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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爱遇见博爱

当伟大邂逅伟大

当柔情似海与至善如水交融

当母亲节遇见护士节

无论是上天安排抑或巧合

都诠释着

伟大而又博爱

护士，这个需要社会理解的职业

无论理解抑或误解

始终如母亲呵护子女般

精心护理着病人

当康复的笑脸相迎

最开心的患者

最舒心的就是白衣天使

当病人沉疴痼疾难愈

甚则病危撒手人寰

最心伤的是家属

最心痛的是白衣天使

当病人救治无效呼吸停止

如果悲痛遇见责难

如果误解遇见愤怒

甚至当有意无意孕育“闹剧”

那爱———就变成了伤痛与伤害

如果悲痛遇见理解

如果愤怒遇见淡定

就像亲情遇见友爱

那伤痛，就升华为大爱与宽容

当护士节遇见母亲节

当护士成为母亲

这个圣洁的称谓

就从心中敬畏地呼唤出来

就像母爱不由自主的流淌

当病患遇难

当病情凶险

悲痛之余

请相信白衣天使的博爱

请相信医者仁术的胸怀

请让理解遇见宽容

请让善良遇见谦和

请让大爱充满人间

春节看望母亲，回老家小住。洒扫堂屋

时，我把那帧发黄的《故宫藏画》挂历从父亲

床头摘下翻看。其封面有几行娟秀的大字，自

右向左排列：“恭贺张新玉同志 新年万事如

意 政协临汝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元旦”。

这帧挂历，父亲珍藏了三十多年。

挂历是王维周先生为我争取的。那时，我

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大二暑期回家乡采

风，才结识王老先生———临汝县（今汝州市）

著名学人，受其委托写《风穴寺钟楼题壁考》

一文。大三第一学期，我利用课余，泡图书馆，

查资料，理线索，得蒋晔老师帮助到系资料室

翻阅《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大约两

个多月，才连缀成文。随后，我把文章、资料、

书信逐一寄回，先生十分高兴地称之为“三番

轰炸”！他建议县政协给我以表彰，于是，春节

前夕我从先生手里接到了精美的挂历。挂历

的每幅图皆古代名画，按月次序是《贵妃晓妆

图》《松林六逸图》《捉榴花图》《竹院品古图》，

《高山流水图》《浔阳琵琶图》《吹箫引凤图》

《子路问津图》《南华秋水图》《明妃出塞图》

《溪山楼阁图》《临萧照中兴应瑞图———棋

卜》。我猜想自己是佳节受赠者之一。

挂历在那时是稀罕物，况且公家赠送的，

因此，父亲很是珍重，挂在堂屋显眼的地方。

有了挂历，就像口渴不喝白开水而喝健力宝，

烟瘾起时不抽自来卷而抽过滤嘴一样，感觉

品级都提高了。乡村慢生活，时间不值钱，春

节前买张老灶爷贴厨房，知道每月大进小进

就好；时髦者去书店买本《农家历》公历农历

对照，知道朔望晦就行了，谁指望挂历呀！自

此，逢亲朋好友闲来问询，父亲就是一番解

释，话语里饱含着自豪和对先生的敬重。

那时候，正值改革初期，乡村里家家户户

分了自留地、责任田，备置了架子车、耕牛、犁

耙和杈耙扫帚等，家庭责任制取代了生产队，

劳动与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之是初步解

决了一般性的温饱问题，家庭生活依旧困难。

父母带领两个妹妹和三弟，终年劳作，供应着

我和二弟、四弟读书，开支大于收入。后来，王

维周先生多次托人把日常家用挤出的钱送到

学校给我补贴。父母得知，又是高兴、又是感

激、又是不安。高兴的是我的生活有了改善，

感激的是遇到王老师（父母称王维周先生为

老师）这样的好人，不安的是王老师每一分钱

都不容易，咱咋忍心！因此，父母叮咛我，啥时

候都不能忘了王老师，他是咱家的恩人呀！

王老先生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依然不忘

提携后生，及其安贫乐道、热爱家乡文化的精

神给我以深刻印象；父母知恩必报、勤劳朴素

的意识扎根于我的心中。这些深深地影响着

我的生活与处事。我参加工作后，多次到县城

中大街拜访王老先生，甚至还托老先生帮忙

办事。

时间如梭，我如今已五十有余。王老先生

过世的信息很晚才得知，心里十分难过，默默

为老人家祈祷！父亲晚年脾气古怪，与母亲分

灶，生活得很是沧桑。孩子们给予的钱物总不

足敷用，于是，就卖家里的什物，包括我们小

时候读过的书籍，存放的杂物和收集的破烂

等，然后，买衣服、鞋子、帽子，或去搓麻将。但

是，那帧挂历，老父亲一直很珍重地保存着，

挂在眼前，寂寞时翻阅。

如今，父亲仙逝五载有余，那帧挂历依旧

挂在原处且已发黄。睹物思人，心底难以平

静。这帧挂历连起我和王老先生忘年的友谊，

也连起两位老人之间漫漫话题，想必他们天

国相见，会促膝畅叙吧！

作者简介：

张新玉，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学高级

教师，喜欢历史、文学、哲学和艺术。从教已有

30年，喜爱读书和购书，业余时间写些自己熟

悉的事物，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行成文字，以

