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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往

□王末已

（一）老龙湾大桥

前往位于修武县的纸浆庄，要先过洞湾、田坪、革命
渠大桥、软枣湾才能到达。一路翻山越岭，走川爬坡，道
路坎坷崎岖。虽舟车劳顿、苦不堪言，然沿途景色如画，
倒也觉得不虚此行。

前往纸浆庄的途中，第一个见到的宏伟建筑便是老
龙湾大桥，也叫革命渠大桥。它位于田坪与软枣湾之
间，横亘在两山相夹的峡谷之上。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桥，而是建于1969年的一条渡槽。

大桥北侧山峰较低矮，也就成了桥一端的底。南侧
山峰高耸，像长着犄角引颈啸天的苍龙，桥的这一端便
扎在了山峰的腰际。

桥长58米，高47米，横跨山谷的主拱虹宽14米。从
桥东一侧的石阶拾级而上来到桥面，站在七八十厘米深
的渡槽之中西望，山翠谷白，来时的路蜿蜒曲折尽收眼
底。停在谷中的车和仰望大桥的人群，如蝼蚁似的渺小。

绕到大桥东侧的谷底，大桥更加显得雄伟壮观。桥
下的谷口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山河洪水，形成飞瀑直流
而下，冲刷的痕迹深深留在山石和峭壁之上。

仰望天桥，浮想联翩。想当年山里乡亲为改变吃水
贵如油和靠天收的恶劣局势，在一没有机械工具、二没
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硬是凭着一腔热血和毅力，运用
智慧，历时1年6个月10天，在数十米的高空架起一道

“彩虹”，此情此景无不令人感慨和激动。
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不由再次默念大桥南侧竣工

碑上镌刻的毛主席诗词：“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
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可以想到当
年大桥竣工那一刻，人们载歌载舞、群情激扬、泪目飞
花、壮丽而喜悦的场面。

50多年过去了，大桥依然安如磐石，山里乡亲的生
产和生活虽然已不需要它再来调节，但它依旧有着不可
替代的历史和教育意义，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二）山中小村马鞍山

别过老龙湾大桥，我们决定绕道马鞍山村看看。
马鞍山村也是田坪的一个自然村，因村的对面有两

座山峰极像一副马鞍而得名。云台山景区内的子房湖，
原本是一条狭谷，位于子房村，这道谷也称子房沟，后县
里在此筑坝蓄水而成水库，当时因紧靠这两座相连的山
峰，就叫马鞍石水库。

马鞍山村以前也有十几户人家，炊烟袅袅，鸡鸣犬
吠之声相闻，处于闭塞的深山之中，宛如世外桃源。

当来到山村之时，发现已今非昔比。世外桃源依
在，山民却已迁去他处，居住过的房子、院落大都成了残
垣断壁，只有一户人家还在驻守。

山沟里、山坡上是他们闲牧的羊群，白色的羔羊点缀在
青山绿丛中，就像天空中飘浮着的一朵朵白色云彩。以前
山民耕耘过的梯田，一层层打整得还很完好，石头砌出的塄
坎整洁漂亮泛着白色的亮光，他们在上面种满了樱桃。

一家人新盖了前面搭着凉棚的一溜新房，屋里摆设
也很讲究，餐桌、茶台、美酒、香茗。家中有一位二十八
九岁的漂亮女子，她说这些都是自用，并不对外。看来
他们过得很潇洒惬意，把这山当作了诗和画，也把自己
当作了画工和画中的景物。

（三）路过软枣湾

山里村子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村子也都很小，每个
村子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人家，几个小的自然村合起来成
为一个行政村。

马鞍山村就是因为对面有两座相连的山峰像马鞍
得名，那软枣湾想必以前有很多软枣树吧。

软枣湾同样很小，只有3户人家，一户在路侧的沟

下，两户在路侧的坡上，他们各有各的路通向自己的家。
沟下的一户人家，房子下面的一层在坡下，里面放

着杂物；上面的一层在坡上，山花墙上开着门，挂着帘
布。有句歇后语“山花墙上挂帘布，没门”，看来在这里
不适用。

坡上的两户人家一上一下，没有互通的路或阶梯，都
是顺着坡建路斜通到院子。一户的院子里晾晒着两个圆
箩，一个放着烘焙过的野地黄，一个盛着野牛膝。山石的
缝隙间，几条像蛇芯子的嫩条被山风吹得来回摇摆。懂
的人知道那是刚长出的野山药枝蔓。野菊花自不必说，
山里到处都是，怀川地区的“四大怀药”这里一样不少。

