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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

一级警督。照顾瘫
痪 的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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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行地诠释了忠
孝 两 全 的 不 凡 人

生。
其曾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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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称号。

〇三二 生死教育
1975年7月10日

中午，我实在拉不
动泥巴了，太累了，一时
疏忽，忘记了脚下用力
要均匀，把木橛子踩脱
落了，我一屁股坐在椽
子上，向下滑去，心里却
没有一丝恐惧，脑子一
片空白。

不知道该感谢人还
是老天爷，我脚下的木
椽子不知何时，也不知
道谁将它固定在屋脊大
木梁上了，也许早就固
定了。

当我跌倒后身子下
落时，求生的本能用胳
膊勾住了木椽，捡回了
一条命。

这一刻发生在小暑
的第三天，六月初二，深
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今 悟

回想当年我在楼上
往下坠面对死亡时，反
倒没有一丝恐惧和害
怕，也许根本来不及害
怕，只是事后才害怕。
当年的坠楼事件让我明
白了，死亡并不复杂，人
死也很简单，我只是幸
运活了下来。

45 年后，我的孩子
问：“爸，生命太脆弱
了，我也怕死，对孩子
是否也应该有生死教
育？”我对孩子说：“所
有的人都需要生死教
育。俗话说，‘黄泉路
上无老少’，小孩也可
能面临亲友乃至自己
的死亡。生死教育的
话题表面上令人恐惧，
却可以帮助人克服对
死亡的恐惧，了解生死
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
的必然组成部分，人只
有了解了死才知道怎
么生，就是所谓的向死
而生。”

〇三三 孩子叛逆
1975年7月11日

数次遇险，大工师傅
都认为我会被吓跑，他没
有想到不管多困难我都
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大工师傅，现在我
不抱怨您了。我不干
活，您就能多分几角钱，
而我分了您的“羹”，所
以您让我干最危险的活
儿，想方设法撵走我也
在情理之中。

但是我还想告诉
您：对不起，我一定要分
走您一杯“羹”，因为我
要救母亲的命，要我家
好一点，就必须坚持下
来拿到工钱。

对了，忘了告诉您，
本来我心里还有对父母
的不满，报怨父母太啰
唆，是您将我的叛逆化
为了乌有，我完全理解
了父母，谢谢您！

●今 悟

我发现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种能量，如果从
小娇生惯养或受到过度
保护的孩子，这种能量
无法释放，就会演变成
叛逆能量，成为叛逆孩
子，放任下去会成为叛
逆的“巨婴”。

45 年后，我的孩子
问：“爸，孩子为什么叛
逆？”我对孩子说：“爸爸
发现‘叛逆’现象的实质
是人体内能量导向的问
题。当年爸爸也有叛逆
行为，比如顶撞你爷爷、
奶奶，总自以为是。真
的要谢谢大工师傅的

‘帮忙’，让爸爸身上的
这种能量用于正途（劳
动中释放），不再叛逆
了。孩子，叛逆是成长
的过程，尽早将身体里
的能量引向正途是解决
叛逆问题的有效方法。”

（未完待续）

你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啥期
待？你打算如何养老？《焦作市养
老服务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正式
公布，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条例》的公布实施，对我市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
求，破解养老服务难点痛点堵点，
促进和保障养老服务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市不同
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对《条例》的
实施有着不同的期待。

市丰收路锦祥花园小区是我
市新城区开发、居民入住较早的
小区之一，小区入住率高，老年人
较多。这一年多来，81岁的李阿
姨对开办在小区内的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很依赖。“前一段时间，
我和老伴都在楼下的日间照料中
心吃午饭。吃过饭后，下午和朋
友一起聊天、娱乐，省去了买菜、
做饭的劳累，特别轻松。”李阿姨
说。

为李阿姨提供午餐的是解放
区王褚街道锦祥花园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中心开办两年多
来，很受老年人欢迎。“随着年龄
的增长，一些老年年人无法承担
家务、做饭的任务，能在家门口放
心就餐，是很多老年人的愿望。”
李阿姨说。记者了解到，《条例》
第十一条指出，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发挥资源统筹、服务主体孵
化、人员培训等功能。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至少建设
一所居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
供全托、日托和上门服务等综合
性养老服务。鼓励和支持村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居家养老
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指导、
日间照料、助餐助浴、文化娱乐等
服务。相邻较小的村可以共同设
立养老服务站。

