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JIYANG

4
2019年5月23日

专 版
新济阳

责编：窦吉华 尹聪 美编：刘娟

本版电话 84232018 E-mail:xjyfukan@163.com

从小我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
孩子们从小立志做好人，做对祖国、对社会
有用的人。有件事使我们兄妹刻骨铭心、
终生难忘，那就是当年父亲的家庭会，我们
给它取了个雅名——“政治课”。

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五个孩子，
那时家里只有奶奶和父母及我们兄妹二
人，妹妹比我小一岁。记得大概是从我上
小学到初中毕业，父亲在县城工作很少回
家，每次回家，必定给他的孩子们上“政治
课”。在父亲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们须按规
矩立正站在八仙桌前。父亲开始训话：“这
段时间表现怎么样？念书怎么样？跟别人
打仗没有？有没有惹大人生气？”父亲说
完，我们兄妹按年龄大小各自汇报近期表
现，再由母亲证明孩子们说的是否情况属
实，并加以补充完善，最后由父亲对我们的
汇报一一点评。赏罚分明，对做得好的表
扬，做错的地方提出严厉批评告诫，并让我
们表态承诺今后决不犯类似错误。有一
次，妹妹因做错事并和奶奶反嘴，惹得奶奶
很生气，父亲知道这事后将妹妹训哭了，而
且让妹妹马上去奶奶屋陪礼道歉。还有一
次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夏天，我和
本村同龄男同学打架，用短皮鞭将那同学
背部抽破了，这是我由生以来仅有的一次
发彪。父亲回家后，将我严厉批评并踢了
一脚。虽然，父亲是个严父，但也是个慈
父。他每次从城里回老家，都给我们带点
糖果等小礼品。有一次，我上小学五年级
期末考试语文、数学几乎满分。父亲对我

提出表扬并在下次来家时给我从新华书店
买了五本连环画小人书作为奖赏……

对父亲给我们上“政治课”的事，我和
大妹妹多少年后时常提及。它像灯塔一样
时刻指引着我人生前进的方向，像警钟一
样常鸣在我的耳畔，警醒着自己怎么做人、
做事。

从小学到高中，我学习勤奋、乐于助
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得到老师
的表扬，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参
加工作后坚持原则、任劳任怨，几乎年年都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退休后，我除照顾好均已年近九旬的
父母外，挤时间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自己爱好写作和摄影，就用手中的笔和镜
头讴歌新时代、宣传好典型。二0一七年上
半年，一位与我素不相识、九十四岁的县教
体局离休干部梁玉辉大爷与我父亲都因感
冒住县医院老干部病房。当听了他离休后
坚持健身、练书法和养生的故事后，对梁老
产生极大好感。在当年重阳节这天上午，
我买上十斤鸡蛋，自己驱车十多里地，到济
阳街道李官村梁老家拜望，回来后写了篇

《重阳时节访梁老》稿件，被《新济阳》报采
用。去年初秋的一天，听朋友说起城区新
世纪广场“活雷锋”——七十多岁的原县毛
巾厂退休副厂长张清选的事迹：多年来义
务给在广场活动的老年人做了近百张棋牌
桌。那天傍晚，我将做了一半饭的炉子关
闭，前去广场采访。此后又连续两天深入
采访，拍了照片和视频，及时在《新济阳》报

刊登了图文专版。虽与这位先进人物素昧
平生，但出于对助人为乐好人的特殊热
爱，我又及时将张清选这个先进典型推荐
给了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前不久，区文明
办将张清选作为“助人为乐好人”推荐上
报到济南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通过市
里媒体进行了采访宣传。在对张清选先
进典型的发现、宣传和推荐工作中，我没
喝老张同志一口水，吃一顿饭。去年重阳
节，我受邀为区老年大学到乡镇敬老院进
行为期三天的慰问演出活动作全程摄影、
摄像，并以《爱在重阳节 ，情暖敬老院》为
题制作成图文稿件在《新济阳》报上作了
整版报道。在今年三月中旬的区老年人
大学招生活动中，我应邀作为志愿者为七
天的招生工作进行了跟踪摄影，并及时做
成图文形式的宣传稿件，在《新济阳》报刊
登了专版，同时，制作了《美篇》和音乐相
册发至优酷和朋友圈。

