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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继
洛 □布财勇

他出身书香世家，与教育

有着不解之缘。他是我市首批档案

员，牢记“文史就是宝贵财富”信念。

耄耋之年，他志在文史，皓首不移，9

年春秋，与时间赛跑，抢救收集焦作

奇迹——群英水库建设珍贵史料，勒

石纪念修建群英水库的伟大壮举，为

焦作精神谱系再添浓彩。他就是原

焦作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李继洛。

五代书香出寒门

1936年2月13日，李继洛出生于济源市
轵城乡石板沟村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以上四代
都是教书人。可是在战乱年代，民不聊生，日
本鬼子烧杀抢掠，为躲避战乱，1941年，他随父
亲逃荒到安徽阜阳。

一起逃荒的老乡中，有人提议：“日本鬼子
迟早要滚回去，孩子们要学点知识。”于是他们
出资，聘请李继洛父亲当先生，两间茅草屋当
教室，李继洛和另外七八个小孩有了学堂。后
来返乡，他们几个继续跟着父亲学习。

1949年，济源办起第一所高级小学。第二
年，李继洛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小学。

两年后，李继洛迎来人生重要转折点。焦
作师范的前身——原平原省立沁阳中学师范
部招生。上师范不用掏学费，国家还管吃住。
李继洛打定主意坚决要上师范。最终，他被录
取了。

1955秋天，李继洛从焦作师范毕业后，被
分配到原焦作矿区第三完小教书，后调入原焦
作矿区政府，先任教育股办事员，后转任教育
科办事员。经历多次工作变动后，1987年，他
被任命为沁阳师范党委书记，1990年5月调任
焦作师范党委书记至1996年3月退休。

李继洛自豪地说：“我不仅实现了我们家
五代教书的愿望，还实现了七代教书的梦想。
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和孙女也是人民教师。”

曾为首批档案员

1959年，李继洛被选调到焦作市人民委员
会办公室，当了一名机要档案员。不久，组织
安排他和另外3名同志负责市委档案馆的筹
建。

“档案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历史，也是国家
最重要的宝贵财富。”时隔64年，原焦作市委第
一届秘书长阎晋卿的叮嘱让他记忆犹新。

“档案建设不仅需要谨慎细心，而且需要
系统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的大学还没有开设
档案系，李继洛和另外3名同志采取一边参加
省档案局培训、一边外出参观的方式，学习档
案建设的相关知识。

北京国家档案馆，李继洛先后参观3次，一
件件展品、一箱箱史料，让他感到档案作为一
种重要的文化资源，积淀着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

“档案看上去是死的，可它也是鲜活的。
在它的背后，有着无穷的故事。”在省档案局举
办的豫北地区档案员培训班上，培训老师一边
讲，学员一边问，气氛非常热烈。一位同学以
林县方言，就四五种大米的吃法自问自答，然
后问老师：“这算不算档案？”老师答：“这几种
当地方言的问答也算档案。”看到大家吃惊的
样子，老师补充道：“任何以某种形态存在的事
物，都可以称之为‘活档案’。”

老师的话让李继洛茅塞顿开，要成为一名

优秀的档案员，不仅要有扎实的业务知识，还
需要懂得人文地理知识。

1962年，李继洛被省档案局表彰为豫北地
区模范档案员，并受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雪峰的亲切接见。

让档案重见天日

李继洛退休后，住在与原郊区水利局家属
院隔条马路的光亚街道康乐小区。他有缘能
碰到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他们之间最
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群英水库。

“群英水库位于修武县西村乡境内，现属
峰林峡景区管辖。1968年11月，原郊区18万
人民勒着裤腰带，出动3000名建设者，历经3
年修建了这座水库。当时水库大坝高95米、长
130米。”李继洛补充，“1976年加高至100.5
米，被专家定义为‘群英砌石溢流拱坝’。后由
于大坝设计师刘维（文）华、水电站设计师刘仕
元等因营养过差和极度操劳，在水库建成不久
后英年早逝，砌石溢流拱坝究竟是当时亚洲最
高还是世界最高，给大家留下了争论的话题。”

为弄清这个问题，李继洛决定查找一些资
料。2012年的一天，市档案馆一名接待他的同
志说这里没有他要看的东西。“焦作历史上这
么伟大的工程，竟没有档案资料？”李继洛一下
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回来后，李继洛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原在
群英水库建设工地工作过的郝勤善、许安全、
张栋才，一下子勾起他们对那激情燃烧岁月的
回忆。于是李继洛决定：“趁现在许多人健在，
成立个志愿服务小组，先从群英水库资料收集
开始。”