这些规定让李阿姨充满期
待。她说，日间照料中心如果能
上门提供完善的助餐助浴、健康

指导服务，老年人养老的选择会
更加多样化，老年人对晚年生活
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年近七旬的靳焦生是一名
文艺爱好者，也是一名老年志愿
者，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乐于
组织老年人参加社区文化活动
以及各种志愿服务。“在志愿工
作中发现，时代发展很快，但老
年人的接受能力不同，适应能力
也越来越差，很多新事物甚至成
为老年人生活中的拦路虎，让老
年人时常有与时代脱节的挫败
感。”她说。

《条例》公布后，靳焦生认真
学习了里面的内容，对其中第九
条的相关规定充满期待。第九
条指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推进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交通、文化、体育、医疗
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
造，在公共场所增设适合老年人
活动、休息的设施，在“焦我办”

“百姓文化超市”“95128电召服
务”等平台增加助老模式，为老
年人出行、办事、就医、健身、娱
乐等提供便利。“适老化改造势
在必行。如果交通、医疗等公共
场所增加助老模式，让老年人摆

脱智能时代的困扰，能独自出门
办好自己需要的事情，晚年生活
将会增加很多获得感、幸福感。”
靳焦生说。

完善老年人优待制度，让老
年人受尊敬，也是不少老年人的
期待。市民刘阿姨今年65岁，每
天早上到家门口的雕塑公园和
同伴一起锻炼身体。她说：“焦
作的公园越来越多，我们也能处
处受优待，乘免费的公交车逛免
费的公园，不用出远门就能赏美
景。”

记者了解到，《条例》第二十
六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完善老年人优待制
度，包括免费向老年人开放各类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推广应用符
合老年人需求特点的智能信息服
务，保留、完善传统服务方式；拓
展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渠道等内
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条例》的规定时时处处为
老年人着想，让我们养老放心、无
忧，特别期待《条例》落地实施。”
刘阿姨说。

上图 开放的公园，为老年
人锻炼身体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已过，这
一时节易出现明显降温。气温骤
降，老年人的血压也容易出现波
动。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老年人，学会在家里
准确测量血压，掌握血压变化，可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对身体
健康很有必要。

怎样正确测量血压呢？首先，
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血压计，在
社区医生或卫生工作者的指导下，
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其次，要了
解准确测量血压的基本原则。具

体为，保证周边环境安静、无噪音，
选择高度合适的座椅和桌子；测量
血压前30分钟不能喝咖啡、吸烟
或运动，保持精神放松；测量时应
选择坐位，手肘部平置在桌上，双
足自然平放地面，上臂与胸壁成40
度角放于桌上，与心脏处在同一水
平；血压首次测量应测两侧上臂血
压，以后测较高读数的一侧，老年
人、糖尿病患者及出现体位性低血
压情况者，需要加测立位血压，确
保数据准确。第三，要了解测量血
压的最佳时间。初诊或血压未达

标及不稳定的患者，应每天早晚各
测一次，最佳测量时间为早上起床
排尿后、服药前及晚上临睡前。

掌握了正确测量血压的方法，
还要学会判断血压值。市疾控中心
健康教育所工作人员提醒，一般情
况下，家庭自测血压水平会低于诊
室血压水平。非同日3次家庭自测
血压均高于正常值，建议再去医疗
机构确诊。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对
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自测的血
压值只能作为参考，切不可因自测
的血压值高低来随意调整药量。

《焦作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将施行

咱焦作老年人更有养老新期待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老年人如何正确测量血压？
疾控部门细致讲解

本报记者 梁智玲

2022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周末·乡村 编辑 许 凌 版式 赵 恒 校对 马 丽 组版 王翠翠 A05

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长沟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村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的历史记忆
□吉怀儒 司良伟

长沟村，是沁阳市紫陵镇辖区一个不起眼的村庄。然而，从这里却走出了中共沁

阳县委早期领导人马纪民，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开国少将马宁。《河南省沁

阳市地名志》载，长沟村位于该市西北部13.5公里处，南隔沁河与柏香镇东乡村相望，东与

西向镇的常乐村相邻，西与范村接壤，北与王庄村、赵寨村交界。沁（阳）五（龙口）公路由东

向西从村北穿过。全村现有耕地80多公顷，有5个村民小组、近500户人家、1700多人，姓

氏有司、李、马、贾、邓、南等。

“

古老的村落

据史料记载：长沟村始于宋朝。相
传，宋时长沟村一带因山洪暴发，由西向
东冲出一条长沟，沟里长年有水。有人
发现水中有鱼及水产品可以充饥，就沿
沟旁搭起草屋居住。随着社会发展与人
口增多，形成了后来的长沟村。