父亲的“政治课”还在传承，只是形式
更加灵活。现在我家是四世同堂十五口
人，共有两个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由我
召集孩子们也来开个家庭会，只是孩子不
用立正站着了。他们首先汇报近段时间的
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情况，我针对他们
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
求。家庭会主要是要求孩子们要爱党、爱
国、爱家，坚持理想信念，严格要求自己，尊
老爱幼、乐于助人，遵纪守法、拒腐防变，努
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 作者系城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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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来到那片遮挡了春柳往腰里
填衣服的芦苇丛跟前，两个人忙不
迭地奔了进去。顾不得抹去 脸上
的汗，春柳急匆匆把腰上的衣服一
件件掏出来，丢到燕子手上。掏完
了，两人都长长透出 一口气。两人
躺在草地上，像是终于摆脱了跳上
脚面的一只癞蛤蟆，心里说不出的
轻松，一时感觉到天上的流云这么
舒畅，地上的黄花这么美丽可人。

“燕子，我这会儿真想唱！”
“刚才你可想哭呢！”燕子说

着，划了一下春柳的脸，“看这回咱
把他给镇住了吧？你家的 大黑往
后可是没猪头肉吃了。”

“去你的，没正经。”
春柳推她一把。

“哇！”燕子学着港台电视剧里
的腔调，“好好轻松噢！”

两个人笑闹成一团。背着家
里的大人，商量来商量去，不知费
了多少脑筋，想了多少主意，流了
多少眼泪，最后才把这一计划定下
来。待实施时，那份紧张、担心与
难为情，让她们 几乎都要放弃了。
她们是捏着汗走进泠家大门的，可
没想到事情解决得竟是这样简单，
她们 怎能不高兴呢？

走在蒸腾着黄河气息的滩里小
路上，像两个人孩子似地时而停下来
想扑住一只落在麦穗上的白 蝴蝶，
时而又笑着叫着相互追逐着。小路
两旁的一方方麦田，油绿中隐隐透着
掩不住的金黄 。相依相偎的麦杆、

麦穗儿，随了她们亮丽清朗的笑语欢
声，优雅地扭动着那胀鼓鼓的躯体 ，
轻歌曼舞中，孕育了成熟的芳草，铺
天盖地涨满了宽阔的滩。

燕子和春柳轻松走在河滩肥
沃而富有弹性的土地上，一时只觉
抒发不尽一番大谋略过后的豪迈
情怀，春柳出主意说：

“哎，为了庆祝今天的胜利，我
请你到我爹的瓜园里去吃瓜。我估
计，那黄河蜜包，差不 多能熟了。”

“哼，你爹那抠劲，能让你摘黄
河蜜包？就是那卖不了的老苕瓜，
能不能给你一个吃，也得看他高兴
不高兴，舍得不舍得呢！黄河蜜
包？你做梦去吧！我还担心你爹
知道了这事，要给你吃苦瓜呢！”

春柳听燕子说这话，心中不由一阵
难过。爹的为人，是远近闻名的，这她
知道。泠麦蒿的事 ，如 果不是爹那么
贪财，也不会这么麻烦。想到这里，一
个主意在春柳的脑子里冒出来：“可总
得庆祝一下啊？要不，再送饭的时候，
我在半道把饭吃了。饿急了，看他能不
回家！那时，咱就能去摘瓜了。” （四）

小说连载小说连载

周末回家，带着小侄子在屋后的广场玩耍，有
个和小侄子年龄相近的小女孩甚是彪悍，一语不合
便拳脚相加，小侄子胆怯之余抱定了好男不跟女斗
的信念，退了又退。在一旁作壁上观的母亲怒其不
争，恨恨地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这个孩子真像你爷
爷！”我一时语塞，略带着隐痛和潮湿的情绪慢慢爬
上心头。

