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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寒冬，室外寒风凛冽，但在汝东一家

属院室内，却欢歌笑语，温暖如春。这是近日，

笔者应我市资深学者胡海伟、胡贞霞之邀，采

访魏生辉老人时的情形。

魏生辉老人虽已 97岁高龄，但他博闻强记，

说起小学时老师们的名字，如数家珍。提起千

古名文《岳阳楼记》，他也能背诵。不仅如此，老

人还爱唱歌，能识谱，晚年依旧热爱学习。当和

我们对话时，他还用了句英语“Please sit

down”，惹得在场的所有人哈哈大笑。当谈起革

命工作时期的那些沧桑记忆时，他的话语依旧

铿锵有力，侃侃而谈……

命运多舛 艰难求学

魏生辉出生于市区南关东街，其父亲魏论

甫是名文书，斯文儒雅，喜爱文学。魏生辉在其

父亲的影响下，自幼爱好学习。12岁时，他曾就

读于塔寺小学。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

从课本的文字和老师口述变成现实时，当经历

了与同窗好友瞬间生死离别时，他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他用稚嫩的笔在日

记中，噙着泪写下了满腔的愤慨：

“清朝腐败签条约，割地赔款太辱国。

日本侵略野心重，奸淫烧杀罪恶多。

铁蹄践踏百姓苦，党群高唱抗日歌。

坚持浴血打鬼子，红旗招展映山河。”

还写下了：“只恨自己年少，不能立刻扛枪

奔赴沙场……”