长沟村东西长约1公里，最初人们
按片居住，比较分散。为便于生产和联
系，人们就由东向西将几片村落称为东
庄、后庄、小庄、西庄。人民公社化后，东
庄分为4个生产队，后庄、小庄、西庄各
分为 2 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 100 多
人。过去，庄与庄之间相隔一二百米，现
已连成一片。

据老人们说，当时长沟村中间的
河沟宽约10米，住在沟旁的人们一年
四季除种地外，还利用空闲时间搞副
业——捞毛纸。他们将麦秸秆、水草、枸
树皮、废纸等原料，与石灰搅拌在地锅里
蒸煮后，经过碾磨、撞穰、拧穰、拌浆、取
张、压干、分张晾干等数十道工序后，生
产出黄毛纸，几乎家家有作坊。这种靠
手工生产的纸张柔软性好、透气性强，被
作为包装中草药、食品及其他日常用
纸。长沟村除捞毛纸外，还捞袼褙。袼
褙较毛纸厚，一张一张摆放在地上晒干
后，主要是妇女们用来做鞋样。新中国
成立后，各捞纸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和生产队。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机械造纸取代了手工造纸，捞毛纸、捞袼
褙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厚重的文脉

长沟村原来有贾氏宗祠（后庄）、司
氏宗祠（小庄）、马氏宗祠和张氏宗祠、南
氏宗祠（三宗祠在西庄），除司氏宗祠近
年又复修外，其余几个宗祠均消失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贾氏宗祠位于该村中部的后庄，始
建于清朝年间，占地约2600平方米，坐
北朝南，颇为壮观。大殿位于中间，门前
有2个石狮子，正门两侧呈八字形向外
延伸约20米，中间形成一个小广场；北
边有个院落，分东屋、西屋，北门可以出
行。后来，该宗祠曾为该村小学。在贾
氏宗祠西南约 100 米处有“三仙奶奶
庙”，当年也较壮观。记忆中，司氏宗祠
西南边司世伦家老院门前，曾挂有清朝
乾隆皇帝御赐的“司永侨大学士”匾额。

现在，这些古迹已不复存在。
在长沟村，流传着清朝同治皇帝传

旨旌表司家道之妻任氏的故事。该村北
曾有一座清朝同治皇帝御赐的高3米
多、宽1米的双龙头石碑，石碑正中雕刻

“司家道之妻任氏贞节楷模”几个大字。
当年，小朋友们常在碑前玩耍，听老人们
一代代传说着该“贞节碑”的来历：早年，
该村村民司家道在村南沁河滩经营着一
大片桃园。该桃树品种好，成熟后的桃
子味道鲜美。每当桃子成熟时节，无论
官、民，还是路人，都能来桃园随意采摘
和品尝，由此留下好名声。数年后，司家
道积劳成疾离开人世。他的妻子任氏年
轻守寡，不离不弃，靠纺花织布维持生
计。她在伺候家中老人、教育子女的同
时，仍像司家道在世时那样管理着桃园，
学着司家道一如既往地奉献于他人和社
会。对于任氏节孝双全、品德高尚的行
为，当地官员秉承民意逐级上报朝廷，请
求予以褒奖。朝廷对此极为赞赏，御赐
双龙头石碑予以旌表。

历史的存在

长沟村和周围村庄的老年人，都知
道长沟村村西有一道南北走向的“长村
堤”，这也是长沟村几代人的面子工程。
从前每到雨季，从太行山流下来的洪水
汇聚到沁河堤根后，折向东流，冲毁庄稼
和田园。长沟村及下游几个村庄深受其
害。据《怀庆府志》记载，明朝晚期，客居
常乐村的紫陵镇无业儒者牛腾奎出面，
邀约长沟、常乐等村群众，筑起这道“长
村堤”。

该堤由长沟村西修至王庄村南，南
北约长1.5公里，底部三四米宽，上面2
米多宽，高2米多，堤上有树。既挡住了
西来的洪水，又保护了家园。随着涝河、
安全河的开挖，该堤已失去原来的作用，
成为一道挡风的屏障；更像一位历史的
老人，向人们述说着曾经的过往。

由长村堤举目北望，看到的是王庄
村；王庄村是由长沟村分出来的。明朝
时，长沟村一王姓人家迁此定居而得
名。王庄村原来归长沟村管辖，1958年
人民公社成立后，王庄村自长沟村析出。

长沟村早年的“祈雨”活动，曾是独
特的风景。旧社会，人们不懂科学，笃信
神明，每当遇到困难时，多祈求神灵保佑
和赐福。在怀庆府一带，旧有“祈雨”的
习惯，村民大多集中在庙里上香祈雨，或
抬着神像巡游祈雨，有的还到捏掌村“尧

