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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一女，凑成好字，你看你多有福
气！’很多人一见面，都会这样对我说，但是我
的无奈和苦衷只有我自己知道，太难了！”“90
后”宝妈小娟见到记者就开始“抱怨”起来。

小娟就是人们口中常常夸赞的有福之
人，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聪明伶俐，非常可爱，
在外人看来，真的是幸福的一家。但一提起
孩子们，小娟说只能用“鸡犬不宁”来形容。

小娟的女儿加一今年8岁，胖乎乎的外形
配上活泼开朗的性格，活脱脱的一个假小
子。“我家这小妮子，别看外形强悍，其实有一
颗粉红的公主心，从衣服到发饰，甚至是用的
一些小文具都只要粉色的。你看她嗓门大，
其实特别懂事，经常照顾弟弟，很有姐姐样
儿。但她粗心大意，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
说起女儿，小娟满脸的幸福。

而儿子夏天的性格和他姐姐截然相反，
别看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但遇到陌生人依
旧腼腆，像个小女孩。“他呀，典型的‘窝里
横’，可比10个姐姐都难带，脾气比较倔强，两
个人经常因为争抢玩具打打闹闹，最后还是
姐姐让着他。我在家当的最多的就是裁判，
他们天天吵架、打架，都得来找我评理。”说到
儿子，小娟直呼太难了！

“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把他俩送去
上学，我在家能好好躺一会儿，做点自己喜欢
的事儿。但话说回来，两个孩子都是我从小
带大的，有一次他们和爸爸一起回老家，几天
没见，我自己在家还偷偷抹眼泪呢！”家中的
笑声、哭声、争吵声、打闹声，充斥着这个温暖
的四口之家，这“鸡犬不宁”的生活让小娟乐
在其中。

谈到对孩子们未来的打算，小娟说：“我
真的没有考虑这么长远，孩子们能健康快乐
长大就足够了，让爱永远住我家。”

下图 小娟（中）和一双儿女。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中山路：

让爱永远住我家
本报记者 李 征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中山路，因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
山而得名，在我国很多城市里至今保留。中山路最早
出现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后来许多城市相继将原有
或新建、改建的重要道路用中山路命名。

其实，博爱县也有一条中山路，收藏着曾经的一段
历史，汇聚了如今的盛世繁华。

近日，走在中山路上，给记者带来震撼的首先是两
旁郁郁葱葱的悬铃木（俗称法桐）。夏天已到，新桐初
引，清露晨流，一派生机。阳光透过树叶洒到地上，光
色斑斓，凉意顿生。

中山路最早是沿北老城墙基形成的，1971年铺设
沥青路面；1984年整修扩建，为沥青路面；1986年9月
1日，根据《关于启用城区街巷标准名称的通知》，命名
为环城北路；2005年，重修滨河路至海华路段；2005年
3月7日，更名为中山路；2011年，重修月山路至滨河
路段。中山路全长5.7公里，2011年该县对中山路（团
结路至滨河路段）进行了大修。现在的中山路绿树成
荫，街道两旁商场林立，人来人往，是博爱县最繁华的
地段。

当地人告诉记者，博爱的县名取自孙中山先生倡
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博爱人自然而然地将县城最
繁华的主干道取名中山路。

如今，中山路旁还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目光
炯炯，身姿挺拔，是其孙女孙穗芳于2011年捐赠的。

当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传承孙中山
先生的爱国革命精神，孙穗芳立志在全世界捐赠100
座孙中山先生铜像，在博爱县揭幕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是其捐赠的第60座。据新闻报道介绍，孙穗芳专程赶
到博爱，为祖父的铜像揭幕。

中山路两旁，就有中山广场、中山国际广场两片绿
地，成为附近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博爱县委、县政府的院落，就坐落于中山路旁，这
里也因此成为全县的政治中心。

博爱县城的购物首选，也在中山路旁。这里有中
鼎国际广场、壹号广场、新世纪生活广场等，超市、商场
人气超旺。

“对外地人来说，不到中山路，等于没到博爱县
城。在这里，既能吃到博爱的多种名吃，也能买到中意
的衣服、家电、家具等。”博爱县青年刘慧告诉记者。

博爱体育馆，也在中山路旁，多年来一直是该县重
要体育比赛及重大活动的举办地。据了解，每天都有
很多人来这里打球、跑步、打太极拳。

中山路在博爱县城的地位有多重要？它是东西走
向的城区中轴线和“六纵六横”城市道路框架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

今年4月，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强力实施“焦
博一体化”战略，博爱县投资1080万元对中山路部分
狭窄路段进行改造，将两车道扩宽成四车道，宽度由9
米增至14米。