记述往日的思考。

在汝州古城生活工作了数十年，赶上好风好雨的时

代，火旺旺的日子就像小磨油倒进烙红的锅里，“刺啦”一

声，香喷喷地溜走了。然而，对于亲历时代嬗变，终身受益

于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介文人来说，怎能忘怀小城激情改革

的岁月，怎能忘记古城历史蝶变的时光；怎能淡忘改变我

人生轨迹、成就文学人生的伟大时代；又怎能释怀对母亲

河的那份亲情和眷爱？！

一路风景入梦来。站在新时代的前沿，遥望岁月深处，

我与家乡、我与古城、我与文学、我与人生……那如诗如画

如幻的一处处风景，淑女一样袅袅婷婷地飘来———

1986年4月16日至29日，原临汝县（今汝州市）委、县政

府和《河南日报》文艺处联合在临汝古城举办了“汝河笔

会”，省内外作家、诗人、文艺编辑和文艺工作者40多人与

会。为了培养本地的文学创作人才，首任文联主席张进才

和文化局及文化馆的负责人，组织向全县作者征稿并从中

遴选人员参加笔会。我作为农村业余作者代表，有幸获得

参加笔会的殊荣。县委书记李克荣、县长仝葆银亲自参加

笔会开幕式，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临汝县经济和社会

取得的成就，并陪同大家参观感受临汝县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的巨变。跻身于河南省乡镇企业先进县行列的临汝县，

实行乡、村、组、联合体和个体“五轮驱动”发展经济的举

措，打动和震撼了与会的每一个作家和诗人。我是第一次

随团参观家乡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体验改革开放扑面而

来的火热生活，也是第一次参加高手如云的文学盛会，聆

听大家的教诲，内心异常激动和振奋。

笔会期间举行了一次文学创作报告会、一次业余作者

作品分析会。也就是在这次业余作者作品分析会上，我的

短篇小说《大堰》被文艺处王五魁处长、编辑李长华老师看

中。5月8日，《大堰》在《河南日报》“大河”文艺副刊刊登面

世。这对一个土里拔脚的农村文学青年来说，真是一个莫

大的鼓舞和激励！其时，我因创作小有名气，从民师岗位上

抽调原寄料乡政府工作已历两年。白天写公文，夜里爬格

子写小说，讴歌农村党员干部在土地分包到户新形势下，

直面现实矛盾，勇于担当和牺牲精神的小说《大堰》，就是

在乡政府后院的住室里写就的。遽变的现实生活，鲜活的

农村人物形象；熟悉的身边事理；土里吧唧的百姓语

言———《大堰》在家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朝为撒灰郎，暮登伴天皇。《大堰》发表一个多月后我被

借调到县人事劳动局，先后在人才交流中心、办公室、劳动科

工作了9年，亲历亲为人事、劳动、工资三大制度改革，共享党

和国家干部录用制度改革带来的恩惠。1987年3月20日，《河

南日报》公布了第三届（1986年度）优秀文艺作品获奖名单，

小说《大堰》名列其中。获奖的小说共有两篇，另一篇是大名

鼎鼎的作家乔典运的《十万分之一》。对于最底层的一名业

余作者来说，名不见经传，没有一点社会背景，作品居然获奖

了，我真打心眼里感谢盛世清明纯正的文风。李长华老师写

信鼓励我继续勤奋创作，冯团彬老师回临汝，约我到文化馆

面谈指导，受益匪浅。1987年，我的小说《祖传秘方》在《河南

日报》文艺副刊“文化天地”文学作品专页发表。令我至今伤

怀愧疚的是，一贯钟情扶持业余作者的李长华老师不幸溘

然病逝，没能为他送行成了我永远的心痛。《祖传秘方》发表

并获得《河南日报》第四届（1987年度）优秀文艺作品奖。两联

度获得党报副刊优秀文艺作品奖，引起了地方人事部门的

重视。同年8月，按照国家吸收录用闲散科技人员的政策，我

被河南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并留

在人事劳动部门工作。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个农村娃凭

借手中的笔，利用党报文艺副刊提供的平台，记录改革历程，

反映时代变革；讴歌盛世伟业，逐渐崭露头角，靠地方党委和

政府的提携跳出龙门，走进了管人管事的人事劳动部门，开

启了我全新的人生。10年人事工作，我目睹了众多有志之士，

得益于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人事政策，从而茁壮成长、建功立

业的事迹。“五大毕业生聘用”、“闲散科技人才录用”、“技术

工人录用”……不拘一格选人才。改革开放的人事政策，为

各行各业学有所长的人才提供用武之地。仅我熟知的文友

中，就有一批“五大毕业生”和“闲散科技人才”，或聘用或录

用，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日后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匆匆岁月流，拳拳赤子心。追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我