山坡上散养的土鸡，见人也不惊慌；几头半大猪在
路上悠闲地散步……

（四）得见纸浆庄

这个季节的山，这个季节的景，是一年中最美的时
刻。它的美来自于刚刚长齐的各种树的叶子。这时的
叶子是嫩绿的，嫩得像步履蹒跚，咿呀学语幼儿的肤肌，
无论你摸着哪一片叶子，都是柔柔绵绵的。这时的叶子
总是给你无限遐想，撩拨着你的心不停地荡漾。就像那
曲折的山路，每一个弯都挡着一个世界，不由得就想揭
开面纱看看那掩映着的神奇。

怀着这样的心理，我们不停地向前，转过一道弯又
一道弯，终于来到了纸浆庄。

纸浆庄原先只有两户人家，后来都搬走了，他们腾
出的房子成了当年修建青龙大坝的指挥部，后几经辗
转，30年前卖给了现在的主人老田。

老田是个有心人，将接手时坍塌得不成样子的院落
进行修整，又盖了两栋房子，建凉亭、搭棚子，现如今成
了“卧龙山庄”。

山庄在群山深处，掩映在绿树丛中，亭台楼阁，溪水
潺潺。老田夫妻二人闲时在山坡喂鸡，忙时照顾客人住
宿用餐，有时也应客人之邀，领着他们沿着山腰上的渠
道，前往青龙大坝和峡谷领略大自然的神奇，讲述当年
山里乡亲为改变命运，千军万马战太行的豪气。

（五）青龙大坝

青龙大坝位于纸浆庄外3公里的深山幽谷之中，修
建于上世纪70年代，历时6年完工。

大坝的建成蓄积了山里青龙洞的泉水，通过悬挂和
嵌入在悬崖峭壁中的渠道，使当年全西村乡1.2万人的
吃水难问题得以全面解决，同时使部分村的土地成了旱
涝保收的沃土。

站在大坝之下，望着坝孔中飞流而下的雪白水柱，
溅在坝底的石面上又激起无数飞花，不由得使人心中荡
漾，思绪万千。

恢宏的大坝由无数块锻凿齐整的硕大石块砌成，站
在下面仰望，感觉我们是如此渺小。正是像我们如此渺
小的无数西村乡亲，50年前，为了改变命运，风餐露宿，
任劳任怨，凭着结满老茧的双手，硬是腰系绳子宛如飞
人，在半空凿石放炮，修成了由此通遍全乡所有村庄的
引水渠首；肩挑背扛，吃咸菜喝冷水，勒紧腰带，筑成了
这旷世泽济子孙的蓄水工程。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后生和
姑娘，有的已经成了腰弯背驼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有
的已离我们而去。而他们缔造的工程依然挺拔伟岸，成
了观光旅游和户外者打卡地之一。

如今大坝所在狭谷还处于原始阶段，置身其中，感
受大自然的纯朴之气，欣喜和别样的感觉油然而生。

（六）洁白的纸浆

告别青龙大坝，我们顺着谷底返回。
谷底的石头不知被山水冲刷了多少年已变得雪白，

高低大小参差不齐。我们不时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
头，寻找着最为便利的路径。

走了一段却发现很多石头上面都蒙盖着厚厚的一层
洁白的“布”。“布”已经被晒得焦干，踩在上面“咔嚓咔嚓”
直响，仔细看正是纸浆。这时，我想起了纸浆庄的来历。
纸浆庄来源于这里有个千年泡浆池，相传是五代时期著
名画家荆浩隐退之后，在这里泡浆制纸、隐居作画而来。

千年已去，泡浆池早已干枯，那这石头上的纸浆又
是从何而来？遍观周围两侧山体，到处生长着一丛丛茎
圆而细长、像龙须一样的山草，远观这一座座山就像披
着件件精心编织的蓑衣。

那一丛丛的草就是蓑衣草，其特点是不生节、纤维
长、拉力好、色泽乳白，是制造胶版印纸、复印纸、钞票纸
的优质原料。

看到这里，纸浆庄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了。那石上的
纸浆想必就是那蓑衣草干后，经雨雪和山上流下的泉水
长时间浸泡分解所致吧。

图① 远看老龙湾大桥。
图② 老龙湾大桥的“龙头”。
图③ 山坡上自由自在吃草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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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家国情
——道德楷模王春来五十年行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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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级警

督。照顾瘫痪的父母双亲
12 年，发明照顾老人的护
理工具数十件（收藏于孝
道博物馆），被誉为“造器
孝亲”的当代著名孝子，身
体力行诠释了忠孝两全的

不凡人生。
曾获得“感动洛阳十大

年度人物”“当代中华最感
人的十大慈孝人物”“当代
中华新二十四孝”“河南省
直十大道德模范”“推动中
国家庭文明十大致敬人物”
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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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一五 学美术干啥？
1973年3月6日

