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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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荣誉。

〇二九 第一次挣钱
1975年7月7日

打小我干过装卸工、运输
工，却没担过水，不知晓担水
有什么难的。在担水民工的
引导下，我走了足足有一公里
多的路，经过上下两个大坡才
来到水井边。担水民工看我
开始打水便扭头走了。

从井里打出两桶水，已费
了不小劲儿，井太深了。担水
走路不是前桶碰地，就是后桶
着地无法平衡，尤其是上下
坡，如同走钢丝。不会担水的
我坚持，再坚持，终于狼狈不
堪地把水担到了工地。

大工师傅站在工地的路
口叉着腰，看到我担水走来，
劈头盖脸地大骂：“你这个小
混蛋，刚来就偷懒，没水施工
了，后果由你负责。”

我心里委屈，担水明明由
两个熟练工担任，你现在让我
一个新手担水，怎么够用！

我忽然明白了，大工师傅
在罗织我的“罪状”，达到赶走
我的目的，这怎么行？

我不敢吱声，低头加快了
脚步。踉踉跄跄又担了三趟
水后，我的肩头已经红肿，疼
得不敢触及。双肩太疼了，头
上的冷汗一层又一层往外冒。

怎么办？不能退缩，父亲
曾说草包男人才会投降。又
担了一担水后，我放下扁担，
裤子和鞋全湿透了，肩头疼得
我眼噙泪水又强忍泪水，不能
让他赶走我，母亲不是说痛苦
是成功的大门吗？

原以为年长的大工师傅
会心生怜悯，我毕竟是14岁
的孩子，到了这种地步，他怎
么也会放我一马，何况我们无
冤无仇，他肯定也有孩子，人
心都是肉长的。

我想，他应该能体会到我
这个小工的不易，咱都是干粗
活的劳动人民！

“你这个小混蛋，耽误了
施工，今天下午非担够30担
水不可，否则走人。”万万料不
到蹲在地上休息的大工师傅，
看我想歇息会儿，恼了，冲到
我跟前吼道。

我用惊恐的眼睛望着他，大
工师傅的心肠为啥这么硬！

绝望的我忽然想起了父
亲的话“你是男人吗？”我是男
人！我恐惧的眼睛里瞬间被

逼出成熟男人的平静。定了
定神，我在心里恨恨地说：“大
工师傅，你撵不走我，咱奉陪
到底，看看到底谁是真爷们
儿！”

我咬紧牙关，又担水
去……

昏黄的日头终于落下了
山，我下工了。回到了家属
院，正碰上在院子里弹玻璃球
的那个同学。他用惊讶的眼
光瞅着我问：“你咋弄成了这
个样子？像从泥窝里爬出来
似的。哎，曾阿姨给你寻的啥
活儿？”

我强挤出笑容：“在建筑
队，活儿还可以。对了，给你
分到哪了？”

同学一副想保密的神情，
却还是神秘地告诉我：“我的
活儿是看仓库，库房里全是白
色的圆塑料桶，一个人守着那
破玩意儿待了一天，没意思。”
我闻言，耸耸鼻子苦笑道：“你
知足吧！”

回到家看到母亲，胜利的
喜悦涌上心头，我像从血与火
的战场上凯旋的勇士。母亲
看到我一身泥浆，心疼地一把
抱住了我。

母亲怀抱里的温暖与白天
大工师傅的冷酷，此刻形成鲜
明对比，我的泪如潮水般地涌
出。我在泪水中笑呀笑呀……

今天很有收获，为咱家挣
4角钱，这可是用我的名字挣
来的钱呀！感谢曾阿姨，我为
自己能为穷家挣到钱而兴奋
不已。

●今 悟

第一次以我的名字挣钱，
这钱是在血与火的争夺中得
到的。伴随对生活的认识，当
年脆弱的情绪和怯懦的泪水
慢慢消失在成长中，那一年我
理解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
真实含义。

