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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冯营街
道，我始终认为是一处吉祥之地。
冯营谐音“逢赢”，逢事必赢，万事
以赢为最终的结局，谁不喜欢呢？

这是我的喜欢。
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冯营，

是由于它的人文情怀。因为这里，
一幕幕人间温暖每天都在发生。

一

冯营不大，在马村区所管辖的7个街道办事处中，冯
营是不是最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冯营街道仅管辖东苑、
冯营两个社区，总面积只有0.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
只有3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生活在东苑社区。

东苑社区远离中心城区，且人口老龄化严重，现
有772户2235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443人。这
些人大多是九里山、冯营、古汉山3个矿的职工及其家
属。他们来自周边县市以及山西、四川等省，是煤矿将
这些毫无瓜葛、互不相干的人联系到了一起。

焦作因煤而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焦作共有9大
煤矿，其中的中马村矿、小马村矿、演马矿、韩王矿、冯
营矿以及后来的九里山矿均位于焦作市东部城区马
村区。冯营煤矿最为兴盛时，仅井下的煤矿工人就有
5000人之多。

为了方便他们生活，焦作矿务局（焦煤集团前身）
在辖区征地建设楼宇。这些楼宇依山就势，错落有致，
逐步形成规模。因背依九里山，正好处在九里山的一
个豁口处，这个新兴的煤矿工人村就叫山豁工人村。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成立了冯营街道。

这里，曾经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每当夜幕来临，
街区霓虹闪烁，人来人往，繁荣兴盛的冯营街道在当
时号称焦作的“小香港”。

二

斗转星移，岁月变迁，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城市
的转型，曾经的喧嚣与繁华不再，冯营街道渐渐冷清
下来，像曲终人散的剧场。当年的矿工，如今老了，这
些将青春和汗水抛洒煤矿、为祖国的煤炭事业作出过
贡献的老人，成为社区的主要居住人群。

七月似火的季节，我来到了这里。太阳不动声色，
大地热浪翻滚。在一片居民区中有一个十分平顺的水
泥小山坡，开车上去就是冯营街道的大院。

往北隔一条街，就是东苑社区。在东苑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齐耳短发、干练麻利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兼
主任徐秀叶正在忙碌着。她身上穿的红马甲特别亮
眼，上边印着“冯营街道红管家”7个金色大字。

三

说起“红管家”，首先要说一说“红管家”带头人徐
秀叶。

出生于1965年的徐秀叶，是驻马店市泌阳县春
水镇铁帽徐村人。徐秀叶的家，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
样，兄弟姊妹多，贫穷。中学毕业的她，经人介绍，认识
了邻村小自己两岁的王明生。王明生初中毕业后跟随
在焦西矿上班的父亲来到了焦作，和徐秀叶订婚时，

他是焦作矿务局九里山矿掘进二队的一名临时工。
1987年1月，九里山矿招工，王明生由临时工转

为九里山矿建筑安装公司的一名电焊工。同年春，他
们结婚了，怀揣美好的期望，徐秀叶也来到了焦作。

为了谋生，徐秀叶当过建筑工地的小工，养鸡场里
养过鸡，矿工宿舍里打扫过卫生，偶尔在闲暇的时候也
参加居委会的娱乐活动。

正是在居委会，徐秀叶喜欢唱戏的爱好得以发
挥，她热情活跃的禀赋有了用武之地。

因善于做群众工作，脑子活、办法多，1996年，原居
委会主任搬家到市里，走之前将徐秀叶推荐给了冯营街
道。从此，徐秀叶当上了山豁工人村东街居委会主任。

从居委会主任到社区书记，她一干就是26年。
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月工资150元，工资低，工作

烦琐，可徐秀叶不怕。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又是一个
敢闯敢试的人。

白天男人下井挖煤，女人没事干，有些聚到一起
说闲话，有些聚到一起打牌玩麻将。作为居委会主任
的徐秀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此，她经常将矿工家属组织到一起，讲解男人下
井的艰辛，号召妇女搞好后勤服务，让男人安心下井。

