，经历过家庭
顶梁柱坍塌的艰难，感同身受马老太
的处境，更钦佩史福庆夫妇普通人的
善良。在我的骨子里有写百姓好人
的冲动，我的笔下多次出现过基层人
物的身影。

听罢黄主任介绍，我热血沸腾，
当天就带了一个记者赶到西陶村。

一见老太心旌动，九十高龄有妆容

本人底色带高贵，不卑不亢显年轻

那年马老太已经90岁高龄，我
们见到她时大吃一惊，一看就是一
个有故事的人，虽然在农村已经待
了将近30年，但是那举手投足、语
言表达，仍然带着大家闺秀的底
色。

她面色红润，思维清晰，只是
在给我们说起对史福庆、杜竹荣的
感激之情时，马老太才几次老泪纵
横，真实的岁月回忆重现了人之本
性。

“如果没有福庆两口，我不知道
死几次了，几次都是在鬼门关前被他
们又拉回了人间。这样的好人都是
在小说电影里，可是让我在生活里遇
见了。”马老太说。

一个决定是一生，这个决定不普通

青春年华随波去，沧桑中年留善名

英雄来自壮举，史福庆和杜竹荣
这对普通夫妻由于这个决定，瞬间变
得不普通。

他们娓娓而谈，给我们讲述了
当时的故事，就好像给一个街坊聊
家常，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故意渲
染。

“那是 1980 年 10 月的一个傍
晚，回乡近10年、一直靠拾粪种菜为
生的马老太突然在自己的两间破房
中呻吟不止。我们是近邻，赶快跑过
去查看，只见马老太瘫倒在地上，表
情痛苦不已。”史福庆说。

当时没有电话，史福庆赶紧骑车
几公里，到邻村叫来马老太娘家唯一
的侄子，俩人连夜用架子车把老人送
到了焦作市人民医院。

经诊断，马淑贞患的是脑血栓引
起的偏瘫，这一诊断宣判马老太晚年
将与病魔一生为伴。

20天之后，马老太出院，可是老
人今后怎样生活呢？其侄儿家庭贫

困，距离较远，马老太在西陶村又无
一近亲。

杜竹荣和丈夫不忍心看着老邻
居老无所依，商量来商量去，史福庆
说：“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我辞
职，你担待，咱俩把老人养起来，咱不
能看着老人等死啊！”

杜竹荣听了丈夫的决定，没有犹
豫：“这个义务咱们承担起来吧!”

史福庆已有7年民办教师教龄，
这个辞职等于7年辛苦前功尽弃，熬
教龄等待转正的机会没有了，前期努
力等于零。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向
学校辞了职。

从此时起，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夫
妻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夫妻本身就困难，这下增加大负担

刚刚生女几个月，偏瘫老人又添难

那年，杜竹荣还是刚过门一年多
的新媳妇，生了个女儿才7个月，她
本来由姑娘到母亲的角色还没完全
适应，又添了个瘫痪老人，每天除了
顾小的，还得顾老的。端屎、端尿、喂
水、喂饭、洗脚、剪指甲……

史福庆则每天把老太太抱到院
里晒太阳，不断为老人请医生、抓药。

在小两口的精心照料下，奇迹出
现了，已卧床一年的马老太扶着椅子
会挪步了，夫妻俩为此欣慰极了。

谁知没过几天，老太太的脚后跟
又长了疮。医生说，这病麻缠。夫妻
俩说，再麻缠也要治。

从此，每隔3天，史福庆就拉着
老太太去医院换一次药，这个坚持又
是一年。

一年以后，老太太的脚疮治好了。

两次大难转晴天，九死一生闯过关

两口重新设规划，正常生活是安然

马老太经过两次大难，生活终于
又露出了笑脸。

看着老太太能下地活动了，史福
庆夫妇俩格外高兴。好人有好报，此
时，他们添丁中彩一男孩。

日子稍一活泛，小两口盘算开
了。家里上有史福庆的父母和马老太
三个老人，下有两个孩子，自家的房子
又破又小，干脆再拼一把，盖几间房子
也让老小有个真正的安身之处。

1989年，夫妻俩起早贪黑，自己
脱坯，自己烧砖，又卖了旧房材料，翻
盖了房子。门是纸板做的，房间非常
简陋，但一家人总算安顿下了。

（下转B03版）
上图 美好年华照片在，那时决

定最震撼；为保邻居一条命，舍家舍
业舍青春。

（邓少勇提供）

□邓少勇

栏主邓少勇：焦作日报社退休干部，高级记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

者，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在职时获奖作品近200篇，在人民日报河南

分社“打工”时参与采写刊登在《人民日报》的英模人物吴金印、史来贺、李文

祥、谢延信、沈战东、马俊欣、杨华民、李博亚和南水北调等多篇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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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福忠，1956 年出生，武陟县
人，号五车口居士，九三学社社员、
高级工程师，曾任九三学社焦作市
委秘书长。现任中国老年书画家研
究会会员、九三学社河南省书画院
会员、焦作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等。曾多次参加我市举办的各种书
画展，三次参加全国三十省市老年
书画展并获得不同奖项。

（本栏作品均由文福忠作）

文福忠在繁忙工作之余，习练
书法，退休以后，更是把书法当成自
己生活的唯一。其以行草书为主，
多年来以二王法帖为主功方向，用
笔方圆兼备，线条枯润结合，结体比

较活跃，有一定自己的特色。
文福忠非常善于学习，刻苦钻

研，如能进一步深研古帖，注重线条、
细节锤炼，在字法、章法上多下功夫，
假以时日，必将取得可喜的成绩。

——张敬德（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名家名作】

文福忠（照片由本人提供）

【专家点评】

大吉大利（国画） 王丙申 作

花 鸟（国画） 卜大清 作

仕女图（国画） 刘建国 作

护 基（漫画） 顾培利 作

迎春风（国画） 苏铁道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