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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融臻益生菌配方
驼乳粉升级版198元一桶

那拉丝醇全脂驼乳粉
358元一桶

那拉丝醇益生菌
配方驼乳粉248元一桶

那拉丝醇儿童配方
驼乳粉278元一桶

养羊啦高原纯羊奶粉236元一桶
买三桶送一桶（800克／桶）

有机燕麦片49元一桶
买一桶送一桶（800克／桶）

广告

1903年，英国福公司（以下简称
福公司）为了在焦作等地开矿运煤之
便，花了3年时间修了一条道口至清
化308公里的道清铁路，于1905年建
成通车。1919年，福公司又和北洋政
府交通部议定，修筑道清铁路清化至
孟县支路。在筑路过程中，进展十分
缓慢，从清化修筑到沁阳陈庄，13公
里的路程修了5年。1925年，福公司
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英帝国主义
受到沉重的打击。沁阳到孟县段的铁
路，也因经费无着落而停修，孟州第一
次与铁路失之交臂。

1940年，日本第五次占领孟县，
并组建了日伪政权。出于运输战争物
资的考虑，日伪政府曾计划修筑沁孟
铁路。1942年3月，国民党河南省第
四区保安司令部代电（旧时一种文字
简单的公文，经邮局当快信邮寄）孟县
县长张汉英：“前据报称，沁敌征集民
夫，拟修筑沁孟铁路等情。仰速设法
争取民众勿为利用，破坏其修筑企图
为要。”在抗日军民的破坏和阻挠下，
日伪政府的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修筑
铁路一事被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事业得到了
较快发展。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国家提倡发展“五小工业”，地方小铁
路也应运而生。当时，我国各地交通
十分落后，运力严重不足，造成城乡物
资交流不畅，部分工厂停工待料现象
时有发生，农村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短
缺。修建地方小铁路，具有投资少、见

效快、运量大、成本低和风雨无阻的特
点，因此便成为许多地方的理想选择。

1969年，孟县成立济孟铁路修建
指挥部，开始修筑济孟地方铁路。在
世界各国的铁路建设上，绝大部分采
用“准轨”标准，即轨距为1435毫米的
铁路；大于这个轨距的铁路称为“宽轨
铁路”，小于这个轨距的铁路称为“窄
轨铁路”。济孟地方铁路采用的轨距
是762毫米，属于“窄轨铁路”，所以叫
小铁路。

济孟小铁路北起济源梨林叉道
口，南至孟县机砖厂站台，全路正线
23.84公里，站线2.84公里，孟县境内
有 19公里。孟县境内共建桥梁 10
座、涵洞1个。桥梁分别建在坡掌、田
旺、王大义、钱庄、何庄等处，桥梁下部
均为石墩台，上部均系平“工”型钢梁；
唯一的一座涵洞建在田丈村东，高2
米、宽3米，全由石料砌成。

在济孟铁路修建的两年中，孟县
先后组织缑村、城伯、谷旦、城关、赵和
等公社的上万名民工参加施工，共计
投资192万元。1971年1月，济孟地
方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孟县没有
铁路的历史，圆了孟县人的铁路梦。

济孟地方铁路属济沁铁路处管
理，全线共设置5个车站，济源境内有
南官庄站，孟县境内有冶墙、谷旦、田
丈、孟县4个车站。每个站内均建有
货场和站台，供装卸货物和乘客上下
之用。济孟地方铁路主要运进济源的
煤炭、石灰、石料，运出孟县的化肥、粮