45年后，我的孩子问：“爸，
真是‘钱难挣，屎难吃’吗？”我
对孩子说：“是的，爸爸 14 岁
时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挣
钱。磨难让爸爸理解了挣钱
并不是用劳作换取这么简单，
中间还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还
需要心智和毅力。那年月的
难苦经历让爸爸体会到了挣
钱过程中还有心灵的煎熬。
正如老百姓所说，‘钱难挣，屎
难吃’。”（未完待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老年人应该注意
啥？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
士长司伟提醒，老年人免疫力
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
的高风险人群，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牢记四项防护措施。

一是科学预防。减少外出
次数，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
不擅自使用预防性的药物。通
过官方媒体了解权威信息，不
信谣、不传谣，保持良好的情

绪，不过度焦虑和恐惧，必要
时可寻求心理援助热线。根据
身体情况适当锻炼身体，营养
膳食，提高身体免疫力。

二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居家卫生方面，每天开窗
换气，每次不得少于 30 分
钟。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外
出回家、饭前便后要用肥皂或
洗衣液彻底清洁双手。

三是正确认识消毒。老
年人的呼吸道脆弱且敏感，在

对环境或衣物消毒时，应选择
刺激性小的消毒产品，以免引
起其他不适。建议选择75%
的酒精棉片，也可以用稀释的
84消毒液清洁家具和地板。

四是外出时做好防护工
作。若必须外出，正确佩戴一次
性医用口罩。在出行途中，尽量
少接触公共场所物品，不用手
接触眼睛、嘴巴和鼻子。牢记安
全距离，排队等候时与他人保
持至少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在山阳区艺新街道工字路
社区云台小区，任铁龙可是居民
心中的名人。为啥出名？原因有
二，一是他的热心肠，小区居民
家中有啥大事小情，找他商量解
决，他从未拒绝过；二是他心里
时刻装着小区的发展，老旧楼院
改造、物业入驻等关系小区发展
的事情，他总是不计报酬第一时
间上前组织、协调。为啥要这样
做？他只是呵呵一笑：“退休了有
时间、有精力，多为群众办点实
事，能发挥余热，挺好！”

“请居民戴好口罩，下楼进行
核酸检测了，请有序排队，保持安
全距离……”11月1日，任铁龙的
小广播在云台小区又一次响起来
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居民纷纷
下楼，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任铁龙今年70岁，居住在
我市示范区某小区，他每天都要
骑着电动自行车到山阳区艺新
街道工字路社区云台小区做志
愿服务工作。路上来来回回得一
个多小时，再加上帮居民处理大
大小小各种事情，他比上班还
忙。为啥要这样做？“我是云台小
区的老住户，虽然现在搬家住远
了，但割舍不下对老邻居、对云
台小区的感情。”他说。

任铁龙是一名退役军人，
从事过很多工作。2018年5月
被小区居民选举为党群议事会
主任。从此，他带领党群议事会
成员和全小区居民，为改造云
台小区老旧楼院的脏乱差想尽
一切办法。他带头捐款，大家纷
纷响应，共同筹集了小区改造
资金，在政府的支持下，小区完

成了改造，昔日脏乱差的老旧
小区破茧成蝶，成为令周边居
民羡慕的模范小区。

完成了楼院改造，居民长
长松了一口气，可任铁龙又在
琢磨大事：“怎样才能让楼院持
续保持良好的状态？能建立老
旧楼院长效管理机制最好。”他
带着党群议事会成员多方考
察，最终征得居民的同意，引进
了河南省幸福树城市服务有限
公司，对小区实行物业管理。

“如今的小区环境优美，安全舒
适，很多之前搬走的住户又搬
回来了，这都得感谢任师傅。”
11月3日，记者在该小区采访
时，一名居民说。

这几年，为了更好地服务
居民，任铁龙养成一个习惯：准
备一个小本子，每晚睡前把第
二天要做的事情列出计划，逐
一落实。他说，上了年纪，记忆
力不如从前，生怕忘了哪件事。
为了服务居民，他把自己的电
话号码写在小区入口处的宣传
栏上，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
啥时候交暖气费？小区为啥停
水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啥
新要求？……小区居民遇到事，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任师
傅。他的电话成了云台小区的
便民服务热线，最多的时候一
天能接几十个电话。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任
铁龙还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
创新服务形式。他建立小区居
民微信服务群，广泛宣传党和
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他收集修

