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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拥军模范弘扬
鱼水情深，共谱盛世华章。5月
17日下午，我市第五届“十佳优
秀退役军人”“十佳拥军模范人
物”选树活动发布仪式在焦作
广播电视台六号演播厅隆重举
行。

这次活动由中共焦作市委
宣传部、焦作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焦作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焦
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焦作市总工会、焦作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主办，
焦作广播电视台承办。发布会
宣布了荣获焦作市第五届“十
佳优秀退役军人”“十佳拥军模
范人物”称号的人选名单。焦
作尖峰眼科医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王松田荣获“十佳优秀退
役军人”称号。

心中有爱，行有善举。作
为有着近50年军龄的王松田，
无论身在军营还是脱下军装，
都长期心系公益事业，勇担社
会责任，先后组织开展“关爱老

兵复明”“拥军惠民亮眼工程”
“省级贫困村义诊”等公益活
动，带领医院为抗击疫情捐款
捐物70余万元。

王松田还始终站在科技前
沿，勇攀科学高峰。2007 年 3
月，在全军和河南首家开展超
高度近视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
晶体（ICL、PRL）植入术，先后
荣获焦作市科技成果一等奖和
河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2021
年9月，荣获焦作市第二届退役
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新兴产业一

等奖；2022年2月，被评为焦作
市红十字工作先进个人。

当日的发布仪式上，市双
拥办主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史玉龙在致辞
中指出：“焦作是一座有着双拥
光荣传统的城市，先后5次获评
全国双拥模范城、连续8次获评
全省双拥模范城、连续多年被
评为全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关心国防、支持部队、关爱军人
在焦作蔚然成风、深入人心，汇
聚起了军民团结的磅礴之力。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
人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在
全市营造了尊崇军人、敬重英
雄、关心国防的浓厚氛围；全市
13 万余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退伍不退志’，积极争当创
业先锋，努力争做道德楷模，扎
根在各行各业，为焦作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
拥军模范情系国防，心系军营，
成为党的事业的推动者、时代
主旋律的弘扬者、社会正能量
的传播者，在拥军路上谱写了
华美篇章。”

闻 评 秋 芬 文/图

【相关链接】
王松田，主任医师、硕

士生导师，全军眼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河南省眼科医师
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眼视
光、屈光手术学组副组长，
焦作市眼科专业委员会主
委，尖峰眼科集团准分子激
光技术总监，德国蔡司全飞
秒手术认证专家。擅长病
理性近视后巩膜加固手术
及准分子激光、全飞秒激
光 、半 飞 秒 激 光 、板 层 刀
(LASIX)治疗近视、散光及
老花眼手术，是河南省较早
开展 ICL/PRL 人工晶体植
入术的专家之一。

我市举行第五届双“十佳”选树活动发布仪式
王松田荣获“十佳优秀退役军人”称号

我市第五届 “十佳优秀退役军人”集体合影。

“咱回家吧！”父亲在世
时，尤其是人生的最后几年，
他常念叨这句话。2014年没
出农历正月，父亲在他87岁
高寿那年魂归故里，永远回到
他出生的修武县大韩村。

1951年，在麦苗返青的
季节，时年24岁的父亲从老
家来到焦作矿务局（焦煤集团
前身）王封煤矿下井，成为一
名“掘金人”。在这里，他把青
春年华献给了煤矿；在这里，
他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
姐妹6个人；在这里，他用坚
韧的臂膀扛起了一个幸福的
大家庭。

父亲没有文化，平时也少
言寡语，我在几篇文章里记述
过实诚的父亲。按说在城市
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应该把煤
矿家属区当成家了，况且儿孙
都在这里，可父亲在这里挥洒
了30年的汗水，1981年退休
后，时不时还念叨着“回家”的
话语。

那时，我们都刚参加工
作，又先后结婚生子，有了新
的家庭。对老家，只是籍贯
上的概念，逢年过节祭祖时
回到老宅，看看那座风雨飘
零中的三间土坯房。可以
说，我们在煤矿出生成长，老