好久没有记日记了，母亲
说：“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我不懂，母亲解释道：“就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妈妈小时
候你姥爷常说，‘惊蛰节到闻雷
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春雷响，
万物长’。”

大墙里文化人很多，有个
画家要教我画画。

那个老画家看我放羊时闲
转悠，就劝我说：“你学美术
吧？”我知道他是个画家，干部
们对他也很好。

我问：“学美术干啥？”
他说：“这是艺术追求呀！”
我笑道：“我吃饱饭没事

干，追求什么艺术呀？”
他傻眼了，张口结舌地望

着我说：“艺术是……”
我又好奇地问：“啥叫艺

术，我追得上吗？”
他眼睛亮了，问：“你想要

钱吗？”
我想起母亲砸石头时满脸

血淋淋的情形，一个月有时只
有几块钱收入，但是能买药救
姥姥。我激动地说：“当然想
要！”

他说：“学画画就能变出钱
来。”

我见过这个老画家的画，
干部办公室里的上山虎就是他
画的，架子车维修房里也有一
幅画，两只猫在全神贯注地盯
着一只蝴蝶。我原先还认为那
是印刷出来的画，现在知道也
是他画的。还有晾瓦房两扇大
门上一男一女白描头像，栩栩
如生，听说也是他画的。

他是大画家，可是画与钱
有什么关系呢？我怀疑：“你骗
人。”

他有些吃惊地望着我，好
一会儿才说：“我现在身上没有
一分钱，对不对？”

我说：“你身上不能有钱，
有钱我就告诉干部。”

他摇着头，说：“我只是打
个比方，你听我说，我能让你身
上的钱变成我的钱，你信不
信？”

我讥笑他说：“你偷钱算啥
本事？还是画家哩，你丢人不丢
人？”

他哭笑不得地说：“哪能
偷？我让你乖乖地自己掏出钱
来给我。”

我撇撇嘴，说：“除非我脑
子有病。”

他一把抽出我上衣口袋里
的黑色钢笔，说：“我用几分钟，
就能把你身上的钱挣到我手
里。”

我心疼地说：“我可只有这
一只钢笔，你要弄坏了得赔
我。”

他不吭声，找了根小钢锯
条掰断，用锯条棱角在我的钢
笔上刻画起来，然后用黄绿粉
笔涂抹在刻画处，又用劳动服
一擦，3分钟后就将钢笔递给
我说：“你看着拿钱吧！”

钢笔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
鸟，绿色的，背面还有我的名
字，金黄色的名字在黑色钢笔
衬托下金光闪闪，太漂亮了！
我的双眼被黑色钢笔上金绿色
的字画照亮了。

他见此情形，得意地说：
“一只鸟5分钱，一个名字5分
钱，总共应收一角钱，我只收你
5分钱，干不干？”

我知道在学校门口有个老
头儿，他在钢笔上刻名画鸟，也
是要收一角钱的，这是硬价
钱。我曾与那个老头儿还价5
分钱，他说什么也不干，却没想
到这个画家也有这一手绝活
儿，而且画的鸟儿更漂亮。我
想，画画也许真的是一件很挣
钱的事。

画家又铆足了劲儿劝我
说：“你要当上画家，就像齐白
石，用毛笔在纸上一点，墨水就
能发亮变成金子。”

我不敢不信了。我若能挣
来钱，妈妈就不用去砸石头了，
而且我还要挣很多钱，为姥姥
还有河北的大爷治病。

●今 悟

常言道，艰辛出孝子，纨绔
废男儿。我这个原本对美术没
有兴趣的人为什么学画？追寻
学画的根源，是艰难的生活中
体恤可怜的母亲——为母亲不
再劳累、为家族老人的康复而
追求艺术。

47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 ：
“爸，当年您有画家梦吗？”我对
孩子说：“有，问题是画家梦是
怎么形成的？孩子，真实的画
家梦是当年在艰苦环境里的不
屈之心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这
一切的根源是可怜爹娘的心。
明白了吗？爸爸的画家梦实质
上是孝心梦，想让家里好起
来。” （未完待续）

“很多人做的手撕包菜不是软得都是水，
就是不入味。手撕包菜作为一道家常菜，越是
简单越要讲究做法，我的这种做法做出来麻辣
鲜香、清脆爽口，非常下饭。”8月31日，家住锦
绣江南小区、33岁的市民张敏说。