食和土特产品，附带有济源和孟县两
地间的客运业务。

当时，小火车的运费比汽车便
宜，如普通货物运价为吨公里 0.12
元，农业机械等货物的运价为吨公里
0.09元，石碴、片石、石灰石等货物的
运价为吨公里0.06元，客运票价为人
公里 0.02 元。上世纪 70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是济孟地方铁路的黄金岁
月，这从1979年和1985年的两组数
字可见一斑。1979年，济孟小铁路
全年货运量 2715 吨，周转量 90649
吨公里；客运量13021人次，周转量
339922人公里。1985年，济孟小铁
路全年货运量 52400 吨，周转量
324540吨公里；客运量21500人次，
周转量342450人公里。那时，孟县
第一化肥厂和第二化肥厂所用的煤
炭，孟县水泥厂所用的石灰石，孟县
机械厂所用的生铁，大部分都是通过
济孟小铁路从济源运来的。济孟地
方小铁路，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
殊产物，对孟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济孟地方铁路建成后，没有见过
火车的人们被这个新生事物所吸引。
济孟小铁路没有客车专列，只有每天
两趟的客货班列，在运货列车后加挂
两节客运车箱。那时公路交通不太发
达，家在小铁路沿线的村民和在济源、
孟县城上班的部分职工，与小铁路结
下了不解之缘，小铁路成了他们出行
的交通工具，还有人专门坐火车到济

源游玩。
济孟地方小铁路建成后，我曾多

次坐火车到济源。一次是1972年，在
孟县城寻不到一味中药，只好坐火车
到济源购买；一次是1973年，和几个
人一起到济源看河南省豫剧团演出的
《槐树庄》；第三次是1977年，那年烧
煤很紧张，我在孟县第六高中教书，学
校要到济源、孟县的小煤窑盘煤，我和
另一位老师坐火车去打前站。那时的
物价便宜，记得从冶墙到济源的票价
只要几角钱。

改革开放后，我国公路建设的速
度明显加快，高等级公路和各种货运
汽车不断出现，地方小铁路的运输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路运输是
直接运输，汽车速度每小时在60公
里左右；地方小铁路运输只能按铁路
线行走，行车速度每小时30公里左
右。与汽车运输点对点的便捷相比，
地方小铁路无法直接到位，还得进行
二次运输。公路运输逐步占据优势，
地方小铁路的货源和客源日益减少，
货运量和客运量每况愈下。上世纪
90年代初，济孟地方小铁路的运营
渐渐衰落，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完成
了历史使命的济孟地方小铁路宣布
停止营运。

2005年，随着济孟地方小铁路路
轨的拆除，小铁路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它的退出，不但标志着一个经济
相对落后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
经济高速发展的崭新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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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州近百年的历史上，曾有好几次与铁路有缘，但最终都

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使孟州人的铁路梦成为泡影。“

编辑 蔡 欢 版式 赵 恒 校对 李红岩 组版 王翠翠

2024年 2月 23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晚晴B02

投稿邮箱：jzwbw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今年2月4日立春，这天还有零星小雪飘落。因
惦记乡下院子里那几只鸡鸭，还要完成老伴一心想
为麦苗追肥的任务，当天一大早，冒着凛冽的寒风，
我就乘公交车返回乡下。

天地苍茫，原野一望无际，银装素裹，被车轮碾
压过的路面，结着厚厚的一层冰，人与车都要小心翼
翼地前进，偶尔还会看到车辆“亲吻”和行人滑倒的
场景。

公交车到达终点站后，我下车步行1公里多来到
了村里，开门进院，喂过鸡鸭，便到本村农商小店购
买了一袋50公斤的化肥。

店铺女老板很热情，得知我要到村东南的地里
撒化肥时，她定要骑电动车帮我把化肥送到地头。
我担心路太滑，她万一摔倒受伤就麻烦了，便婉言谢
绝了。但她还是执意把化肥送到了我家里，并根据
经验帮我倒够给麦子追肥用的30多公斤化肥才离
开。

我的麦田离村有两公里远，怎样把化肥弄到地
里呢？我想起了邻村的连襟马祥孩。他今年67岁，
老伴已去世多年，他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抚
养成人并娶妻生子。他是个热心肠，亲朋好友谁家
有农活需要帮忙，他都义无反顾地去干。于是，我拨
通了他的电话，请他骑上电动三轮车来帮我撒化
肥。很快，他来到了我家。我俩将化肥和撒化肥用
的桶和盆装上车，驾驶着三轮车向地头驶去。

路滑得很，上坡、下坡只能走在有雪的地方，三
轮车才能把住方向，否则就控制不住。在距离麦田
600米远时，已没有三轮车行驶的路，即使晴天，我在
这段坑洼不平的路面几次翻车，多亏没有发生严重
事故。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把化肥扛到地头。我
已是年近耄耋之人，30多公斤重的化肥扛在肩膀上，
就像扛着一座山，趔趔趄趄地走着。然后，左肩换右
肩，右肩再换左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坚强的毅
力和极大的忍耐力。