锁、疏通管道、修家电、收废品
等各类日常服务项目的联系方
式，通过便民措施告知栏公布，
方便居民使用；他通过办墙报，
组织慰问老人、迎七一、庆国庆
等活动，活跃了小区气氛，为居
民构建更加和谐的人文环境。

每天这样奔波、劳累，身体
吃得消吗？任铁龙说：“劳累是时
常会有的感受，但从没想过放
弃。自己也说不出为啥这么大年
纪了还如此热衷于小区烦琐的
工作，若非要说出原因，可能是
因为一个信念，5年前大家相信
我，推选我为小区党群议事会主
任，我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
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我而
言，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再说，通
过这个为大家服务的平台，我更
好地实现了自身价值。”

上图 任铁龙用小喇叭为
大家宣传防疫政策。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七旬老人不言累
一心为民献余热

本报记者 梁智玲

预防新冠肺炎 老年人四牢记
本报记者 梁智玲

70岁，在任铁龙心中似乎
没有意义，工作起来风风火火，
不比年轻人差。他说，为群众
服务这几年，心态和身体都有
了新变化，越活越年轻。

去年 11 月，国家发布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把老有所为

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
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
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
用。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
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
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
活就业的模式。

在我市，很多身体健康的

老年人和任铁龙一样，在适合
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
和专长，积极展现自我价值。
笔者建议，在为他们点赞的同
时，也要为他们搭建好发挥余
热的平台，做好精神关爱和思
想引导工作。

■记者手记 老有所为实现价值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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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修武运粮河的漕运发展史，不能不提到东关码头，

而提到东关码头，又不能不提起赫赫有名的“天泰行”。不管说是

运粮河成就了“天泰行”也好，或者说是“天泰行”神化了运粮河也

罢，在一个多世纪里，修武县刘庄董氏家族的命运总是跟运粮河连

在一起，或疏或密，或起或落，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很多上了

年纪的修武人在回眸运粮河的历史时，还会情不自禁地说：“刘庄

董氏，那可是名门望族啊！”

人们之所以能发自内心地称赞刘庄董氏为“名门望族”，那是

因为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和可圈可点的历史，在坚强有力地支

撑着19世纪修武的这片天空。

“正本清源开篇章

打开《古山阳董氏宗谱》，董儒松的
名字首先映入眼帘，随着向后轻轻翻阅，
那一张张发黄的宣纸和一个个陌生的名
字，很快会把你带入一段传奇的历史。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董儒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始迁
祖。

康熙初年，年轻的董儒松自本邑前
董村迁居城东门外刘庄，依附他的岳翁
郭老板，在运粮河上做漕运生意，后来成
家立业，慢慢安顿下来，生活渐渐趋于稳
定。董儒松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士俊、士
杰、士英，唯士杰育二子，长子董炳，次子
董耀。也就是从第二世的弟兄三人开
始，董氏家族分为三门，谱亦分为三卷，
各卷仍以始祖为冠，而各门则以第二世
统之。

刘庄，最早叫留庄，是在运粮河上
长年打工的外地人的集中聚居地。董
儒松始居刘庄，后来随着家族繁衍和漕
运事业发展，子孙后代就在紧邻的小祁
庄和东关盖房居住或开行设店。由于
地理位置接近，此后东关又成了商贸重
地、繁华之所，所以修武人在说到这一
片的时候，都习惯笼统地称为东关。这
样，“刘庄董氏”也常常被人们说成“东
关董氏”。

纵观《董氏宗谱》，董家在运粮河上
的漕运生意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
世董儒松至第四世董怀瑜，为创业时期；
第五世董敏元开设“天泰行”，生意兴隆，
为快速发展时期；第六世董宽在先辈的
基础上，扩大规模，突飞猛进，富甲一方，
名声大振，为高速发展时期；第七世董礼
南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店归他人却持其
盈利，富裕三世，为持续鼎盛时期；第八
世往后为由盛转衰时期。

敦亲睦族慨而慷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刘庄董氏一族，自始祖董儒松为岳
父、岳母养老送终开始，就将孝道的基因
深深地植入了家族后世的血液和生命
里。