1939年 2月，魏生辉转入县立第一高等小

学就读。四年后，为躲避战乱，他含泪告别父母

外出求学。当时外出学习的有 200多人，为避

免目标太大，学校按计划疏散。他与同学马聚

燕、张国崇先到临汝县滕店村集合，后与大部

队会合。他们徒步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南迁 300

公里，终于来到了豫、鄂、陕三省交界，楚文化

的发祥地南阳市淅川县。学校设在淅川县行宫

庙内，庙内有六间古建筑，四周群山环抱、山披

翠绿，景色宜人。入学后，他参加高中同学组织

的歌咏队，大唱抗日歌曲，并在此平稳地度过

了数月的学习生活。

1945年，随着淅川沦陷，学校被迫停课，他

们决定西迁至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与之前的

“逃难”一样，他们只能选择崎岖的山路行走，

以躲避日军的轰炸和袭击，时值数九严寒，千

里冰封。山路的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另一

侧是陡峭凌云的绝壁，而他们硬是从一条死路

中走出生的希望。最终，在大家互相帮扶下，经

过七天七夜终于到达周文化的发祥地岐山县，

在此安定下来。

投身革命 服务人民

随着临汝县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魏生辉

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1948年 5月，他参加了

临汝县人民政府举办的为期 15天的知识青年

讲座。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小小的教室里坐

满了 150余名学生。时任县长王武烈亲自授课

并作了动员讲话，并深入分析了党对知识分子

“依靠、团结、改造”的相关政策，彻底解除了大

家心中的顾虑。在场学员们群情振奋，有部分

优秀学员被直接介绍到教育界或政府相关部

门工作，魏生辉成为其中的一员。

1948年 10月，他在时任临汝县人民政府

秘书朱洪文地推荐下，分配到县政府民教科工

作。后来因机构编制调整，民教科分为民政科

和教育科，魏生辉分到了教育科。他十分珍惜

来之不易的革命工作。在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春，

渡江战役前夕，县政府组织全体干部集中在二

楼会议室召开动员会。会上，魏生辉领唱了革

命歌曲《下江南》。“下江南！下江南！下江南！

取两广！夺四川！打到云贵和台湾……”那震撼

的歌声极大地鼓舞了与会同志，大家积极踊跃

报名。后经严格把关，有 20余名人员光荣地成

为渡江小分队成员。

1949年，魏生辉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土改运

动。7月初的一天，供职于教育科的他，被抽调

至县委工作队，接受土改培训。他们自带行李，

在县委集中培训半个月，魏生辉被分到临汝镇

西塘村。由于在土改运动中表现突出，他被调

至临汝县税务局税政股工作。

1958年 10月，根据工作需要，魏生辉被抽

调至蟒川公社，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

动。后来，县领导组织着手在邓禹乡西唐沟建

立临汝镇二区邓禹乡人民政府。魏生辉经推

荐，担任邓禹乡人民政府文书一职，此事令他

激动不已。他主要负责起草党政材料，制作宣

传板报、来人接待，会议布置、撰写材料等工

作。随后根据工作需要，魏生辉又被派到三区

寄料镇梨园煤矿担任驻厂员，后被上级任命为

税收副主任，监管全区税务征收工作。当时工

作环境艰苦，办公、住宿就在寄料半山坡的一

间平房内，冬天大雪封山，食品极度缺乏寒冷

受饿，夏天闷热蚊虫奇多。由于他还要负责监

管税收工作，一年总要不停往返奔波于十八道

沟与半山坡之间。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有天夜里，去区里汇

报工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他一个人翻山越

岭，全身湿透，待汇报完工作，穿着湿衣稍作休

息就返回工作单位。他所负责的梨园煤矿每月

按账征收 2万元，加上突击生产的效益，全年

能达到 60万元。当时全县的任务约 80万元左

右，仅他所征收的部分就占 75％。

1952年，魏生辉调任税务局秘书室工作。

主要负责档案管理、文件收发、打印，每月还有

编辑排版内部小报的任务。1955年 6月的一

天，烈日当空，魏生辉按照领导指派，到庙下税

务所例行检查工作。过河时，刚下水不久，兴许

是上游水库放水，河水猛涨，河水由原来的到

膝部位置，突然漫至腰部。他不及提防，一下子

被来势汹汹的河水冲倒。不会游泳的他本能地

扑腾着向岸边靠近，但越挣扎越远，幸得一个

路过的老乡奋力将他救上了岸。

1962年 4月，魏胜辉被调至庙下财税所任

会计，后调至小屯税务所工作。1979年，他被评

为临汝县税务先进工作者，荣获国家税务总局