除了每年春节挂在堂屋正中的年轴上那个极
为熟悉的名字，爷爷留存世间的东西几乎踪迹皆
无。胡同深处，他住了几乎一辈子，生活了几乎一
辈子的老屋早已改换门庭，成了村里另一户张姓人
家的宅基地，他们推倒、压平那座土坯垒成的低矮
老屋，在原地盖起高大宽敞的新房。堂屋门口十几
年花期不改，五月榴花似火的两棵石榴树被毫不留
情地砍伐，辜负了每年如约而至的多情蜜蜂和蝴
蝶。院子中央两棵年年秋季挂满红枣的枣树更是
难逃厄运，成了不知谁家使用的家具和炉膛下升腾
的火焰。每每读到鲁迅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总会惆怅莫名。

搬出胡同的爷爷后来住在父亲的院子里，那栋
房屋是父亲年轻时的骄傲，那是村里第一栋瓦房
屋，曾无比荣耀的矗立在村里人的记忆和母亲一再
说起的往事里。爷爷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
几年。他去世后，空下来的房屋和院墙渐渐坍塌，
变成了叫做“废墟”的土堆。几年后，弟弟铲除废
墟，在原地盖起了一栋上下十间的二层小楼。爷爷
生前一切有形的东西，都被深深地埋葬在时光里，
无处可寻，无处可觅。

爷爷一生谨小慎微的近乎战战兢兢，耿直正义
的近乎傻里傻气，固执守旧的近乎不可理喻。他年
轻时是村里生产队的队长，对，不是村长。每次看
到电视剧里一口一个“村长”的称呼，我都觉得无比
好笑，也无比别扭。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生产队，
爷爷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是一个老党员，
党龄比父亲的年龄还长，又识文断字，据说还在外
地做过区长，后来因为家里孩子多，奶奶一个人没
法照应，他便请辞回了老家。这抉择让现在的我们
无比诧异也不能理解。我从未听他说起那段经历，
也从未听他提起那个抉择背后的思量和得失。我
只知道，爷爷在生产队里有个人尽皆知的外号：“治
不了”。因为他无论对人对己从不肯徇私，也从来
不讲人情。公与私，于他比楚河汉界的界线更要清
晰，比一把标尺衡量的刻度更加标准。

六十年代，恰逢全国自然灾害，连年的大水，淹
没了许多村庄，也淹没了许多人。面对着遍地洪
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期望着在异乡的
土地上能找到活下去的道路和希望。留在村里的
人则为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几张嘴，开始想方设法地
顺手牵羊，生产队里的一把把粮食、一个个红薯，被
偷偷藏在衣服里变成各家锅里能活下去的三餐。

身为队长，爷爷本可以有更多的便利喂饱家里
饥饿的四张嘴。可村里人眼睁睁看着奶奶带着大
姑姑和父亲外出讨饭，把父亲送给了外地一户人
家，好让父亲有一条生路；看着年龄最小骨瘦如柴
的小姑姑，整日坐在枣林里，仰头等着捡拾有风吹
过时偶然落在地上的干枣充饥，也不见爷爷往家里
拿一粒粮食。有人不忍，好心劝爷爷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不要那么傻气，却被爷爷严词拒绝外加严厉
训斥，肚子空空的他正义满胸，信仰满心：“拿一粒
生产队的粮食也是偷窃，我是队长又是老党员，饿
死也不能干。我也不信治不了那些偷窃的人。”由

此，那个人尽皆知的外号“治不了”开始偷偷流传，
口耳相传间是无数人的窃笑和奶奶一生的心酸。
奶奶一向是个很隐忍的人，许多年后每每和我们说
起当年的经历和不易，话语中的抱怨几乎轻地听不
出来，只有眼里的泪水显而易见。倒是爷爷，每次
提起往事，一脸地坦然和理直气壮。

家里四个孩子唯一没有挨饿的是少小离家，外
出求学的伯父。他得益于外公的厚爱和资助，几经
辗转后在青岛立业成家。在那个任何东西都需要
凭票购买的时代，人在青岛，身在官位的伯父自然
成了村里人以为可以疏通的门路。但随着一个个
求购自行车、彩电的人被伯父一一拒绝，渐渐地，一
些语带讥讽，含沙射影的冷言冷语开始有意无意地
穿门过户飘进我们家里。伯父写回的家书里偶尔
会提及村里人不合规矩的请求，除了文字里十分的
歉意，其余皆是坦然。爷爷的回信亦是理所当然，
至于村里的冷言冷语，则只字不提。每次回乡，伯
父总是带着哥哥回家，也总是训诫他要多听听爷爷
的经历和道理。听来听去，其实爷爷的道理就是一
个词：公私分明。每每爷爷慷慨激昂，长篇大论，我
和哥哥都昏昏欲睡，不甚了了。