“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伟绩彪炳千秋，作为一名博爱
人，我为我们县城有这样一条中山路深感自豪。”博爱
县居民王群生说。

上图 博爱县城中山路段街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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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科原来在门诊楼三
楼时，楼梯口的对面放着一
把红色木连椅。木连椅年代
久远，脱漆掉色，已失去往日
的风采。椅面上的木条有的
裂开、有的翘起，经木工师傅
多次维修，椅子还在忠实地
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来往的
就医者提供歇脚的地方。

众多求医者很自然地选
择在那里停留，其中有位年过
七旬在知名医院做过舌癌手
术的老者，穿着朴素、整洁，碰
面时先点头微笑打招呼，很友
善，坐在连椅上等待医生为他
看病的时候最多。无论严寒
酷暑，他来就诊始终坐在那里
静静等待医生。让他进办公
室歇脚，他就指指椅子说这里
就行，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住院
病人，也没有办理门诊手续，
不愿过多地麻烦医生。医生
看到他来，若情况允许先给他
看，若实在忙他就坐在那里
等。刚来时说话尚清楚，后
来，偶有口水不受控制流出，
老者慌忙用纸巾去接，还是会
滴落在地面上甚至滴落在医
生的工作服上，他急忙说对不
起，脸上布满歉意和无奈的表
情。看过病，医生告诉他生长
良好，脸上的微笑表现出发自
内心的感谢。这样的就诊持
续了大半年。

病魔无情地一天天吞噬
着他的健康，复发后又去大
医院做了几次治疗，包括手
术、放疗，舌头逐渐切除变
小，仅剩下舌根，老者已无法
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只
能靠手势、面部表情与他人
交流。由于放射治疗造成下
颌骨骨髓炎，局部组织坏死，
口腔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老者也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
的痛苦，就是这种情况，若医
生忙时他照样坐在椅子上
等。清理病灶时，老者发不
出多大声音的嗓子还在喊
叫，让人听着非常难受。治
疗结束后，老者总是双手合
十虔诚感谢。

天气越来越冷，老者来

得频繁了，病也一天天加
重。三九天某天，老者插着
胃管、佝偻着身体、穿着厚厚
的棉衣坐在连椅上。我看到
他赶紧说，你来办公室暖和
吧，医生今天做手术时间很
长。老者摇摇头，用手指指
连椅示意就在这里等，同时
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还拿
出手机用无力的手指拼出字
让我看，上面写道“我来趟不
容易”。我心头一紧，眼圈有
些发热，使劲点点头，连声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就打电
话告诉医生。

医生尽量用低廉的花费
为他解除痛苦。老伴经常背
着他悄悄抹眼泪，真受罪
呀！有空你就来，每次走时
医生总是这样交代。科室的
同事也已习惯他来看病，他
也好像成了科室的一部分。
快过年了，老者已经有段时
间没有来，大家还念叨他，有
个同事和他住得比较近，听
说老者已经走了，慢慢地，大
家把他淡忘了。

有天上午，老者的老伴
带了些大枣来到科室，她说
这是自家老院的树上摘的，
老伴去世后，她也没有心思
去老院了，淘气的孩子摘去
好多，剩下不多的枣给你们
带来尝尝。我们连连感谢并
夸枣真甜，并怯怯地问老者
的情况，她说走时瘦得不像
样，疼痛得厉害，说着眼泪像
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拍
拍她的肩膀，用无声的语言
安慰她。

科室从门诊楼三楼搬到
老病房二楼时，那张木连椅
也搬了过来，就放在靠近护
士站的北墙边，后来院长来
科室检查工作，大概看到老
连椅太旧了，就让后勤换了
张新的铁制连椅。大家依然
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新连椅
也像老木连椅一样忠实履行
着自己的职责，歇脚者每天
在变换，有新面孔，也有许多
老面孔，连椅上的暖人故事
也在继续着……

本报讯 5月12日上午，焦作油
画艺术研究院在市文化馆宣告成立。

该研究院是以油画艺术研究、展
览、推广等业务为主的专业学术团体。
中国美协会员、市文化馆馆员薛广陈担
任院长，牛红岩、江向东、李晓勇、冯斌
斌担任副院长，梁昨非担任秘书长，首
批吸收会员和院聘画家30余人。

焦作油画艺术研究院成立的同
时，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首个
油画展——焦作油画艺术研究院2022
年展开始与广大观众见面，展出油画
精品50幅。这些作品涵盖了丰富的油
画语言表现形式，体现了焦作油画艺
术发展的基本现状。 （顾培利）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电话那端原来
是早年移居市内的西村乡磨石坡村老乡亲樊清俊。

