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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原文化大舞台异彩纷呈
我省曲艺名家范军、白军选等纷纷登台献艺

“月季进万家 全民赏市花”

2024年市花月季赠送活动火热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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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建设
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4条高铁线票价调整有何依据考量
相关铁路运输企业作出回应

我市北部山区有一个静
谧的小山村——猫岔村，村内
较好地保存了许多年代久远
的石头房。经过近三年的挖
掘打造，猫岔村成了“河南省
乡村旅游特色村”，村里新建
的民宿古香古色，被各种绿

植、鲜花环绕，处处散发着恬
静、自然、温馨的气息。

图① 猫岔村保存完整
的石头房。

图② 一些游客来到猫
岔村游玩。
本报通讯员 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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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作”的传响
□张伯舜

当医学遇见文学
□小 雨

一件白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
顶浅灰色的鸭舌帽。

这是我最近一次遇见老何时，他的通身打
扮，也是每次遇见老何时的标配。

老何不高，不足1.7米，戴着副黑框眼镜，斯
斯文文的，打眼一看，像是教书先生，可实际上却
在长年跑出租。据老何讲，其实第一职业，还真
是光荣的人民老师，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村小
学教语文，可工资太低，为了三个弟妹能继续念
书，便咬牙辞了职，跟人搭伙跑起了出租。

我第一次坐老何的出租车，是五年前我在
县城老汽车站站台等车，准备去市里送份文
件，城际公交没等到，先等到了老何的出租
车。老何停下车，透过车窗问我们几个等车
的，有去焦作的吗？

一个中年妇女上前一步说，有，我去大铜
马，多少钱？

老何说，去大铜马的话，坐城际公交直达，
更划算。

我一听，这司机挺厚道，虽靠跑出租赚钱，
但没钻到钱眼里，能替人着想。又想着自己的
目的地，只坐城际公交不行，到市里还得再倒
车，便走下站台，坐上了老何的出租车。

那一趟出行，之所以对老何印象深刻，不
只是因为这个小插曲，还因为中途拉到的一个
顾客。

顾客是位老太太，七十来岁，满头花白的
头发、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微微佝偻的身子，
全是岁月走过的痕迹。老人提着个布袋子在
路边等车，要去照看在市人民医院住院的老
伴，见老何的出租车停到了身边，连忙摆手，说
自己要等公交车。

老何说，不管您老坐不坐，我都给告诉您，我
跑出租的规矩是，每天的第28位顾客是幸运顾
客，免单，而您老如果愿坐的话，正好是第28位。

老太太一听，笑呵呵地以幸运顾客的身份
坐了上来。

将老太太送至目的地后，我好奇地问老何
“幸运顾客”的事，老何说，一场大病能压倒一个
家，瞧老太太的样子，为给老伴治病，老太太没把
家底掏空，也掏了个差不多了，咱别的帮不上，让
老太太毫无负担地坐趟免费车还能办到。

因为这种善良的“算计”，我不由多看了老
何两眼，这个背负着家庭重担艰难爬坡的中年
男人，应该在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并未

因那些苦而抱
怨，而是在平凡

生活中毫无
痕迹地捧出
一腔热乎乎

的关怀，给
素 昧 平 生
的路人。

第 二
次 遇 见 老

何，是在市百货大楼附近，他依然是那身行头，站
在出租车前，并未像其他出租车司机那样，在来
来往往的行人中招揽顾客，而是捧着本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读得入了迷。

我笑，同行跟您站在一块儿，肯定不担心
顾客被抢。

老何听了，笑着回我，也不尽然，像您，不
直奔我这车？顿了一下，又道，何况，这拨顾客
被同行拉走了，下拨顾客便留给我了。

我不由又在心中感慨老何的豁达。
路上，聊起读书，老何说，虽然跑出租，但

在图书馆办了借阅卡，平均每个月都要读两本
书。一方面，自己在书中悟通了很多东西，让
自己在一地鸡毛的凡俗生活中，有了热爱，有
了向往；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影响下，儿女也嗜
书如命，在文化的熏陶下，虽然过得不富裕，但
活得不庸俗。

老何话不多，然而每一句都在触动我，让
我不由得再次审视自己，并在审视中，为自己
一本接一本买书，又找各种各样理由，将书一
本一本束之高阁而羞愧。

第三次见老何，也是最近一次见老何，还
是那身打扮。

那天，许是有雨的缘故，街上人不多，老何
也是等了许久，才等到了我这一个顾客，担心
耽误我时间，拉上我就要启动车。在我一再表
示不着急的情况下，他才熄了火，又等了十来
分钟。只是还是没等到顾客，老何说什么也不
再等了，发动车，朝我的目的地赶去。

路上我问老何，为何总是白T恤、牛仔裤、
浅灰色的鸭舌帽？

老何笑，好认呀。自己长得没什么特点，
总得弄个特点，好让老顾客一眼便认得出。

说到这儿，老何告诉我，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他都不跑出租了。

我问，为什么？
老何说，妻子年轻时落下了病根，身体不

好，两边老人年纪都大了，他不能再这样没日
没夜地跑，得回去好好尽孝。不能落“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悔。