然而，收集资料谈何容易。半个世纪过
去，物是人非。一次，通过多方打听，李继洛得
知家住解放区上白作街道闫河村的一位工
友。可当他来到这位工友家里时才得知，这位
工友已于两年前去世。

1987年，郊区水电局撤销，又历经机构改
革，领导和人员多有变动，档案资料可能被销
毁。他忧心如焚，多方打听得知，原山阳区水利
局的档案员李新爱可能知道这批资料的下落。

接到李继洛的电话，刚办过退休手续的李
新爱一下子大哭起来，说：“叔呀，我可找到亲
人啦。”原来她的爷爷和母亲在水库建设工地

做过饭，她的父亲李雪樵在当时的郊区白间房
公社任书记，曾负责本公社建设水库的后勤保
障工作。因为这一原因，她非常珍爱这些档
案，并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保留着。李继洛和
李新爱用了两个多星期把这些资料整理、分
类、登记，后连同他收集的图片和资料一起上
交给了市档案馆。

这些年来，单李继洛在宣传、收集、整理资
料上的花费就有1.8万多元，还不算其在北京
工作的外甥李爽网购资料的花费。

给“群英”勒石留念

在收集资料中，查看那一摞摞发黄的资
料，审视那一张张模糊的照片，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又走到李继洛的眼前。

拼命三郎刘维（文）华。刘维（文）华195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1965年接到群
英水库设计任务时，他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经常野外作业，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他还身
患肝炎病，曾4次晕倒在工地，两次受重伤，都
未离开工地。1976年，当大坝挡水段加高5.5
米时，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体重瘦到50公斤，带
着药锅住在指挥部。

“快抢救牲口。”李继洛眼前浮现出1970
年7月23日晚，山洪爆发，正在水库工地沟底
喂牲口的恩村三大队社员郑家珉与儿子郑小
骡下河牵牲口被洪水冲走的画面。据统计，为
修建群英水库，先后有21人牺牲、50人伤残。

大坝无言，青山无语。如何让后世不忘记
这段历史？在收集资料完成后，李继洛接着又
跑修建纪念碑的事情。

2014年春天，李继洛等人将焦作市郊区修
建群英水库简介和修建纪念碑的建议给市水
利局有关领导汇报后，主管部门领导对他们的
提议非常赞赏。

为了促成这一计划早日实施，李继洛先后
4次与市水利局领导结合，并应邀给市水利局
干部职工讲解群英水库修建过程和其影响。

2019年年初，李继洛联系民盟焦作市委会
专职副主委卫明星交流想法。卫明星将他的
想法提炼后，完成了关于将群英水库打造成党
员干部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提案，引起市政协高度重视。市政协十届二
次会议将其列为第121号办理。

2021年12月，在市政协、市水利局的共同
努力下，利用山崖崖体，将群英水库简介刻上，
立下了群英水库纪念碑。

2022年6月17日，李继洛带着儿子来到
群英水库纪念碑前。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18
万郊区人民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文字，夺眶的
泪水瞬间落下。面对巍峨群山，李继洛喊道：

“维（文）华技术员、仕元设计师，我来看你们
了；家珉、小骡、宝林、雨州、来在、小满、长符工
友，我来看你们了……”

声声呼唤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左上图 李继洛。

（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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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春雨从半夜时分就开始
下了，早饭的时候打开窗户，就着湿
润的空气，就着春天的气息，叫人胃
口大开。

用过早餐，心情特好，和老伴各
打一把雨伞到缝山公园散步。春雨
伴着我们的脚步有节奏地打在伞
上，像孙子敲的架子鼓声音一样好
听。脚下的雨鞋溅起一串串“珍
珠”，让日渐老去的自己心生无限童
趣。看近处的花草，看身边的绿树，
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是那样翠绿、
那样鲜艳、那样晶莹。还有那春雨
中游客们的一把把花伞，像春天里
一朵朵硕大的鲜花，从山下沿着步
道一直“绽放”到山顶。一把美丽的
伞下，一对恋人喃喃燕语，相依而
行，忘情地释放着自己欢乐的情
感。我默默地向他们送上祝福，不
禁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幕。