家让人嗅不出多少乡愁的味
道。然而，父亲生于故土，念
念不忘生他养他的村庄。所
谓的乡愁，在他这一代人身
上，就像浸染在身上的煤黑，
永远泯灭不了。

父亲退休后，身上贴着
“三无”标签——不抽烟、不喝
酒、不打牌。可“咱回家吧”成
为他的口头禅，时不时会蹦出
一句。渐渐地，话后的问号变
成了叹号，可见思乡之情在他
心中日益强烈。母亲在世时，
每每听到这句话，由“回家干
啥？”到“回家干啥！”，以至于
后来听烦了，会高声数落：“回
家，回家，老家有啥，不就那三
间烂瓦房？”

瞧着父亲忍气吞声的样
子，我们有时也觉得他有点
委屈。怜惜他不是生活上
的，而是精神层面上的。于
是，我们也会围在他膝下，心
平气和地安慰：“大（父亲的
称呼），这里不是你的家？你
还一个劲想回家。”父亲在我
们面前，终于吐出真心话：想
回老家看看。

那年在“布谷布谷”的叫
声中，我们带父亲回了一趟老
家。记得那天，父亲特别高
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抑

或是闻到了麦香，抑或是见到
了儿时的玩伴，抑或是踏进了
他出生的家门……

看到那间土坯房，瓦片脱
落淋了雨，父亲没说啥，分明
感到有点遗憾和失落。当即，
我们兄弟表示，把房子修缮一
下，便找来本家的十成哥，讲
明把土坯外墙包砖，房顶换檩
条和瓦片。这项工程完结后，
我们把照片给父亲看了一眼，
他没吱声。这以后有些时日，
父亲没再提“回家”的事。

乡愁是一生的执念，如日
月轮回一般。后来，父亲的

“咱回家吧？咱回家吧！”的音
符，又由低到高、由弱变强。
只是，这话听得多了，我们也
习以为常，也没有太在意。行
文至此，我想起每年农历大年
三十，我和哥、姐在祭奠父母
时，耳边总会回荡着父亲“咱
回家吧”那句让人泪流满面的
嘤嘤之语。

记得父亲下葬那天，我
们专门安排了一个环节，就
是把父亲的灵柩拉到老家的
屋门前，将父亲的遗像摆放
在屋中央，祭上供品，焚燃烛
香，敬洒白酒。我们跪在父
亲的遗像前，泪人般泣告：

“大，咱回家了！”

抓紧办理
别让惠民保障与您父母擦肩而过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人不
怕没钱,就怕生病。世界上最痛
苦的莫过于父母被病痛折磨着,
儿女却无能为力。如今，惠民保
障福利来了，“焦作惠民保”可以
帮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据统计，“焦作惠民保”热线
客服接到咨询问题最多的是：没
有焦作医保的，父母能不能参
保？对此，“焦作惠民保”热线客
服借助本报统一回复：只要有基
本医保，居住在焦作，就能买；不
管哪个省市的医保，农保也可以
买；居住在焦作，包括时常来焦
作的也可以买。

据介绍，“焦作惠民保”并没
有一般商业健康险的投保限制，
它可以在医保报销完之后，对剩
余的费用按照保障责任再进行
补充报销，旨在以普惠的价格为
当地居民提供补充医疗保障，减
轻焦作参保人的医疗费用负
担。选择为父母长辈投保“焦作
惠民保”有三大理由：

一是老人患大病重病的风
险更高。一旦父母遭受意外或
者突发疾病，高昂的医疗费用可

能让家庭陷入经济危机。所以，
给他们购买保险，让他们能够安
心享受晚年生活。“焦作惠民保”
不限年龄、不限身体情况，一年
保费仅需99元/人，累计最高保
额400万元，能够在老人遭遇重
大疾病时提供安心保障。

