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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

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时当三月，冬去春来，我们总会想起一个光辉榜样的名字———雷锋。雷锋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代代相传。

上小学时，我发挥自己的学科特长，同小伙伴们一起组成英语、数学学习互

帮小组，同他们一起快乐成长。上初中住校了，去学校带东西也好、父母给我送好

吃的也好，我总会说多弄点，还有一帮哥们呢。带了日常药品，有人需要了也会很

随意地让他使用。上高中了，带的伞宁可自己不用也要给需要的同学用，厚衣服

也经常给同学穿，父母因心疼我多有埋怨，而我却总是会心地傻傻一笑说没事。

印象最深的是4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开车从郏县外婆家回家，本想顺道趁机
回老家去看看，没想到在半路上（韩店）遇到了一个神态焦急的妇女，她伸手拦住

我的车，着急忙慌地问我是不是去汝州县城，说她儿子从楼上掉下已送医院，不

知伤情如何，求我帮帮她。见此情景，我只说了一句“快走”，一路急行27公里把那
位阿姨送到医院。

去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汝州东盛游园锻炼时捡到一叠物品，有身份

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及5200元购物卡，在原地徘徊两个小时无人来找。我通过
在金融系统工作的表姐及时联系到了失主，当面核对了身份信息，清点了物品。

姚女士激动地表示感谢：“这些东西很重要，我还不知道丢了呢。身份证、银行卡

丢了很麻烦，如果被不法分子捡到后盗用，后果将不堪设想，真的太感谢您了。”

学雷锋做好事内心纯粹充实愉悦，就像“吃饭饱腹”“果熟蒂落”一般的现实

且简单，简单到可以忽略，察觉不到。

“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

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

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让我们牢记雷锋光辉事迹，牢记习总书记教导，从现在

做起，从我做起，践行雷锋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每到春节，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拜访看望亲

朋好友，我家也是这样。每年大年初三，我父亲总带

着我们姐弟，给住在农村的两位舅爷拜年，年年如

此。

听我父亲讲，奶奶临走时对他说，在她走后，要常

去看望“大个”“小个”。大个是我的大舅爷，小个是我的

小舅爷。在我的记忆中，每年春节，我们总是拿着双份

礼物，但今年不一样，眼瞅着地上摆了三份礼物。我心

下琢磨着，今年父亲备了三份礼，莫不是要走三家亲

戚？

我问我父亲，为什么今年礼物备了三份？父亲看了

看我，低头说道：“今年要到你大舅爷家一趟。十几年没

有去过了。”

我感到疑惑，大舅爷家年年都去，要去就是全家出

动，落下一个都不行。每年大年初三，我们这些做儿女

的都要衣着崭新地由父亲领着出现在大舅爷家门前，

从来没有缺席。现在又说十几年都没有去过，这种解释

怎不令人生疑。

“你还有个舅爷，叫占个。占个是你的大舅爷。”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有三位舅爷，可我更摸不着头

脑了。既然“占个”也是我的舅爷，那为啥十几年来从未

登门拜访过？

父亲叹了口气，他向我讲起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往

事。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爷爷因为成分不好，被

停职待查。我奶奶和我爷爷刚成婚不久，还有一个在襁

褓里的孩子。爷爷努力做工仍养活不了一家人，全家人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奶奶含泪抱着孩子，到几十里外

的农村，去找她的父亲讨生活。

那时候农村地广人稀，有地就有粮食。虽说日子也

紧巴，却不至于饿死。我奶奶和占个同住在一个屋檐

下，一住就是十几年。等文化大革命过去，我奶奶这才

带着儿女回到自己家。

我奶奶跟着爷爷在城里又生活了十几年，她的母

亲在这中间已经离世，只剩一个脑筋清楚行动不便的

父亲。

我老外爷生前共养育了三子三女，可轮到自己想

要安享天年之时，却没有一个子女主动开口给自己安

排一个去处。

几位子女陈述了很多理由，表示无力照顾父亲。那

位瘦弱的老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门前那颗臭椿树

下，可怜地等待着一群人高马大儿女成群的子女给自

己一个安身之所。

六个孩子从早上谈到了中午，饭都没吃又接着谈

到了晚上。眼看小孙子饿了着急吃饭，儿女们却还是没

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长子占个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摆了摆手说道，既