留在家里的父亲十八岁入党，成了村里的会
计，自学的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顶着全村人
怀疑的目光，他一夜点了三灯炮煤油算出了村里家
家户户一年的公分、钱粮账目，贴在村里最显眼的
墙上，精确到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后来，他做了
二十几年的村支书，也是一贯地账目清晰。分田分
地，我们家的地从不比人家更肥沃，有优势。村里
被占用的公地，所有的赔偿款目，亦是人人受益，笔
笔有据可倚，从未让人有半点的怀疑。父亲常说，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心安，心安了每晚躺在床上才能
睡得踏实安稳。

再后来的我们，骨子里都有一股莫名地傻气，
不会勾心斗角地算计得失，不会斤斤计较地贪图便
宜，更不会一味求利地不择手段。爷爷当年被人笑
话的傻气，就这样透过言传身教，透过血脉相传，无
形中影响着、教育着我们家几代人，而看着儿女们
比五官更正的“三观”，我们有理由相信：爷爷终其
一生坚持的“傻气”将会弦歌不辍，薪火不断。

南北朝时，徐勉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
以清白。”相信爷爷的遗留必将让我们受益终生。
爷爷，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何谓“公私分明”的人，却
也是唯一去世的亲人里，我没有参加葬礼的人。这
几乎成了我心里永远抹不平的遗憾。

有生就有死，有存在也必定有消亡，这是万物
诞生以来颠破不灭的真理，从无例外。可世间总也
有存在于时间之外，不死不灭，不腐不朽的东西，比
如绵延不绝的文化，比如永不熄灭的理想，比如深
植于心的精神，还有代代相传，无处不在的家风。

中国传统文化，概括起来也不过四个字：“诗书
礼乐”。从孔子庭训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
学礼无以立。”我们不禁恍然，家风、家训，原是传统
文化的最核心。它随着时光，随着历史，随着朝代更
替，随着诗书礼乐，润物无声地教导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崇忠孝，尚节义，明礼仪，知廉耻。从志存高远
的周公“诫伯禽”、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德善传家的
曹操“诸儿令”、司马光“训俭示康”，到大家风范的范
仲淹“告诸子及弟侄”、朱熹“与长子受之”，再到学海
无涯的欧阳修“诲学说”、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他
们流芳千古的何止是文章，更是文章里的字字家训，
句句家风。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刘廷彦，济阳曲堤镇东街人。幼时生
性好动，酷爱舞枪弄剑。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年复一年，持之以恒，练就了一身高强
武功。

清康熙丁末年间，朝廷为加强边陲的
安定，进行全国性的比武，选拔武术人才。
刘廷彦恰值壮年，武功超群，从地方到州
衙，直至京都比武，过关斩将，场场夺魁，最
后被任命为四川省宁番卫军民守府之职，
正五品顶戴。从此被称作武德将军。

从山东到四川，山高路远。刘廷彦泪
别双亲，携妻儿走马上任，一路千辛万苦。
到达四川后，他一面命令士兵垦荒种田，扶
持农桑，以兵养兵，做长久打算，一面扩招
府衙卫士，组织乡间武练，拿盗贼，平匪团，
稳定形势。几年下来，他灭匪捉盗，攻山拔
寨，威名大震，当地局势安定下来，人们得
以安居乐业。朝廷见刘廷彦功勋卓越，遂
晋升他为明远将军、骑都尉正四品，集军政
大权于一身。

在此期间，刘廷彦注重发展农商，派人
到济阳老家把棉花，芝麻、大萝卜种子收集
后带到四川试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农
粮丰收，经济发展，人民乐业，四川呈现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刘廷彦心地善良，惜老怜贫，经常拿出

薪奉接济贫民，还把两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高才、张明留在身边抚养，十几年如一日，
视如亲子。