本来，我是带着手拉车回来的，若把化肥装在手
拉车上，肯定会轻松点。但由于急着往地里赶，竟然
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在距离麦地还有几十米远时，我累得实在走不
动了，于是把化肥放下，干脆在雪地里拖着前行。这
方法虽说前进得很慢，但毕竟还是在前进。

白雪覆盖的大地是很冷的，但我身上冒出了汗
水。经过几十分钟的艰难跋涉，我终于到了地头。
此时，马祥孩也拿着盆和桶一拐一拐地赶到了。我
俩开始下道工序，即向盖着白雪的麦田撒化肥。

说实话，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用不着再这么劳
累。同样退休的老人，有的到处旅游，或者根据各自
的爱好，娱乐玩唱，尽情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但我
和老伴经常回乡下种地、养鸡，这也许是发挥余热，
也许是以身作则为儿孙们做耕读传家的榜样。

我和马祥孩撒着化肥，来来回回，没有说笑，只
有认真。附近也有一些村民在撒着各类肥料，有的
开农用三轮车，有的开电动三轮车，让被雪覆盖的麦
田充满了生机。

几天后，随着雪的消融，化肥也会融化于土壤
中，被小麦根部吸收，从而增加营养，茁壮成长。几
个月后，麦浪滚滚，将是一派丰收景象。我们撒的是
化肥，其实也是丰收的希望。临近中午，化肥撒完
了，一阵微风吹来，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距离
今年立春节气仅剩4个多小时。这时，我深深地吸了
口雪野中湿润的空气，内心里道了一声：春天，你早！

新的一年，生命的年轮又增添了一圈。每
逢佳节倍思亲，远离家乡的我，不由得想回娘家
过年，可左思右想，还是止步没有行动。

父母健在时，回娘家过年，父母、兄弟姐妹
热热闹闹，总有说不完的话。过了年回来上班
了，我还对在娘家过年的情景回味无穷。现在，
父母都驾鹤西去了，虽然兄弟姐妹很热情，招待
得很周到，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常言说，父母
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回想父母在世时，每到农历腊月，母亲总是
站在门前的大柳树下，向我回家的路上眺望，直
到看得脖子酸了，腿也困了，才喃喃自语道：“闺
女今天又不回来了。”等到我回去了或者收到我
的信说“因孩子小，天冷就不回去过年了”，她才
不再去门口张望。

母亲一生勤快，爱干净。她52岁那年，因劳
累、血压高，患了中风，幸好治疗及时，恢复得不
错，生活可以自理。

记得大姐让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邻居攒了
好多橡胶瓶盖，拿回家后将其钉在已被磨平的
搓衣板上。经过长时间使用，母亲竟然把那些
瓶盖也磨平了。我们回去看到后都惊奇地问：

“您洗了多少衣服啊，连瓶盖的凸面都被磨平
了？”母亲说：“我还能活动，我的衣服尽量自己
洗，让别人洗怕洗不干净。”我真不知道，母亲带
病还这么坚强，一点儿不输于健康的人。

母亲虽没进过学堂，但她有时能说出很有
哲理的话。

有一次，我和母亲聊天，她说：“我有时感觉
自己像一根火柴，你看那火柴刚划着的时候，火
苗很小，飘忽不定，摇摇晃晃就像小孩学走路一
样，走不稳，还会摔倒。等火柴慢慢烧到中段
时，是最旺的时候，就像人到中青年时，精力旺
盛，敢打敢拼，不怕一切困难。火柴燃烧到最
后，火苗慢慢变小，直至熄灭，就像人到老年一
样，精力衰退，做事力不从心，直到从这个世界
上消失……”一根火柴，母亲竟能从中悟出人生
的哲理，真是睿智而富有灵感啊！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有时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唱起这
首《妈妈的吻》。