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奖章。1986年 2月，魏生辉

光荣离休。

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浮生岂得长年少”，这是魏生辉老人的座

右铭。离休后他更加感觉时间珍贵，利用一切

时间去学习。老人曾总结了一套养生秘诀：“读

书养心、太极健体、国画养性”。他时常说：“书

是最好的陪伴。里面有纵横千年的世界，有形

形色色的人物，有叹为观止的思想，有千奇百

怪的事情”。他阅读并抄写了《唐诗三百首》《古

文观止》等诗词名篇，并坚持写了 17年的读书

日记。魏生辉老人还特别喜欢体育锻炼，尤其

是太极剑的练习。同时，他对“国画艺术”也是

情有独钟。他还说：“这样动静结合，修身养性，

有益于身心健康。”在魏生辉老人 93岁高龄

时，由他撰写的《革命回忆录》一书，已于 2020

年 12月编撰完稿。

魏生辉，一个从战火纷飞年代成长起来的

老革命，无论是在过去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

当今和平年代里，无论工作如何更迭，他都矢

志不渝、永葆初心。在税务部门工作的 36年

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到了干一行爱一

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马俊杰

魏生辉：永葆初心的税务人

人物名片：魏生辉，1927年生，市税

务局离休干部。曾就读于省立临中，年

少时积极参与渡江战役的后方补给工

作。解放后在临汝县政府工作，并积极

参加了土改工作队。20世纪 50年代，调

入税务部门，他在工作上，任劳任怨，为

税务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被评为临汝

县税务先进工作者，荣获国家税务总局

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奖章。离休后，他醉

心文学艺术，并在国画、诗歌等方面均

有不斐的成果。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各类

书画大赛(老年组)金奖，并荣获“爱国文

艺者”称号。2019年，被国务院、中央军

委授予离休干部纪念章。

“这是原石制作出的汝石茶壶，底色为黑，茶

壶上面的梅花分布均匀、色泽鲜艳，是典型的梅花

玉，每一件都是独品，可以搭配茶杯，包装成套

……”12月 23日下午，打开一个名为抖音“博博梅

花玉”的直播间，王松伟向咨询的粉丝详细介绍时

说。

此时的王松伟，正在位于杨楼镇佛堂村枣园

自然村的汝石加工厂房内，直播推荐新制作出来

的汝石茶具。随着直播间人数不断上涨，留言平台

上，粉丝不间断询问感兴趣的汝石产品。不一会

儿，直播间内就售卖出了几个汝石茶杯。随后王松

伟解答粉丝的疑问后，结束了一个小时的直播。

走进王松伟的汝石加工厂房，门口两边堆满

了大大小小的汝石。在别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不起

眼的大石块，而在王松伟眼中，每一块石头都是他

精挑细选的汝石原料，说起石头来源如数家珍。

谈起为什么要做汝石产品，王松伟不假思索

地给出了答案：“喜欢”。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给

从小生活在汝河附近的王松伟提供了接触汝石

的先天条件。“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几个小伙

伴相约到汝河捡石头，看谁捡得多、捡的石头有

特点，不知不觉中捡石头成了一种乐趣，每天不

摸摸看看石头，心里总感觉少了样东西。”王松伟

说。

虽然王松伟酷爱捡石头，但是他从未想到自

己会跟石头结下不解之缘。2008年，在外打工的王

松伟在 QQ交流群里看到有群友发布汝石，并标

价售卖，来自四面八方的群友纷纷发表看法，最后

汝石被来自南方的一位藏友收藏。这件事后汝石

在王松伟心里有了不一样的价值，他对汝石类型

的偏爱也有了更加明确的倾向。

2010 年，21 岁的王松伟从外地打工返乡，开

始在各种石头收藏交流群或者淘宝网店上卖汝

石，不久就成交了一笔价值 1000多元的原石，这

是王松伟以汝石赚到的第一桶金。自此之后，王松

伟在汝石上发现了商机。卖原石的同时，王松伟也

搞起了梅花玉成品批发。刚开始是从别处进货，在

网上卖。后来，他到汝阳、南阳等地学习玉石加工，

跟着加工厂一学就是好几年。他勤于钻研，说干就

干，买了切割、定型、雕刻、抛光等机器，开始尝试

自己加工汝石产品。他加工好的汝石茶具、手把

件、手镯、手串等，深受汝石喜爱者青睐。此后，他

在汝石加工行业做得风生水起。

2019年，王松伟为了兼顾家庭，在家东边建起

了加工厂房，加工出来的汝石产品以批发为主。为

了提高加工技艺，王松伟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深入挖掘汝石浓厚的文化底蕴，保留汝石独特的