樊老先生今年74岁，他在电话里说：“看到《焦
作晚报》刊登的文章《乡贤郑乃谦》，虽然还没登完，
但我读了特别激动，给你打个电话。这么多年，你致
力于山区文化事业，名扬乡里，希望你继续努力拼
搏，更上一层楼。”

谈起这些年西村的变化，樊老先生动情地朗诵
起自己的打油诗《思念故乡》：“油然而生思故乡，怀
念旧地情意长。盛世昌明日子好，国泰民安奔小
康。旅游公路村后过，三面环山俺村庄。村容村貌
醉游客，古村巨变披盛装。丰收喜悦粮仓满，意气风
发精神爽。怀念旧时先人苦，情不自禁泪两行。离
乡奋斗四十载，人生正道是沧桑。儿孙绕膝皆孝顺，
耕读传家济世长。思念故乡忆往事，举目星空夜未
央。”

樊老先生说，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全托共产党
的福，所以做人要有感恩之心。人生很苦，要勇于拼
搏。左肩扛着责任，右肩挑起担当。清清白白做人，
实实在在做事，为人处事讲诚信，才称得上完美人
生。随后他又朗诵起另一首打油诗《人生感悟》：“人
若故去万事空，此生不见三人同。山高易改性难移，
唯有家和万事兴。宁可清贫有志乐，莫要浊富逆人
情。为人做事先正心，明理方晓人间情。大公无私
天地宽，问心无愧任人评。”

两首打油诗，既浓缩了古稀老人浓浓的思乡之
情，也表达了他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磨石坡村的
几位老党员，读了樊老先生的打油诗后，觉得应该和
我一起去市内一趟，见樊老先生一面，叙叙旧。

于是，我与磨石坡村的老党员赵炳银、韩满常、
樊长州一起，在村党支部书记韩继明的带领下，驱车
赶到市内东王褚小区樊老先生家。进入家中，好像
到了书法展厅，映入眼帘的是许多书法作品，内容多
是孝道文化，其中也包括老先生的诗作《思念故乡》
《人生感悟》。最有特色的是他为纪念母亲100岁华
诞而做的牌匾，暗红色的底面上镌刻着金色的大字：
功德高誉。

樊老先生捧着我们赠送他的《山门河畔——西
村乡红色历史散记》一书，如获至宝，兴奋地说：“有
了这本书，我对家乡更加了解、更加热爱了。”

樊老先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1948年出生，
读初中时成绩优秀，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劳动之余
酷爱读书，对诗词兴趣浓厚。早年在磨石坡村当过
13年的大队会计，30岁那年落户到王褚村，担任过5
年的生产队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自
谋职业开起了家庭小作坊，靠苦干实干，诚信经营，
创业成功。

深知老家山里人的纯朴与厚道，樊老先生对故
土和乡亲永远怀着感恩之心，身居山外，牵挂故乡，
关注山里的发展变化。

这些年，樊老先生每逢腊月回到磨石坡探亲，都
会给村里上年纪的老人带些礼品。一入冬，还不忘给
困难户送些棉鞋、棉衣或者食用油、大米，而且坚持了
整整10年。知道老家村里人到市内住院，都要前去探
望慰问。2015年，他听说磨石坡村兴建植树造林功德
碑，不但帮着撰写碑文，还踊跃捐资。

樊老先生说：“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年纪越大
越想念磨石坡，希望故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人生不
会枯木逢春，但是要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我们提倡
敬老孝老，回报故土，就是要让孩子们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良好的家道、家风，只有这样，
中华民族才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受樊老先生影响，
他的子女在工作单位都表现得十分优秀。

樊老先生说，作为《焦作日报》《焦作晚报》的忠
实读者，他通过报纸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变化，深知文
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他说：“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是健康的细胞，那么我们中
华民族一定是一个特别健康、特别强大的民族。”

乡情浓浓，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我们
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焦作晚报》一篇文，牵起许多乡土情。

刺 梅
□白衣飞霜 文/图

关注你是在蔷薇之后
浅夏的时光里
你轻轻摇曳
偶尔的刺，显示你寄身尘世
又与尘世保持的距离

每天都看你
仿佛白色的蝴蝶舞动
使沉重的日子变得轻盈
或者像一片片雪
在夏天的额头
贴上几片清凉

艺术家代表上台接受市文化局和
市文联领导颁发的聘书并合影留念。

顾培利 摄

走廊上的木连椅走廊上的木连椅
□范巧玲

晚报牵起乡土情
□郑乃谦

焦作油画艺术研究院成立

■文化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