然你们都忙，老爹就我来照顾吧。不过，占个指了指臭

椿树旁边那间破旧的小瓦房（那是老外爷住的房子），

那间房，归我。

这下，爹总算有了去处。几位子女都放心满意地回

家去了。

我老外爷九十岁了，每天吃罢饭就佝偻着腰，坐在

占个家大门前晒太阳。我奶奶不放心她父亲，每月总要

抽出几天赶来照顾。可往往是，我奶奶刚赶到占个家，

看到自己老爹还坐在门前晒太阳，奶奶出去一趟买了

点鸡蛋给老爹兜回去，却发现老爹已经被占个锁进房

间里。

一来二往，占个总是这样，我奶奶心中愈发对这位

长兄感觉到厌恶。这样又过了几年，老外爷去世，奶奶

咬牙切齿地发誓再不与占个来往。

直到临死，我奶奶还对占个恨之入骨，临终交代我

父亲，不许再登占个家门一步。父亲应允了。

“那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去看望占个舅爷？难道之前

他那样对待我奶奶，您都忘记了吗？”

父亲笑了笑：“你还小，你不知道你奶奶和你大舅

爷同住了十年，你大舅爷没有撵过你奶奶一次，出门在

外的闺女，能住在娘家十几年，这本就是大大的宽容。

等到你老外爷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大舅爷义不容辞地

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虽说要了那一间小破瓦房，却

照顾你老外爷十几年，连你老外爷下世时的棺木、衣

服、葬礼都是你大舅爷一手包办的。这难道不是孝顺

吗？”

我挠挠头说道：“那我大舅爷把老外爷锁屋里也是

不对。”

父亲站起来，背对着我说道：“锁起来，是让你奶奶

感觉到大哥一家对老人不好，这样一来，你奶奶会更加

频繁地上门照顾。试想一下，如果女儿回家总是看到老

人一向安好，那么时间长了，会不会就不经常来看望了

呢？你奶奶每次去你老外爷那里，不是给你外爷洗澡，

就是给你外爷洗衣服，无形中不是也减轻了你大舅奶

奶的负担了嘛。”

我恍然大悟。

父亲也笑了笑：“那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

应该主动去看望一下你的大舅爷？”

“太应该了！”我兴奋地回答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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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红色大峪换新颜
刘齐临