2002年，基层改革，原来的东、南、西、北4个街道
居委会合并成东苑社区，一正两副3个社区负责人。其
他社区都是招聘的大学生，可是徐秀叶没有文凭没有
学历，不是干部身份。但6年的付出群众和干部都看在
眼里，街道为徐秀叶亮起绿灯，使她成为东苑社区唯
一一个不是干部身份的社区干部。

2004年，徐秀叶任东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
从此，徐秀叶的工作更加忙碌。

四

2012年七一前夕，徐秀叶入户慰问老人时，在一
位老人家里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什么味道？她仔细
寻找，最后发现是老人的被子发黄并散发异味。看到
老人的被子是这个情况，她心里非常难受。

随即，她骑着三轮车和工作人员访遍辖区60岁以
上老人，先后收集了260条有异味的被子。她和工作人
员用了13天时间，将这260条被子全部拆洗一新。送被
子的时候，一位位老人拉着她们的手感动不已。看到老
人们收到被子时的高兴劲儿，徐秀叶将给辖区老人拆
洗被子作为“固定动作”保留下来，这一拆就是12年。

12年时间，拆洗上千条被子。
拆洗被子，事小意义大，社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群众和社区干部的心贴得更紧了。
如今，东苑社区居民只要看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

前挂起的彩色被面，就不约而同地送来水、水果等慰问
品，附近商户还专门送来遮阳伞，为在院子里搓洗被头的
社区工作人员遮挡烈日。

在徐秀叶的示范和带领下，一个个“红管家”成为
行走在冯营街道的最美风景，成为社区群众最贴心的
人，成为独居老人心中的一束光。

五

其实，“红管家”原来并不叫“红管家”，而叫党员
志愿管家。

冯营街道辖区老人多，空巢老人也多，事多人少
服务被动，怎么办？

2013年，冯营街道实行改革，将东苑社区分东、西、
南、北4个区域，划定党员志愿者200米服务半径，定人、
定责、定流程，开展上门代办服务。“200米便民服务圈”
变坐等服务为上门主动服务。

2019年，冯营街道又创新在东苑社区西街开展“一

名党员一栋楼”活动，每栋楼选聘一名党员
志愿管家。在取得良好预期的前提下，2021
年，冯营街道全面推广“一名党员一栋楼”模
式，共选聘72名党员志愿管家，统一更名为

“红管家”，标志就是穿在身上的红马甲和红
马甲上熠熠生辉的“冯营街道红管家”7个金
色大字。

服务没有止境，办法一直在创新。
针对辖区年龄偏大、行动力差、体弱多病

的63名独居老人，冯营街道又推出“夕阳红
窗帘行动”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免费为这些
独居老人安装特制窗帘、贴上特制窗花。

“红管家”和老人约定，每天早、中、晚都要
对一次“暗号”。每天8时之前，老人把窗
帘拉开，表明一切平安；如果窗帘没有拉
开，“红管家”便会立即前往老人家中查
看，防止意外发生。午休和晚上，“红管家”
还会再次巡查，确定老人是否平安。

“红管家”杜粉蝶与独居老人陈有花
的故事，让人感动。

一天早上，杜粉蝶像往常一样来
到陈有花老人窗下，发现老人并未按
时拉开窗帘，因担心老人出现意外，
急忙上楼敲门。经了解，老人因拉
肚子还未起床。她立即带老人去诊
所开了药，并连续多天为老人当起
了保姆。陈有花老伴刚去世，她身
子又弱，杜粉蝶每天都会去老人家
里照看。今年6月29日，杜粉蝶
再次来到老人家中，两人越聊
越动情，当场决定结为“干亲”。
超越亲情的一声“妈”，古稀老
人的一声“闺女”，两人紧紧抱
在了一起。

“红管家”卢小玲利用自己
学过按摩的优势，坚持义务为
独居老人按摩身体。

“红管家”王莺莺在照顾高龄老人的同时，每天晚
上为老人家中两名留守儿童辅导作业，当起了临时家
庭教师。

“红管家”赵瑞莲坚持用三轮车接送独居老人看病
就医，“红管家”张战全过节时背“娘”看戏，“红管家”倪
连玉拆洗被子时用自己家里的一条新被面换掉李寿方
大娘家的破旧被面，“红管家”杨国花每天雷打不动给
独居老人购物买菜、打扫卫生……