二是政府指导，衔接医保更
安心。“焦作惠民保”紧密衔接焦
作市基本医疗保险，医保内外都
能报，只要在保障范围内符合赔
付条件的费用都能赔，让爸妈有

“底气”应对高额医疗费。
三是有4项保障，保障责任

更全面。“焦作惠民保”共4项保
障责任，每项责任对应100万元
保障额度，包含医保范围内、外
住院医疗费用保障、45种海内外
高额特定药械费用保障以及2款
CAR-T药品费用保障。

惠
民保障，
不 容 错
过，赶快
为 父 母
安排吧。

□王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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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明

焦谷堆是博爱县“四好农村路”的标杆——月寨
路上的一个小山村，石头垒的房子，青石铺的路，原
始古朴。

大自然的调色板会把这里绘成一幅画。春天，
这里百花齐开，娇艳含羞；夏天，这里青翠欲滴，热情
似火；秋天，这里万紫千红，层林尽染；冬天，这里冰
清玉洁，冬梅傲雪。四季转换间，村庄化身为大山的
精灵，点缀在莽莽崇山峻岭中。而青寨路，就像是一
条彩链跌落山间，飘忽起伏，缠缠绵绵，把山村串成
了一条绝色的珠链，美得让人窒息。

我是随博爱县作协的几位文友来月寨路采风
的。顺月寨路一路走来，虽然是伏天，但山里的风却
是凉的，吹到身上惬意凉爽，一边欣赏着如诗似歌的
美景，一边感受着山乡的巨变。

焦谷堆村经过大自然浓墨重彩的描绘后，把美
丽的身姿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

倾听爱情

博爱县作协主席张海生年纪并不大，却白完
了头发，但他坚持不染发，他说他要保持本色，展
示真实的自已。经他这么一说，再看他满头的白
发，并没有显得他有多老，反而有了独特的气质。
他当副科级干部的时候，就曾因为留胡子引起县
领导的告诫，但他说，撤我的职可以，叫我剃胡子
不行。真是个有性格的作协主席。而让我感动的
却是他柔情似水的另一面。

张海生说焦谷堆村是他一生的情怀，这里是
他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地方，当时他
是一名山村教师，成了几十个孩子的头。关键是
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娶了一个叫杏花的姑娘，是他
的学生。

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给这个太行山的小村蒙
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美成了一个传说。

怪不得，在村口的时候，看到了焦谷堆村的标
志，一个石头垒的方基，上面有一个磨盘，磨盘上有
三个摞起来的石碾，石碾上写着“焦谷堆”三个字。
我就想到了草原上的敖包，原来真的是有情人在这
里相会。

站在一个平坦的广场上，张海生感慨万千，摸着
旁边的石头说，这里就是他教书的地方，现在成了一
个广场，似乎有些失落。不过这个山村的小广场却
真的有一番情调，旁边有一个造形别致的“桃花驿
站”，用竹子扎成了一堵篱笆墙，用树枝藤条编成了
一个长廊，长廊里有木板做的条椅，驿站既能蔽日又
能躲雨，真是一个休闲又浪漫的地方。长廊尽头是
一口老井，我们试着摇了几圈辘轳，还真的打上来一
桶水。

同行的文友开玩笑地说：“主席是师生恋啊！
不，杏花是个聪明的姑娘。”

张海生抬头看着来时的路说：“她在这里成绩优
秀，由初中直接考上了师范学校，就从这条原先的土
路走出了山门，在师范学校开始给我写信。”

文友有些激动，打断他的回忆：“我明白了，你教
她时，她天真无邪，只知道跟你学知识，那时她崇拜
你。上师范学校后，她情窦初开，想跟你好。参加工
作后，你情我愿就嫁给了你。对吧？”

张海生笑了笑说：“是这么个剧情，不过中间有
点曲折，有些人认为学生嫁给老师有点不合伦理，但
是杏花顶住闲言碎语，像当初走出山门一样走进了
我的生活。”