郊外的小径上，我和一位姑娘
慢慢地行走着，我回头面对着她，让
她回答我的问题。她羞涩一笑，说

道：“人家谈恋爱都是好几年，我们
见面才十来天，你就让我给你个囫
囵话，我……”她欲言又止。那天，
我买了下午回部队的火车票。部队
规定未婚干部两年一次探亲假，我
想在分别之际把我们的关系确定下
来，她的表态让我不知所措，也有一
点淡淡的惆怅。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往前
走，不知小径的尽头在何处。不知
什么时候，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就下
了起来。姑娘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把
折叠伞，犹豫了一下罩在我头上，也
罩住了她的身躯。我们在小径上并
肩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的胳
膊挽在了一起。又不知走了多久，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答应做我的新
娘。

我收起雨伞，回头钻进老伴的
伞下，挽起老伴的胳膊问她：可记
得当年那场春雨？老伴脸上又露
出少女的羞涩，把我的臂挽得更
紧。

那天，我到书店浏览图书，和店员
是30多年的老朋友，顺便聊了一会
儿。其间，进店的人大都是来买课外
读物的家长和孩子。看着一架架装帧
漂亮的儿童图书，我触景生情，想起了
自己艰难的学生时期，想起了自制的
美词例句本。

1959年，我上三年级，要用钢笔
写作业，但家里买不起自来水钢笔，就
给我买了一个蘸水钢笔头。然后，用
线绑在筷子一端，做成一支蘸水钢笔；
再买一包墨水粉，装进一个小瓶里，用
水冲开就是一瓶墨水。我每天早上端
着墨水瓶去上学，在学校写课堂作业；
下午放学，又端着墨水瓶回家，便于写
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写在学校统一买
的本子上，家庭作业则写在用过的课
堂作业本子的背面。当时生活的困
难，现在的小学生绝对不会相信。

上三年级应该写作文了，写什么
呢？不知道。我只会干巴巴地写，用
现在的说法叫文章有骨头没有肉。那
时候，城里的孩子看不看得到儿童图
书我不知道，农村的孩子是肯定没有
见过的。我喜欢看书，也是偷偷看哥
哥借的小说，什么《雪山三战士》《红色
保险箱》，还有什么短篇小说集。那时
识字还不多，又没有字典，不认识的字
我就跳过去，就这么隔山探海地看，比
囫囵吞枣还要囫囵。就这样，我稀里
糊涂度过了小学生涯。

1963年升入初中后，我才开始学
语法修辞。那时，我收到姐姐送的一

件礼物——一个牛皮纸封面的32开
作业本，封面上有用钢笔写的“美词
例句本”五个字，里面有姐姐抄写的
成语、谚语，有优美的句子，有美好的
段落，林林总总有30页许。我如获至
宝，认真逐页看了一遍，特别是那些
优美的句子、美好的段落，让我受益
匪浅。

初二时，父亲给了我一个扉页印
有“奖品”二字的塑料皮日记本，我舍
不得在上面随意写字。用它干什么
呢？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用日记本
取代原来的牛皮线本，作为美词例句
本的替代者。于是，我把原来摘抄的
所有文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认认真
真地逐一抄了下来。这一誊抄，我又
记住了一些内容，写作文更应手了。
后来，我只要看到好的词句，就认真地
补写进去，让它的内容更丰富。

这个美词例句本，给了我太多的
帮助，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特别是语文
成绩。初三，学校让各班成立学习兴
趣小组时，我被推选为语文学习兴趣
小组组长。

我一直将美词例句本珍藏在身
边，到后来参军入伍才与它依依不舍
地分开。离开军营返乡后，我没能看
到美词例句本，两个弟弟学习都很
好，是他们送人了或是被人顺走了，
不得而知。我不便追问，只有在心中
思念。

美词例句本是我的心爱之物，我
永远怀念它。

星期天，我独自一人去公园遛弯，见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手持鞭子正在打陀
螺，鞭子的响声犹如爆竹，震耳欲聋，一
个直径10多厘米、高约10厘米的木制
陀螺在宽阔平展的水泥地上飞速旋转。
老汉一鞭子打下去，陀螺就飞快地旋转
一阵。在陀螺减速即将停止时，他又继
续打上一鞭子。