审美。在读石的基础上，加工以汝石为原料的特色

工艺品，如汝石雕刻摆件、挂件、首饰等，设计具有

汝州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图案和造型，提高产

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附加值。

“汝石加工包括选材、设计、切

割、琢磨、抛光等步骤，每一环节都

不能掉以轻心。在加工过程中不仅

要熟悉玉石的质地、纹理、色泽等

特性，还要具备创意设计和精湛加

工的能力。”王松伟说，随着科技的

发展，新的工具和技术为玉石加工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如利用先进

的数控机床进行切割和琢磨，使用

新型抛光材料和技术，使玉石表面

更加光滑细腻等。

“汝石硬度相对较高，伴随着

消费者对容器工艺的要求越来越

高，内壁做得薄，在打磨时稍不留

神就会破裂，所做的一切前功尽

弃，这需要更加专注精细，降低报

废率。”在制作汝石茶壶时，王松伟

说。

为了让汝石产品丰富化，更

具特色，王松伟特别注重保留原

石特色，如茶壶的设计上，每一把

壶的造型，都根据原石大小、图

案、造型等打磨而成。在造型设计

上，以原石现有的造型为基础创

作出的茶壶，既有传统文化底蕴，

又符合现代审美趋势。这种融合

不仅使玉石加工更具现代感，也

为其赢得了更广泛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看重汝石蕴藏的商机，市场竞

争也越来越大，汝石原石的加工品的质量参差不

齐，让原本以汝石加工品批发为主的王松伟也有

了莫名的危机感。为了扩大影响力，2023年 11月，

王松伟正式开启直播。刚开始直播就收获了不少

粉丝的青睐，回购的人也逐渐增多。“通过直播，不

一定非要成交多少单，而是让更多不了解汝石的

藏友感受汝石的独特魅力，每一件汝石产品都是

独一无二的。”王松伟说。

对于未来，王松伟只想一直坚持把汝石加工

做下去，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传承与创新。“随着

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高，需要更

加注重个性化设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

时，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以应对

更加复杂和精细的加工要求。”王松伟明确了继续

奋斗的目标。

谈及最近的计划，王松伟说：“我已在南阳市

石佛寺玉器批发市场租赁一个展柜，希望凭借石

佛寺这个大的交流、交易场所，更多展示制作精良

的汝石工艺品，让更多游客可以欣赏和购买到真

正的汝石原始产品。” 宋盼盼

“只有多次到施工现场、供电所隐患台区一

线，才能将施工改造方案设计完善，提高项目质

量。”这是国网汝州供电公司员工张晓阳在帮扶国

网玉树供电公司时，深入当地实际，深入帮扶一

线，开展设计勘察、协商讨论改造施

工方案时的一句话。

正是他在青藏高原上的突出表

现，近日，青海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

司为汝州供电公司送来了一面书有

汉藏双文的锦旗，对该公司为玉树

供电公司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倾情帮

助表示感谢。对张晓阳在帮扶期间

克服高海拔、高寒环境的不适，用最

短时间走遍玉树市的供电辖区，摸

排调查了解网架架构和电网设备，

用好现场教学的方式，充分发挥“传

帮带”的师傅作用，为玉树公司配网

人员技能提升做出了较大贡献表示

赞扬。

2023年 3月，张晓阳代表平顶山供电公司成

为国网公司统一选派的第六批帮扶人员，到国网

玉树供电公司从事运检部配电网规划与项目前期

管理工作。到达国网玉树供电公司后，张晓阳首先

以提升公司各项管理为抓手，围绕“抓机制、夯基

础”，深入调研，了解玉树电网实际现状、技术瓶颈

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全面加强各专业基础管理。主

持参与编制《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

关于印发供电服务奖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玉树供电公司关于印发突

发事件总体（综合）应急预案等 25项应急预案（修

订版）的通知》等共计 11项，进一步完善玉树供电

公司的应急管理处置机制、仓储管理、培训工作、

协同工作机制、优质服务等各项工作。

张晓阳参与完成了玉树市 2023 年配网重点

工程（青海玉树市 10kV结八路台区改造工程等

8 条线路业扩工程），参与玉树市 2024 年上半年

工程共计 9 项，完成 15个线路和厂房用电设备

的验收工作。结合玉树供电公司实际，组织修编

《玉树供电公司“十四五”配网规划报告大纲》，制

定《玉树公司配网项目跟踪方案》，编写了《2024

年玉树供电公司配网运检专业工作策划书》，参

与编制《玉树州玉树市“一县一方案”配电网实施

方案》，为玉树市配网未来几年的规划指明了方

向，优化了配网项目管理流程，提高项目的交付

效果和质量，同时确保了项目的安全、进度和成

本控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帮扶期间，张晓阳主动

申请并多次深入当地偏远供电所，深入一线班组

了解情况，并主持课题研究 2 项、主持发表论文

一篇、参与课题研究 4 个，全面助力提升了玉树

供电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帮扶小组指导完成的

QC 项目《研制 10kV配电线路防风绝缘子》，分

别荣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2023 年优秀质量

管理（QC）小组成果”三等奖、青海省质量管理小

组技术成果二等奖、2024 年电力行业质量管理

小组活动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奖项；先后在国网东

西帮扶简报发表文章 8篇，省公司东西帮扶专栏

发表文章 5篇。

帮扶期间，张晓阳积极主动承揽人才培养工

作，细化公司培训计划，组织开展专业培训、现场

辅导、师带徒等各种形式的培训，共计开展培训 5

期，104课时，和 5人签订师徒协议，其中 2人现已

经成长为副主任。同时积极组织开展班组“微课

堂”工作，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助力玉树公

司在配电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创新创效等方面不

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快发展步伐。

除了在技术上帮扶，张晓阳还不忘爱心帮扶

当地群众。帮扶期间，他了解到一名 8岁藏族小女

孩学习非常优秀，由于父母因病去世，现在跟着唯

一的亲人爷爷一起生活，生活艰难。小女孩的境况

牵动着张晓阳和同在玉树帮扶 8名同事的心。经

过商议，他们打算长期资助这位小女孩，尽自己的

一份绵薄之力，使其可以正常上学，茁壮成长，让

她在人生的逆境中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从华北平原到青藏高原，历经 2000多公里，

张晓阳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境界更高”的高原精神，在青藏高原“电”亮自己的

人生，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国网玉树供电公

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李晓伟 马笑丹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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