我说：“你得告诉他们鲁迅和许广平的故亊，这
叫纯洁浪漫的感情。”

大家听得入迷，同行的文友接了一句：“我也想
邂逅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我想来这里找一个叫梨
花的姑娘。”

大家哄然大笑，笑得周围的山也动了情，吹来了
阵阵凉风。

守望幸福

“海生兄弟。”远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我们回头看，从西边小步跑来一个50多岁的女

士，上穿绿色暗底碎花对开衫，下穿粉红色大花绸
裤，黑色的凉鞋。走到近处，见她长着一双黑黑的大
眼睛，半烫的短发，白白的皮肤，如果不是那微胖的
身材和眼角的鱼尾纹，还有岁月留在她身上纯朴豪
爽的印痕……她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山村妇女的印

象，说她是资深美女也不为过。
“桃花姐，越活越年轻了。”海生也高兴地迎

了上去。
桃花姐？这个桃花驿站莫非是因她起的名？
寒暄过后，桃花姐一边领着我们往前走，一边给

我们介绍，就像一个导游，生怕哪一点没讲清楚，幸
福和满足写满了她花一样的脸庞。

这几年，政府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焦
谷堆等山村依据得天独厚的太行美景和丰富的林
木资源，迎来了发展的绝佳机遇，“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成为建设美丽山村的主旋律，“留住乡愁”
也成了城市和山村人民的向往和新时代的浪漫情
怀。

出乎我们意料，桃花姐用时下最具政策导向和
绿色发展理念的语言开始了讲解，我突然觉得，一个
普通的山村妇女把时政和发展能讲得如此贴切生
动，着实不简单。山里的人也在变，不仅山村越来越
美。

桃花姐继续给我们介绍，从今年4月开始，由县
交通局牵头，乡、村配合的“四好农村路”开始修建，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过去就是因为交通不便，
村民纷纷离开家园，焦谷堆村曾经是700多口人的
大村，最少时只剩不到100口人。

“还记得吗？你结婚时娶亲的车上不来，只能停
在村外很远的地方，是走路上来接走的杏花。”桃花
姐调侃，“你委屈了俺表妹。”

今年开始修路，村里拆掉了路边20多间房屋，
平整出了一个广场，修了供游人休息的驿站，因为
村里种有不少桃树，就起名为桃花驿站，计划还要
规模种植桃树，让城里人来摘果，吃绿色食品……

原来不是借用桃花姐的名字，但我又痴痴地
想，这个驿站又分明是她的，要不她怎能讲得如此
动情。

“来小卖部，这里原先是村供销社，我和你焦生
哥这么多年，不管人多人少，一直开门营业，一直在
坚守。”桃花姐带我们来到一个小店门口，大声喊，

“焦生，出来，海生老弟带作协的人来咱村了，准备宣
传咱村哩。”

从屋里出来一个看着比桃花老不少的汉子，脸
色黝黑，脸上的皱纹就像刀刻的那么有楞角，站在那
里就憨憨地笑，不出声，和桃花的泼辣大方形成了鲜
明对比。

焦生胳膊上戴着红袖头，写着“平安博爱守望岗
志愿者”几个字，胸前戴着有自已照片的牌子，上面
写的也是这几个字。他不时用手捋着那红袖头，把
它尽量弄平整。

守望者，他用自已的执着守望山村几十年，守望
着幸福。

再看桃花，她笑得依然灿烂，她把自已的青春和
美貌给了生她养她的焦谷堆，不离不弃。

回家的路不再远，幸福是一辈子的守望。
离开焦谷堆村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火红的

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车子走在黑绸缎似的路上，我
的心还停留在焦谷堆村，还在回想那既平常又美好
的爱情。还在回想执着的桃花，她是那么的美丽善
良，坚守在那个美丽的山村，那么幸福。我也想邂逅

一场风花雪月，我想有一段罗曼蒂克
的浪漫……

青寨路，一条美丽的路。焦谷堆
村，一个风花雪月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