看着老汉悠闲自在的表情，我走上前
和他攀谈：“师傅你好！”他笑笑回答我：

“你好！”“你这打陀螺的技术可真棒，好学
吗？”“哈哈哈！不用教，不用学，不用挂挡
踩离合。你的手，俺的手，一点技巧也没
有。你看！”老汉说着，“啪”的一声，一鞭子
又打得陀螺飞快地旋转起来。我不禁为老
汉说话出口成章、风趣幽默的言语所感
动，也为他打陀螺老练的技术而赞叹。

于是，我接过老汉的鞭子，学着他的
模样，照准正在旋转的陀螺打了一鞭子，
没料想一鞭子将陀螺打出6米多远，转
着转着便倒下了。目睹此景，老汉哈哈
地笑了，我尬尴得无地自容，赶忙把陀螺
捡回交给老汉。

由此，我想起儿时为了玩陀螺，那段
刻骨铭心的经历。

记得那时我上三年级，见班里一位
同学在上下学的路上手持一个小鞭子打
陀螺，我羡慕得要命，心想自己如果能有
一个陀螺该多好啊。那时，有陀螺是件
挺有面子的事情，谁想玩就得向人家说
好话，不然你就别想玩。

全班50多名学生，有陀螺的就那么
三五个人。我深知如果想玩陀螺，还必
须偷偷地玩，一是不能让老师知道，二是
不能让父亲知道。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如果老师知道，我会遭到严厉批评，
因为我是班长，怎么能带这个头；如果让
父亲知道，挨一顿揍不在话下，因为父亲
常教育我不要干那些不利于学习的事。

即便如此，我想玩陀螺的意念仍挥
之不去，特别是那年冬季，天气寒冷，村
里鱼塘封冻，结成的冰有一拃多厚，成了
我们玩耍的乐园。放了学，我们在冰上
滑冰、打陀螺、踢毽子，玩得不亦乐乎，特
别是看到小伙伴打陀螺，那叫一个自在、
快乐、过瘾。一个小伙伴在打陀螺时，一
手举起鞭子失去重心，脚下一滑，摔了个
屁股蹲儿，引得哄堂大笑。看着伙伴玩

得那么开心，我更加坚定必须拥有一个
陀螺的信心。

记得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
在马路边捡到一个陀螺，如获至宝，赶
忙装进衣兜里，回家后找到一个鞭子，
在一个偏僻场地高兴地玩起来。令我
意想不到的是，那陀螺不仅在地上会旋
转，还会飞，在离地面一人多高的距离
飞来飞去，真是神奇。我正沉浸在欢乐
之中，半夜邻居家的狗叫声把我惊醒，
原来是一场梦。

此后，我想自己一定制作一个陀
螺。那天放学后，小伙伴秋生来家找我
玩耍，我问他：“你喜欢陀螺吗？”“喜欢
呀！可我没有。”他说。“我会做，给你也
做一个。”“那好吧！”我找来一根比擀面
杖还粗的木棍，来到村头一位会做木工
的叔叔家，让他帮忙把它锯成两小段，便
拿回家开始制作陀螺。来到厨房，我拿
起菜刀，一手扶着木段，一手持刀向其一
端砍去，秋生在一旁观看。我还没砍几
下，不小心菜刀砍住了左手食指，顿时鲜
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秋生目睹此
景，吓得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哭声惊动了正在磨房磨面的父母和
两个姐姐，母亲赶忙抓来一把面粉捂住
伤口，然后用毛巾包住。父亲把我送到
1.5公里之遥的卫生所包扎，一路上我的
哭声吸引了一群男女老少，他们纷纷赶
到卫生所看稀罕。此后，我每三天到卫
生所换一次药。

第二天去上学，班主任李老师问我手
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不小心碰伤了。后来，
李老师得知我因制作陀螺把手弄伤的事
后，没想到在春节放假前，我挎着书包正要
离开学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送给我一个
陀螺，并嘱咐我认真完成寒假作业，等手好
了再玩陀螺，不能影响学习。李老师的话我
牢记在心，在学习上我更加用心。

直到春暖花开时，我左手食指才痊
愈。而李老师给我送陀螺的事，一直难
以忘记。

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儿童
玩具超市里各种玩具琳琅满目，应接不
暇。尤其陀螺，就有好多种类，有塑料
品、不锈钢品、木制品，还有的在旋转过
程中发出七色光，且伴有音乐。比起我
小时候见到的木制陀螺，真是天壤之别。

玩陀螺
□孙长海

我的美词例句本
□王明彤

活动截止时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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