就这样，一个个“红管家”行走在大街小巷，像亲
人一样照看着这些老人，为风烛残年的他们撑起了一
片天，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温暖如春。

六

一位名人曾经说过，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待弱者的态度。在冯营街道，
一个“红管家”就是一面旗帜，他们用自己的真心温暖
着一颗颗孱弱的心，用自己的双手帮助着一个个不再
灵便的身躯，十几年如一日。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走在变老的路上。人老了，
可能会腿脚不便，可能会面临孤独的煎熬，那时的我
们，会想什么、会做什么、会需要什么、会期待什么？

独居老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不容忽视。未
来，这个群体可能还会扩大。如何对待他们，值得全社
会思考，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喜欢冯营，它赢在处处有温暖，赢在人情大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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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孔庄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与干净
的街巷、清幽的环境、淳朴的民风让我流
连相比，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次进村带给
我的震撼。

在这个秋意渐浓的晴好天气里，徜徉
在这个豫北水村，本来只是想认识一下种
粮大户，结果却有了惊人的收获。回来的
路上，对于杨小战，我想了很多溢美之词
用到他的身上，最后还是觉得只有“好人”
这个词最为恰当。

杨小战是孝顺的。
杨小战的父亲今年93岁了，身体依

然硬朗，闲暇时偶尔还会去田间地头干点
农活。就在几年前的一天，失去老伴不久
的80多岁的老父亲，突然呻吟着来到杨
小战的家，哆哆嗦嗦地对着杨小战的妻子
牛爱琴说：“走，带我去看病，我快不行
了。”

杨小战从武陟回来听说此事后，猛然
意识到父亲需要人陪伴和照顾了，作为儿
子，不能不在家。按说老人还有其他的子
女在身边，可是杨小战二话没说，毅然决
然地辞掉承包的150亩土地，从武陟县回
到了北孔庄村，回到了老父亲身边。

当时，杨小战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武陟
县承包土地，是种粮大户，可是为了父亲，
他回到了村里。现在在村里流转了不到
40亩土地，依然干着自己的老本行。

杨小战是勤劳的。
种地，杨小战是把好手。虽然杨小战

是北孔庄村的种粮大户，可他手里的土地
还不足40亩，而且这40亩土地分散在十
多处。杨小战和妻子牛爱琴两人每天都
在这十多块土地上忙碌。

现在，时令已是深秋，我以为秋粮颗
粒归仓，麦播已经结束，应该是农闲时节
了，但当我看到院子里、大门口杨小战和
妻子牛爱琴正在晾晒的红薯粉时，才明白
时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杨小战说：“没有感到有农闲的时候，
可能只有下雨天才可以歇一歇。”

杨小战对于丰产有着自己的诀窍。
他说，反正都是自己的农田，本来分三垄
的，他会分成两垄，节省的一道田垄也可
以多种些庄稼。他还充分利用田间地头
边角空地种植适合的农作物，比如红薯、
芝麻等，他总是将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
他不允许地里有草，统一除草后，他还会
随身背着锄头，看到杂草及时清除，他说
有草的地方不长庄稼。

地里没有农活的时候，他们把红薯打
成粉，过一段天再冷一些会将这些红薯粉
加工成粉条。一年四季，夫妻两人除了吃饭
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拾掇庄稼。

杨小战是憨厚的。
作为种粮大户，农事自然是第一要

事。可是在浇地的时候，只要邻居有人提
出来想先浇地，杨小战就毫不犹豫、痛痛
快快地将浇地机会让给邻居。

今年麦收的时候，眼看机器到地头就
要收割了，可是村里一街坊因为急事想先
收割，找到杨小战商量，杨小战很爽快地

答应了。
平时，无论地里忙与不忙，村里有红

白喜事，只要去杨小战家里说一声，他都
会从始至终帮忙料理。这就是杨小战。
他的邻居说，有啥事找着杨哥，杨哥给人
的印象就是一句话“没问题，放心吧”。

这也可能是北孔庄村习以为常的淳
朴民风，但从中让我看到了杨小战的个人
魅力。

杨小战是善良的。
杨小战的父亲弟兄三个，他父亲是老

二，他的三叔40岁的时候就走了，撇下了
三婶和双目失明的堂哥。堂哥是因为两
次意外事故导致的双眼失明，杨小战总是
给他宽心说：“没事，还有我呢，我管。”