已将步入花甲。回首一路翻天覆地变化的风景，我对党和

政府的感恩戴德之情油然而生。40年改革开放，我所看到

的不仅仅是小城破茧化蝶，真真切切地实现华美巨变的史

诗，不仅仅是公众在吃穿住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

实现历史跨越的伟绩；不仅仅是人民享受盛世太平生活的

舒适惬意和恬淡；更令我欣慰看到的是：人民思想风貌和

精神境界实现根本提升的灵魂风景。凝聚形成并响亮于世

的“汝州精神”、载入史册的“全国卫生城市”、正在验收命

名的“全国文明城市”———正是这道灵魂风景的完美诠释。

一路风景歌还来，筑梦明天更璀璨。

我读了《穿靴子的猫》之后，感觉虽然猫很聪明，但是我不佩服

它。

猫虽然很聪明，但是它胆大包天欺骗别人，让我不佩服它。它骗

国王说自己的主人是侯爵，其实呢，它的主人很贫穷。捉了几只动物，

送给国王，让国王对侯爵赞叹不已。当国王路过土地和城堡时，它骗

国王说，这是它主人的，实际上是食人魔的。猫夸食人魔说：“您的本

事可大了，能将自己变成各种动物，比如说狮子啊大象啊什么的，是

真的么？”当食人魔变成狮子，吓得猫跳上了天花板，猫喘着气小声

说，“您还能将自己变成个很小很小的动物，像老鼠耗子似的。但是，

我可不相信，您这样的身材怎么能变得那么小呢！”食人魔大声喊道，

“什么？不相信？等着瞧吧！”说完，他就变成了小耗子，还在地板上不

停地跑。猫见状一下就扑过去，将耗子吞进了肚里，消灭食人魔，占有

了它的财产。骗国王说是自己主人的。国王对侯爵非常满意，国王的

女儿也喜欢上了侯爵，最后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我讨厌猫的

原因是猫欺骗了国王，骗了食人魔，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读了这篇故事，启发我们不能贪得无厌，不能

像猫一样欺骗别人，虽然猫为主人争得了好多的东

西，自己也成了大人物，但是我不佩服它。

点评：开头结尾照应，结构严谨，文章读得透，

理解深，能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对于三年

级学生来说已经很不错。

风 景 一 路 入 梦 来
阴彭忠彦

一 帧 发 黄 的 挂 历
阴张新玉

征 稿 启 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9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

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体裁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

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

500字，初高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

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

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

文化风貌。

邮箱：rhzs2008@163.com

我佩服猫吗
◆逸夫小学三年级 田浩霖

遇 见
□李许要

国 画 张晓涛 作

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告诉我说：“现

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

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

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准

备，做到随时可以行动，军人要有这样的

素质，尤其是我们这支队伍。可是，大家刚

洗的衣服，还在外面晾着没有干，有的还

往下滴水呢。有位战士向我提出：“怎么

办？”

我告诉他们，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

全部带走。我们的警卫部队很快进入登车

状态，所带的东西，包括厨房的炊具在内，

都已装进车内，一切都在不声不响、有条

不紊之中完成了。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

们并不明了真正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

付发生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

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因为前卫车需提前

几分钟开行，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

和登车地点。留下30余人随我跟主席一起

行动。一经布置，很快均已就位，做好了开

行的准备。

毛主席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

着，我和张耀祠副主任乘一辆小车在前开

路，警卫战士乘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

由于毛主席是突然行动，我们又提前

控制登车地点，因而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

利。

当日18点10分，毛泽东抵达上海。

毛泽东没有下车，在专列上同马天

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谈话。晚上就

在专列上休息。

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把毛泽东就要

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

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泽东要找他们谈

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

上。汪东兴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

文。汪东兴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

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

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汪东兴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王洪文：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

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

来呀？

王洪文回答：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

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泽东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

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汪东兴去部署、

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

友。

据张耀祠回忆：

下午6时许，列车停下来，毛泽东没有

下车，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

上来谈话。参加谈话的有马天水、王洪文、

王维国，汪东兴参加了谈话。毛泽东与他

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回忆：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

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

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

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

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

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

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

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

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

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

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去

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

团的人。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

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

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特别派了两个哨兵

在那里守卫。

陈长江回忆：

此次外出，最使人担心、情况最为复

杂的是上海这一站了。

当日下午，我们的专列顺利驶抵上海

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未完待续）

【

mailto:rhzs200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