圣庙”舀回尧池水，祈求天降甘
霖。但长沟村人的“祈雨”却很独特，他
们不是在村里，而是去神农山紫金顶。
因为长沟村的西庄与紫金顶南北正对，
群众信奉大山上的神灵。史料记载，
1934年6月，长沟村人举行了一次“祈
雨”活动。他们抬着三仙圣母的銮驾，浩
浩荡荡上山祈雨。虔诚的人们在紫金顶
三天两夜，不停地上香、磕头许愿、读祭
文和祷告，以求感动神灵下场透雨解除
旱情。情之所至（也是阴错阳差），苍天
终被感动，果然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大
丰收。村里人还刻制两块“甘霖普降”的
匾额，献挂于小北顶老君庙和大庙拜殿。

村民的奉献

长沟村人识大体、顾大局，积极为国
家作奉献。史料记载：1945年4月初，
沁北解放，八路军在各村镇驻扎。为支
付军需，夏收前，沁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决
定，就地向群众借（征）粮食。当时长沟
村250多户人家，政府借征小麦260石，
平均每户150公斤左右；仅东庄5户人
家就借征90石，占全村任务的三分之
一。但村里人认为：政府征粮责无旁贷，
这也是为打败日寇、消灭伪杂应尽的义
务。所以，借征任务派出后，各家各户都
把最好的小麦晒干扬净，按期如数送到
行口粮库，圆满完成县政府下达的夏粮
借征任务。

1947年秋，为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9纵队南下歼敌，需要在沁河长沟村至
东乡段架桥，县政府一声号令，长沟村人
积极响应、义不容辞，家家户户出劳力、献
木料。木料不够，村里人忍痛扒了“三仙
奶奶庙”，木料全部用于修建沁河桥。时
值秋雨时节，河水不断上涨，全村劳力全
员出动，在深及胸部的激流中打桩架桥。
由于水深流急，一些刚打上的木桩被激流
冲走了，他们就再打。在打桩架桥的同
时，还为南下部队打造了10条大木船，以
实际行动支援部队，受到南下部队指挥部
和沁阳县民主政府的表彰。

长沟村南临沁河，村里人年年防洪
抢险打头阵。特别是1982年秋，沁河涨
大水，河水两岸平，形势严峻。全村劳力
上大堤抢险，日夜坚持、严防死守在第一
线，确保大堤无恙、群众安然度汛。

领袖的关爱

长沟村地灵人杰、名人辈出，在中共

沁阳党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抗
日战争早期，中共沁阳县委领导人是长
沟村的马纪民，领导沁阳人民不屈不挠，
与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的
影响和感召下，该村的有志青年纷纷走
出家门，投身革命洪流。

从这里走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司令员、开国少将马宁。他受命于危
难之时，为空军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特别是马宁
将军与毛主席风趣相会的一段轶闻成
为世人的美谈（也被记入多种文献）。

在马宁任空军司令员的几年间，虽
然与毛主席有过多次相会，但与领袖的
初次相见意义非凡。那天，毛主席在中
南海菊香书屋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
的成员。毛主席坐在书屋的中央，左边
坐着朱老总，右后侧站着周恩来等几位
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人员依次接受
领袖的接见。马宁跟在解放军总政治
部副主任田维新的后面走进菊香书屋，
当他向毛主席报告“我叫马宁”时，毛主
席看着马宁笑着说：“哎，你姓马，我出
个谜语给你猜，答个字好吧！”不等马宁
答话，毛主席接着说：“这个字谜是，一
边大来一边小，一边跳来一边跑，一边
吃血吃肉一边吃草，你猜猜这个谜底是
什么？”毛主席虽然说得很明白，让猜一
个字，可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宁完全没
有思想准备，加之紧张，脑子里一片空
白，只好回答说：“主席，我猜不出来。”
毛主席看了看大家，笑了笑，也没有说
破谜底（马宁后来明白，这个谜底是牢
骚的“骚”字）。毛主席大家风范，用一
个谜语拉近了与下属的关系，也流露出
领袖对空军司令员马宁的赏识与厚爱。

从这里还走出了焦作市委副书记、
市人大代主任南嘉禾，中国机械设备进
出口总公司对外经济合作部总经理司明
茂，原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司明勋，原四川
省自贡市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政治部主
任司明玉等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他
们也为长沟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长沟
村还涌现出司明亮、司世和、司良明等
11位革命烈士，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抛头颅，洒热血，奉
献了青春和生命，他们是长沟村的骄子
与英雄，更是长沟村人的自豪和骄傲。

上图 1995 年秋，开国将军马宁
（右）回长沟村看望乡亲。

（吉怀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