红色大峪镇，抗战火连天。军民携手，奋勇杀寇美名传。回首峥嵘岁月，铭记

牺牲贡献，热血染千山。党旗迎风展，旧貌换新颜。

春赏花，秋观叶，水连山。脱贫摘帽，集体经济创新篇。打造旅游特色，行远逢

山开路，风正好扬帆。红色基因美，血脉永相传。

汝河晓霁
刘世杰

烟澹柳丝长，盈盈珠露香。

银滩衔远景，轩榭卧青苍。

平水轻风过，蒹葭白鸟翔。

汀洲揺钓影，窸窣碎河光。

游九峰山（新韵）
怯振伟

遥望西南慕翠峰，初秋举步访仙踪。

白云淡淡朝神庙，碧水潺潺绕古亭。

体验飞腾旱滑道，钩沉历史楚长城。

自然造化钟灵地，心静时闻雀诵经。

鹧鸪天·半扎古村落
兰晓辉

古寨门楼树郁葱。旧时宛洛大联通。行人停歇旅居内，车辙遗留双孔中。

循影迹，踏游踪。万泉河水正淙淙。浣纱村女龙泉下，鹅鸭争相芦苇丛。

走进老区看新貌
许宗和

老区沟寨众乡民，一策一家都脱贫。

车马盈门花映彩，楼轩对榭绿遮阴。

箧衣更著撵时尚，酒食路边何用寻。

有地外包劳不作，闲观云物益心身。

广成湖夏韵
李景侠

荷风拂过漫天香，碧浪翻腾闪玉光。

娇艳芙蓉摇倩影，婆娑柔柳舞霓裳。

悠游楼阙听仙语，信步廊桥看鹭翔。

最是广成姿色秀，千般雅韵醉心房。

鹧鸪天·洗耳河春景（新韵）
闫景社

烟雨微寒二月风。清溪南去水盈盈。岸边柳叶虽黄绿，墙内桃花已粉红。

三行字，五分情。春光万缕墨边行。留白几许私心语，笔下无声胜有声。

鳌头村不小，四五千口人，村子就在鳌头山下，娘

娘山，五纵山，长虫山，绵连逶迤。

这个村子，是我的祖居地，幼年时代便情有独钟，

曾数次跟随爷辈叔辈前去上坟，只因来去匆匆，未曾到

达山巅，只仰望诸山而已。

甲辰年孟春初七日，郭鸿志先生邀我同游鳌头，即

欣然前行。

初春游赏，似乎别有一番情调。山坳间，经历了冰

雪洗礼的禾苗青绿如玉，空白的春地则一片粉酥，踩之

绵软如毯；那些雪松，却更见青翠了；柳枝摇摆着腰肢，

显出婀娜的身姿来；草儿已经探出了青白色的头，张望

着这萌动的世界；还有那弯弯曲曲的春水，水儿划过谷

底的声音也仿佛清脆了许多，是春姑娘在缓缓弹奏一

支春天的序曲吧。这浅浅而又浓烈的春天气息，对于我

来说，是极喜欢的。我欢喜着这宁静的山野，欢喜着这

按捺不住的萌动，欢喜着这能够预见的缤纷。

这愉悦的心儿，因为愉悦，看到那依旧黑枯的道道

山岭，似乎都染上了一层新绿，在春风中跃动起来。

我们的车子在盘旋的山路上左扭右摆，拨动着我

的心弦，萦绕着一曲童谣般的传说。

儿时的记忆中，只要出了村子，北望群山，总能看

到高耸的娘娘山，不止一次听爱讲瞎话的叔父讲述一

位大王与一位娘娘的故事。

这位大王在没有做皇帝之前打天下时，为了安全

起见，就把他心爱的女人安置在山高林密的一座高山

之巅。有一次他到山西侧的一个地方指挥战斗，当时两

人约定，如果打了胜仗，就把军旗高高举起，向心爱的

女人报喜；如果看不到军旗竖起，就是打了败仗，希望

女人赶紧撤离高山上的住处，以防不测。

也许是上天有意戏弄这对患难情侣吧。这位未来

的皇帝那天打了胜仗，准备升起军旗时，他却突发奇

想，想戏弄一下自己的女人，也想试试女人对他的忠

贞，就命令军士放倒了军旗。一番恶作剧后，皇帝突然

想到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怕女人发生不测，赶紧骑着快

马往山上赶。

走到山下的大安村时，人饥马渴，战马因疾驰而口

渴难耐，再也无法奔跑。这时他看到一口水井，然而井

旁没有水桶，无法取水饮马，情急之下，他大喝一声：

“待我扳倒此井，井水倒流，就可饮马！”说来也怪，他走

到井旁，扳动井上的石架和辘轳，那口井果然倒竖起

来，甘甜的井水汩汩流出。于是人马喝了井水后，继续

飞驰上山。

那匹神马喝了井泉后，生出磅礴力气，四蹄生风，

践石齑粉，连纵五下，到达山顶。

可怜女人在山顶一直西望，始终没有看到男人的

军旗，料定男人吃了败仗，生死未卜，伤心之余，三尺白

绫，自悬于树上，顿时香消玉殒，一缕香魂追随男人而

去。

赶到山顶的大王看到心爱的女人已经没了气息，

禁不住泪如雨下，默默安葬了女人后，万千懊悔中下了

山。后终成霸业。皇帝的后人为怀念这位忠贞不贰的先

母，在山顶建庙，香火不断。

彼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位皇帝和娘娘是谁，许多年

后，才知道这个凄婉的传说似乎与汉高祖刘邦和薄姬

有关。

这个凄婉的传说，终于在今天得到了一次实地的

探访。

我们的车子在距离山顶尚有百米的拐弯处停下

来，一行三人迎着料峭的春风乘兴而上。

一座汉白玉牌坊，一座双层五角凉亭，原来，这里