张敏分享了手撕包菜的做法：首先要选择
那种不是很紧实的包菜，把根部切掉，手撕成
小块，需要避开老筋，不然会影响口感。需要
注意的是包菜一定要手撕，撕出来的叶片是自
然断裂，炒起来更易入味，切记不能用刀切。
撕好的包菜用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把蒜切
片，干辣椒、小米椒切段，然后调一个料汁：碗
中加入一勺生抽，两勺陈醋，一勺蚝油，半勺白
糖，再加入适量盐、鸡精后搅匀。起锅烧油，油
热后放入花椒、蒜、干辣椒，爆出香味，随后放
入包菜进行翻炒，等包菜断生后，沿着锅边倒
入调好的料汁继续翻炒，使包菜充分入味，随
后放入切好的小米椒，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
了。

“包菜不能炒时间太长，照我的办法做既
保持了包菜颜色，又增加了其鲜香，在家里，几
分钟就能轻松搞定，全家人都爱吃。”张敏说。

“50后”“60后”：

好好规划迎接“新学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张敏：手撕包菜 麻辣鲜香
本报记者 王梦梦

上图 张敏展示做
好的手撕包菜。

左图 手撕包菜。
本 报 记 者 王 梦

梦 摄

进入9月，学生迎来开学
季，如何度过新学期成为热点
话题。开学，可不仅仅是学生
的专利，银龄也迎来缤纷开学
季。连日来，我市的“50后”

“60后”们，忙着选择合适的
上学地点，挑选自己最感兴趣
的专业，为新学期制订计划，
为丰富、充实的老年生活作准
备。

8月31日，解放区老年大
学发出了一条秋学期招生补招
生的通知，引起很多老年人关
注。“正想着给自己找点事情，
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得好好挑
选自己喜欢的专业，认真学习
一些新知识。”“60后”李阿姨
说。记者在报名现场看到，赶
来报名的老年人有不少。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让
老年生活更加充实、丰富，已
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共识，
也是我市很多老年人选择的
养老新方式。今年69岁徐阿
姨特别推崇老有所学，退休后
这10多年时间，她通过自学、
上网课、上老年大学等多种方
法，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葫芦
丝、钢琴、游泳、绘画等多门课
程。为了上好这些课，她制订
了学习计划，列好了每天时间
表，并持之以恒坚持了下来。
如今，这几门课程她都学得像
模像样，有几次还在一些中老
年赛事中获得了奖项。“我被
身边的朋友称为‘学习达人’，
也带动身边很多老年朋友走
上了学习之路，过上更有乐趣
的老年生活。”她说。

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近年来，我市一些老年大学连
年增加学位，并根据老年人的
需求新增有特色的专业。比
如，解放区老年大学从办学初
期的10多个专业，发展到如今

的近30个专业，内容涵盖艺
术、文化、医学、生活技能等多
个领域，逐步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除此之外，我市不少单位、
社区还与老年大学联合，开办
老年大学分校，并根据所针对
老年人群的需求，精准开设专
业课，为老年人搭建就近学习
的平台。“英语专业、计算机专
业、智能手机应用等专业都是
在老年人的要求下新开设的，
这些课程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
时代发展，很受欢迎。”解放区
老年大学校长张巧红说。

记者了解到，老年大学开
设的课程都是公益性质，越来
越多志愿者在这个平台上，加
入了助老服务队伍。河南理
工大学青年志愿者与解放区
老年大学结了帮扶对子，大学
生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为老
年人讲解智能手机的使用、基
础电脑知识等课程，备受老年
人青睐。老年学员毋阿姨用
两年时间，学习手机扫码支
付、网上社交、线上购物等课
程，很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已70多岁高龄，但家人都

称赞她“越来越时尚，越活越
年轻”。

为了让自己充实起来，很
多老年人同时报名学习了好
几门课程。去年成为老年大
学学员的“50 后”学员李永
德，今年报名了新疆舞、豫剧
等课程。他说，自己喜欢体育
运动，学游泳、骑行，对文艺活
动一窍不通，报名了这两门课
程，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让
老年生活过得更精彩。“孩子
和老伴儿都非常支持我，我也
越学越有劲，新学期要下功夫
好好学。”他说。

记者了解到，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下，我市正常开
课的老年大学严格遵循扫描
场所码、查验健康码、测量体
温后进入教室上课的规定。

“新学期也会按照疫情防控的
要求，全面安排教学管理、校
园安全等方面部署，按要求确
定开学时间，让老年学员们在
新学期有所学，有所乐。”张巧
红说。

上图 老年大学报名现
场。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