第四世董怀瑜，善于为人排忧解
难。邻里相争，他必反复从中调解，认真
开导，直至矛盾双方握手言和。董怀瑜
中年瘫痪，长年卧床，其子董敏元端饭送
药，精心伺候。董敏元的夫人高氏善解
人意，帮助丈夫照料公爹董怀瑜，日夜不
离左右，一饮一食，积久不懈。凡是丈夫
所想孝顺去做的事，高氏都一一去做好，
奉汤药，伺动静，数年不倦。

第六世董宽，是董敏元的儿子，对母
亲非常孝顺。董纯元，是董宽的伯父。
尽管已分家另过多年，但当董宽看到伯
父年迈体衰，生活相对拮据时，出于难以
割舍的亲情和对伯父的孝敬，他自掏腰
包，悄悄为老人置办了送老衣和棺椁。
伯父知道后，激动得老泪纵横，最后含笑

而去。
董敏元与董纯元、董贞元是同父异

母的兄弟。董敏元开始学做生意的时
候，家境尚贫，但他能兼顾手足之情，每
当赚得蝇头小利时，都拿回家与兄弟共
享，绝不独占。他常说，四海之内古人皆
视为兄弟，何况亲兄弟之间呢？

第七世董希圣，又名廷章，是董宽的
儿子。他的夫人王氏，为人忠厚温良，慈
善多恩。董希圣去世后，王氏持家更是
用心，勤俭节约，对儿子董金桂的管教比
较严格。她平时虽然很少外出，但是每
当听到为善之事，一定让儿子慷慨施予，
不容拖延。有年秋季，庄稼欠收，乡里多
有断粮人家，王氏就让儿子按户计口进
行救济，使这些人家得以渡过难关。

书香继世庭苑芳

依漕运发家后，董家就开始办私塾，
培育后代，决不允许子孙们自小染上市
侩之气，更不能放纵他们成为纨绔子弟。

董贞元是董敏元的弟弟，自幼读书，
过目即能成诵，且善讲论，同窗有难解的
问题问他，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家族
中有什么疑难事，都会向他讨教，他总能
深思远虑，把问题一一化解。

科举停废后，董家的漕运生意也逐
渐画上了句号，但依然没有放松对后代
的教肓。第八世董丹桂有两个儿子，长
子叫董游麟，次子叫董时麟。董丹桂对
两个孩子要求很严，家境逐渐富裕后他
仍布衣疏食。

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因为受到了
儒学的熏陶和祖训的洗礼，董氏家族的
人在精神层面所表现出的卓尔不群是有
目共睹的，同时世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是
相当精彩的。

——董敏元：天性敦笃，端重自持，
与同人处，终日无怠色。

——董纯元：性醇谨，寡言笑，文章
德性冠一邑。

——董贞元：设帐于河内地，方训童
蒙，谆谆不倦，开馆未久，良师之声遍于
遐迩。

——董宽：气定神闲，俨若儒者，虽
经商，绝无一毫市侩气。为人勤俭恭谨，
与人交，无疾言遽色。

——董希圣：生长于巨富而能处富

如贫，轻财好义，厚以待人，薄以奉己，衣
服朴素，不求鲜华，矩步方行，外严正而
内恺恻，诚今之古人也。

轻财好义美名扬

董氏家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讲义气，无论是交朋友、帮穷人，还
是赈灾民、助公益，都轻财重义，十分豪
爽。

董怀瑜是董氏家族中很有影响力的
一个人物，也很传奇。修武城东有一家
酒肆，董怀瑜在处理漕运事务之余，经常
在这里做东，跟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推
杯换盏、谈天论地。遇到需要接济的朋
友，他会慷慨解囊；碰到在码头上讨饭的
穷人，他会倾囊相助。日久天长，董怀瑜
的名字不胫而走，修武周边无人不知他
的大名，都称赞他是一个乐善好施、行侠
仗义的人。

董怀瑜行事豪爽，有侠士之风。乾
隆四十三年，知县吴居澳决定修建宁城
书院时，他曾将从运粮河上游冲下的木
头打捞上来，挑拣几十根栋梁之材捐给
宁城书院修房盖屋，此举深得官民好评。