也许只是随口说出的一句安慰话，可
是他把它作为庄严的承诺，心甘情愿地照
顾着后来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三婶、双目失
明的堂哥。

地里的庄稼帮他们收割好送到家，有
病了跑前跑后送医院。三婶去世后，随着
扶贫政策的深入，堂哥享受了“五保”待
遇，60岁的堂哥目前生活无忧，杨小战一
直无怨无悔地帮助着堂哥。他说对任何
人他只求做到问心无愧。

为了父亲，杨小战可以放弃挣钱；为
了多打粮，他可以扑身实干；为了堂亲，他
可以无私付出；为了乡亲，他可以舍弃在
别人眼中不能舍弃的东西。这不正说明
他心中有敬畏，心中有取舍，心中有谦让
吗？朴素的利他思想再一次让我肃然起
敬。

吃亏是福，可是，他真的吃亏了吗？
不，他得到的是左邻右舍的交口称赞，换
来的是邻里亲人的和睦友爱，也许这些在
他心中比泰山重，比一切值。他说：“挣钱
是目的，但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有些东
西比钱珍贵。”他说这些的时候是那样的
坦然，此时，我分明看到他的心是敞亮的，
整个人是幸福的。

杨小战夫妻也已是花甲之年，人生进
入下半场，本可以过得轻松自在，可他选
择的是在常人看来并不好走的路。

他高挑的身材，五官端正，一点也没
有庄稼汉的黑壮，反而像是一位书生，风
风雨雨60年的农村生活，岁月的刀并没
有在他脸上刻下多少线条。他说话平和，
为人低调，他和妻子养育一男一女两个孩
子。姑娘是老大，姑娘和女婿都是高材
生，现在分别在北京双一流高校工作，在
北京结婚安家生子，自然衣食无忧。儿子
大学毕业后也在北京参加工作。提起两
个孩子，夫妻俩脸上是掩饰不住的自豪与
骄傲。

随着微信使用的普及，杨小战手机里
建有种地群，群友都是修武、武陟、马村等
县（市、区）的种地人。他们互相探讨种地
经验，交流庄稼病害的治理办法。微信种
地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人组织农闲时
出去旅游散心，这为他们单调的农耕生活
加进了一勺糖，成为杨小战最为开心的时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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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节走访北孔庄：

爱你所爱
愿你所愿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当立冬节气遇到记者节，
会碰撞出怎样绚烂的火花？到
马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走走
看看就知道了，这里有爱你所
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闲适。

11月 8日虽是立冬节气，
记者在北孔庄村看到，这里依
然秋意绵绵，悬铃木落叶缤纷，
丰收的玉米、红灯笼似的柿子、
青黄夹杂的落叶，美不胜收，织
就北孔庄村五彩斑斓的闲适。

立冬也是人们享受丰收、
休养生息的时节。在北孔庄村，
记者看到村民在马路边、网红
打卡地休闲，或带着小孙子溜
达、晒太阳，或拿着收音机听悠
扬的豫剧，或趁着好天洗刷刷，
或到北孔庄村村史馆，了解村
名的由来……处处呈现着冬日
可爱、休闲的气息。

民谚云：“立冬补冬，补嘴
空。”立冬日，咱北方有吃饺子
的习俗。这一天，在北孔庄村，
家家户户都飘着饺子的香气，
用“舌尖味蕾”感受岁月更迭和
季节轮转，然后作别深秋，拥抱
冬阳。

记者节是收获的季节。这
一天，在北孔庄村，以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采访和作品
讴歌这里火热和幸福的生活，
职业的幸福感爆棚。

图① 院子里晾晒柿子，生活
“柿柿如意”。

图② 玉米屯满仓，生活喜洋洋。
图③ 记者在参观北孔庄村史

馆。
图④ 大家在文化广场包饺

子。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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