想家，想家门口的那棵大柳树，那里有母亲
盼我归家的身影；想家，想门前自然流过的小
河，河水清清有鱼虾；想家，想小时候过年在外
面疯跑一圈，满头大汗，到家里揭开锅盖有温热
的豆包和甜甜的米酒蛋花汤；想家，想院子里那
个压水井，能汲出清冽甘甜的井水；想家，想冬
天里母亲做的白菜炖豆腐，那香甜的滋味让我
回味无穷……

我常常梦见母亲，梦见她慈祥的面容，梦见
和她交谈时的情形……想念母亲，想念她那双
粗糙的手在我头顶抚摸，安慰、鼓励我克服生活
中的种种困难，让我鼓足勇气，迎难而上，不被
困难击倒。如果再梦见母亲，唯愿长梦不醒，紧
紧握住她的手，和她拥抱，诉说思念之情……

母亲离世已经32年了，我也已是花甲之人，
但一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一些片段，仍然
不由得鼻子发酸、热泪长流。也许，人越是年龄
大了，越是喜欢回忆往事，不然，我为何这么想
家、想妈呢？

儿时的元宵节虽然十分久远，但有些不可思议的习俗
到现在仍难以忘怀。

元宵节吃元宵是许多地方的习俗，可我们家乡却把饺
子和元宵一起煮，有咸有甜让人有点儿费解，但那种香香
甜甜的味道感觉特别美好，而且有一种“闹”的意味在里
边，从而把不可思议变成理所当然。每年过完春节，就盼
着过元宵节，因为小孩子除了爱玩外，就是贪吃。那时候
过节包饺子、做元宵都十分郑重，一家人欢欢喜喜围坐在
一起，也有一种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元宵节的饺子不像
春节饺子那样都是月牙形，而是包成月牙形捏好后，再把
饺子弯曲的两个角捏在一起。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包成
后圆圆的跟圆月似的，特别好看。母亲擀饺子皮很快，一
个人擀皮能供应奶奶、姐姐和我三个人包。那时，我刚学
会包饺子，和奶奶、姐姐你追我赶，故意让母亲紧张。不料
母亲气定神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惹得奶奶忍不住发
笑。

包完饺子开始包元宵，母亲先把糯米粉兑上水和好，
分成小剂子捏成圆饼状，然后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芝麻、花
生、冰糖等原料做成的馅，再用手一撮，一个个元宵便做成
了。然后，将其放进装有糯米粉的簸箩里。母亲两手抓住
簸箩沿端住晃，嘴里还念念有词：“滚，滚，滚元宝，大小元
宝都来了！”包好的元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
圆。当锅上的热气蒸腾时，母亲先下进一部分饺子，用勺
子轻轻推动，让饺子在锅里转圈，避免粘锅。待饺子完全
飘起来，再下进一些元宵。片刻之后，元宵也飘起来，轻轻
推动一下，盖上锅盖焖几分钟再掀开，厨房里瞬间溢出饺
子的浓香味和元宵的甜糯味道。这种别出心裁的习俗，寓
意日子过得香香甜甜，如蜜里调油。

急不可耐的我们哪管什么寓意，早早地端着碗等着
吃了。姐姐抻着碗说吃饺子，弟弟抻着碗说吃元宵，我
说：“啥都中，越快越好。”母亲听了微微一笑，接过我手
中的碗盛了饺子和元宵，我正暗自高兴，却听到母亲说：

“这一碗让你奶奶先吃。”奶奶说：“我不急，让孩子们先
吃吧！”我不等母亲发话，连忙端起碗递给了奶奶。终于
轮到我们了，姐姐优雅地小口吃着饺子，弟弟却急不可
耐地吞下了一个滚烫的元宵。母亲说：“你慢点吃，没人
跟你抢。”可弟弟满不在乎，继续狼吞虎咽，看着他龇牙
咧嘴的那副狼狈相，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屋里充满了
欢声笑语。

那时候，我觉得饺子和元宵就是世间最温馨的美味，
它不仅带给我融融亲情，也让我的童年留下了快乐、美好
的记忆。

儿儿时过元宵节时过元宵节
□刘松梅

想家 想妈
□陈红霞

麦田迎春早
□秦世江

冰 湖 赵维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