我说，可进项断了，靠啥支撑日常开销？
老何说，农村还有个小院，准备再承包几十

亩地，将两边老人都接过去，过田园生活。生活
嘛，不一定非得大鱼大肉、游山看水才幸福，一家
人守在一起，萝卜白菜、打理庄稼，也挺好的嘛。

那次之后，我又打过几次出租车，但再没
遇见过老何。

我想，不跑出租的老何，也不用再那般穿
着了，应该会像个农人一样戴草帽、卷裤腿，应
该还会带着两边老人看他种满庄稼的、郁郁葱
葱的土地。

如果“应该”只是揣测的话，有些东西，在
老何这儿，会是“一定”。

譬如，老何一定还喜书，一定还怀着对生活
的满腔热忱，一定还会不动声色地赠人玫瑰……

前两天，我在山区遇到一个极似老何的
人，他娴熟地帮我修好了山地车，然后笑着挥
挥手，继续他的征途。

望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想，老何不过凡人
一个，但，不正是千千万万个凡人老何，托举起
了我们可爱、温暖的祖国吗？

□崔红玲

我一回回心使神差
在这方后土之上痴痴寻觅
千年的秦砖汉瓦，唐彩宋瓷
破碎成散落大地的古文字
陌生的如夜空深邃的星光
闪烁在我的心河之上
照耀血脉里曲折的夜途

原本这只碗一定驰名遐迩
岁月磨损得只剩下碗底
我却虔敬地捧在掌心
听上面“焦家作”的款识
默默讲述一座城市的来历
那依旧赫然在目的墨迹
显现出一路走来的辙印
焦家作坊→焦家作→焦作
自一家作坊变成一个村子
从一个村庄演变成一座城市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
一条铁道停靠村头
从此焦家作又简称为焦作
汽笛声里，载来外面的风光
铁道线上放飞了焦作的梦想

再不只是制作碗盘的陶轮
再不只是架梁盖屋的木工
再不只是锻打锄犁的烘炉
再不只是手摇辘轳的煤井
焦作就要焕发青春
焦作开始天下扬名

自古及今，焦作皇天后土
南临大河，北依太行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名人辈出，英雄彰扬
今天的焦作欣欣向荣
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高铁长龙风驰电掣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现代工厂星罗棋布
今天，焦作人在欢快歌唱
歌声里有曾经的焦家作坊
歌声里那锻打的炉火正旺
歌声里有铿锵的前行步伐
歌声里有更美好的向往
动情的歌声到处传响
焦作，古老又青春的家乡

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
子，我市众多知名作家、诗人
来到焦煤中央医院采风创作。

在此之前，我曾无数次在
脑海里想象着和这些作家、诗
人会面的场景，但见到时还是
超过了我的预期——他们一
个个优雅知性，亲切随和，睿
智聪慧。

市作协主席暗香老师参
观之后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
既不乏对焦煤中央医院厚重
文化的溢美之词，更毫无保留
地为医院文化、传媒、人才建
设献计献言；市作协副主席吕
秀芳老师，言行之间对焦煤中
央医院一往情深。还有众多
作家、诗人，都表达了对这次
采风行动的热切期待和由衷
喜爱……

活动现场，不论是初次相
见，还是交往已久的朋友，大
家一见如故，相携参观，交谈
热烈，气氛融洽，谈古论今，感
动万千……真真是难得的一
次焦作文化人的饕餮盛宴，让
我这个学医的文学爱好者激
动万分。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教授韩启德在《医学的温
度》一书中说：医学首先是人
学，医学从诞生那天起就闪烁
着人性的光芒。许多医生都
体会到，同一种病发生在不同

人身上，他们的生理和病理变
化相似，但内心的感受却是不
同的，背后的故事也不同，治
疗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能
和病人有效沟通，是医者人文
素养和语言艺术的体现，所
以，医护人员是医学温度的主
要传递者，更需要文学知识。

怎样给每一个前来就诊
的患者提供舒心、放松的就医
体验，是每一个医学工作者始
终面临的课题。因此，医学人
更需要文学素养，更需要写好
带有文学性的科普文章，这都
需要我们去加倍努力，加强对
患者的人文关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医
术医身，文学医心，各治一方，
各有悲悯。”其实，医学和文学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医
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探求，致
力于治疗疾病、减轻痛苦和促
进健康；而文学则为医学提供
了理解和表现疾病、病人和医
学的重要视角，有助于提高医
者的人文素养。暗香老师在
医学和文学之间，做了大量工
作，为了用文学表达医学，她
耗费大量心血，深入医疗一
线，用作家的目光，展现医学
的真相。

活动结束时，我的心情依
然久久不能平静，真心期待下
一次的医学和文学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