已成为山阴的伊川白沙镇程子沟村修建的孝文化山顶

公园。

一排排碑林，讲述着汉高祖刘邦、薄姬、汉文帝的

历史与传说，其中就有我儿时耳熟能详的那个传说。漫

步碑林，儿时的记忆仿佛就浮现在眼前的碑林之上，久

远而现实，缥缈而清晰。

关于薄姬的记载见诸于《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

家第十九》及《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她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历尽艰难曲折，最终荣登高

位。

史料记载，薄姬原是项羽部将魏豹的妾室，魏豹被

韩信击败后，薄姬被召入汉宫。但薄姬入宫一年多，却

连刘邦的面都没有见过。

相传薄姬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交好，约定三

人之中不管谁先富贵，都不要忘了其他二人。后来管夫

人、赵子儿先后受到刘邦宠幸。两个美人侍候刘邦时，

相见笑说与薄姬初时的约定。刘邦问起当中因由，两人

俱以事实相告。刘邦心凄然而怜惜薄姬，当晚召见宠幸

她。之后，薄姬即有身孕，生下儿子刘恒。刘恒八岁时被

封为代王。自有子后，刘邦鲜有和薄姬相见。刘邦驾崩

后，因为薄姬少见刘邦，地位也不高，所以准许她出宫，

从其子到代地就国，是为代王太后。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长达十六年。公元前180年，专
权的吕后死后，大臣议立新帝，认为外家吕氏不善，皆

称薄姬仁善，故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尊薄

姬为太后。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尊

祖母薄姬为太皇太后。公元前155年，薄姬去世，葬于汉
文帝霸陵之南，史称“南陵”。

纵观史料，薄姬在刘邦称帝之前，两人并无交集，

更不可能存在两情相悦、举案齐眉的恩爱故事。所以，

关于娘娘山、五纵山的传说，与刘邦和薄姬有关，或许

是后人杜撰的一种美好寄托吧。

想到此，我的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从孩童时代就萦

绕在脑海中的那个美妙的传说，今天终于寻到了它的

根。虽然传说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也让我觉得不虚

此行。我想，这个美丽的传说，依旧可以作为美丽的传

说相传下去，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不渝爱情的赞颂，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乡山水的挚爱。这才是这个故事

久传不衰的最大力量吧。

在这样愉悦的思绪中，我缓步于碑林之中，赏析着

青碑之上的每一个文字，从山水记述到薄姬传记，从文

帝尝药侍母到老莱子戏彩娱亲，我是行走于历史与传

说的水天一色之中，绚丽的彩霞与北飞的大雁在眼前

翩翩起舞。

不知不觉已到山顶。雕梁画栋的屋舍，八面玲珑的

彩塔，虬枝如龙的古槐，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村落，苍茫

的原野，尽收眼底。这真是一处绝妙的所在。虽然人间

春色尚浅，却也自有一番别致气象。

此种景致，让我神思恍惚，仿佛我已幻作登临滕王

阁的王夫子，推开雕花的阁门，俯视彩饰的屋脊，山峰

平原尽收眼底，湖川曲折令人惊叹。遍地是里巷宅舍，

许多钟鸣鼎食的富贵人家。舸舰塞满了渡口，尽是雕上

了青雀黄龙花纹的大船。此时正值雨过天晴，虹消云

散，阳光朗煦，落霞与孤雁一起飞翔，秋天的江水和辽

阔的天空连成一片，浑然一色。傍晚渔舟中传出的歌

声，响彻彭蠡湖滨，雁群感到寒意而发出的惊叫，鸣声

到衡阳之浦为止。

此时，五纵山腾挪跌宕，长虫山逶迤蟒动，鳌头山

岿然参禅，暴雨山若隐若现。身处高山之巅的我，与这

美丽的景致浑然一体，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学雷锋，我们在路上
王堃阳

孟春访鳌头
虢郭

春 节 记 事
丁一恒

来源：汝州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