董敏元是“天泰行”的开创者，他因
忙于漕运事业无暇顾及家务，就花钱买
了一位婢女。几年后，这位婢女的家人
前来赎身，董敏元欣然答应，不但没有收
取赎金，反而给予其一定资助。这位婢
女的父母感激涕零，对着董敏元一个劲
地磕头谢恩。

董宽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实干型人
才，也是一个胸有大义的慈善家。他赋
性仁厚而智虑周详，善周济他人。平时
出门，尤其是到年终岁尾的时候，他身上
总是会多带一些钱，路上遇到需要救济
的人，就慷慨相助。这已成了他的一个
习惯。同治十二年春，为建董氏祠堂，编
修族谱，勘验祖茔界域，他一人承担了全
部费用。族人因此对他敬佩有加，刻碑
记事传扬他的德行。

光绪二十六年，庄稼欠收，村上的人
饥肠辘辘，董希圣不忘先祖遗训，果断开
仓赈济村民，使全村人平平安安渡过了
难关。当众人纷纷夸赞他时，他却说：

“可惜我一家的财力有限，只能顾咱一个
村，而不能顾及更多的人。”

董希文，又名董廷斌，是董氏第七世

裔孙，23岁因技艺超群进入县学，长于
教授壮年，教人习武成名者不计其数。
董氏的祖茔在城北蒋村，族人将茔地的
柏树出售后，款项交由董希文保管，他出
入分明，年终将利息分给族人，分毫不
差，众人都夸他心中无私。

天道酬勤富一方

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名门
望族，或缘于峨冠博带，或缘于巨贾富
商，或缘于英名才俊。相对于以上几个
因素，董氏家族似乎兼而有之，但绝对是
以擅于经商、富甲一方而著名。

说起董家的发迹史，有一个不曾记
载于《董氏宗谱》的神话故事，却在本族
的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乃至修武民间广泛
流传。

相传，董敏元开创“天泰行”后，因诚
信经营、乐善好施而生意兴隆、财源广
进。到了董宽那一代，因为董宽的奋力
开拓，扩大规模，生意如日中天。有一年
冬天的晚上，大雪纷飞，董宽照例外出巡
夜，在家门口突然发现一个老人和衣而
卧，冻昏在一辆独轮车旁。董宽赶紧把
老人背回屋里，生火取暖，端汤敬茶，很
快把老人救活过来。老人清醒后，经过
跟董宽一番对话，发现面前的这位救命
恩人不但心底善良，而且头脑灵活、目光
超前。于是，他把自己随身带的一条褡
裢解开，倒了一地的金条、金元宝和金
叶，委托董宽用这些钱给他往天津漕运
怀庆府的地方特产。董宽喜出望外，立
马组织货源，很快将第一批土特产按时
送到了天津。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船到码头时却无人收货。在天津港停留
几天后，董宽只好把货物卖掉，换成怀庆
府一带需要的日用百货，打道回府。这
样一趟无本的买卖，一下子使董宽赚得
盆满钵满。后来，良心不泯的董宽虽然
再度乘船北上寻找那位老人，但是一直
未能如愿。

这件事一开始是秘而不宣的，仅限
于董家几个人知晓，可后来由于运粮河
上的同行看到“天泰行”短期内生意火
爆，财源滚滚，百思不解，便四处寻根问
由，这才有人慢慢将实情透露了出去。

传来传去，这个故事后来就有了几
个版本。不管版本有多少、多么神乎其
神，出于家族的共同情感和荣耀，董氏后
裔不但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而
且更愿意相信这是董家几代人乐善好施
的天报，是董家理所当然应得的一笔财
富。

从客观上讲，倒是《董氏宗谱》里有
关“天泰行”和整个家族经商的记载更能
让人信服，更能让人觉得董家的兴旺发
达是天道酬勤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随着修武县对运粮河城区
段的全面开发治理，包括董氏家族“天泰
行”在内的丰富的运粮河历史文化，正在
被深度挖掘和重新唤醒，它们正以自己
特有的魅力焕发着熠熠光彩，为修武发
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