刘廷彦七十岁左右原品修职，朝廷念
他功高望重，许其告老还乡，原薪怡养天
年。刘廷彦一生光明磊落，廉政无私，积
资甚少，连回家的车资路费都难以筹措，
因此滞留四川难回故里。接任的官员已
上任很长时间，见刘将军迟迟不动身，亲
往过问，了解真情后深受感动，同僚间也
相互传颂，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雍正皇帝
非常惊讶，派抚现年（年羹尧）前去探查。
不长时间，年羹尧回奏：“军民属员有口皆
碑，颂其品行高尚，疏财抚孤济贫，余资甚
少。”

皇上见奏，大为感动：“都说三年清知
府，十万雪花银。谁知刘爱卿两袖清风，一
贫如洗。武功好，人品好，堪称为官者楷
模。”于是下旨：“明远将军骑都尉刘廷彦，
原品休职，路途乏资，逢州吃州，遇县吃县，
凡经州县助银百两，车马护卫任其调用。”

离开四川前，当地儒雅之士赠刘廷彦

一块金匾，上书“名齐韩范”四个大字。韩
范指的是北宋的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文
一武，都是进士出身，在防御西夏侵扰和发
展生产中相得益彰，配合默契，且都为官清
廉，青史有名。

临行日，当地百姓念刘廷彦恩德，寒风
中哭送十里，不舍离去。刘廷彦体恤百姓，
一下跪倒在尘埃中，说：“我在四川这些年，
是乡亲们养育我全家，衣食父母不回，我就
跪在这里不起了！”见状，老百姓这才相继
离去。

有府县接济相送，经过长途跋涉，刘廷
彦带领家小和高才、张明两个孤儿这才得
返故里曲堤。

街坊们听说在四川做官的刘老爷回来
了，都赶来帮他卸东西，一看，一行人风尘
仆仆，衣帽破旧，像逃荒的一样，除了府衙
护送的车马，就只剩下铺盖日用和那块金
光闪闪的牌匾了。

当地的文人有感叹道：蜀地为官若许
年，万里迢迢挣一匾。名齐韩范史不朽，千
古流芳美名传。

（根据孟庆贵文章《刘廷彦将军的人生
之路》整理）

廉洁文明家风

那么远 这么近
◎杜秀香

闻韶清风

刘廷彦：“名齐韩范”的清廉将军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为了进一步从档案史料的角度全面、
准确地反映70年来济阳区经济社会的长
足发展，展现我区人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彰显济阳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区档案馆、
区党史研究中心、区信息（新闻）中心联合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主题，面
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建国后各个历史时
期形成的各门类、各种载体的专题档案史
料。

一、征集范围
（一）反映建国后济阳区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事项、重大事件、重大工程的文字、照
片、录音、录像、实物等档案史料。

（二）建国后各级领导人来济阳视察
的照片、影片、题词及由此形成的录音、录
像、光盘、实物等。

（三）济阳籍或曾经在济阳工作过的
享有较高声望的教授、专家、学者、文学
家、艺术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
全国劳模、战斗英雄，在工作、生活及社会

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手稿和信函、笔记、论
著、艺术作品、印刷出版物、证书、奖品、照
片、音像、实物等。

（四）济阳区各行业、各单位荣获全
国荣誉称号和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文字
材料、奖杯、牌匾、声像资料等。

（五）反映济阳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实物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

（六）反映济阳发展和历史事件的各
种版本的志书、小说、散文、诗歌、戏曲、
年谱、家谱、民谚、民谣、票证、证章、商
标、契约、图案、小报以及各种书画作品
等。

（七）其它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二、征集方法
此次活动采取无偿捐赠、仿真复制等

方式征集档案。活动结束后，区档案馆将
向档案资料捐赠者发放捐赠荣誉证书，并
挑选征集档案举办档案馆藏珍品展和在

《新济阳报》上刊发。
三、征集时间
2019年5月16日-9月30日为集中征

集，长期征集时间不限。

四、说明事项
所捐赠的照片尺寸不限，黑白、彩色

均可，需要附简要文字说明，注明其主要
人物的姓名，事件时间，事件地点，事件背
景等相关信息，同时说明照片是原件、翻
拍件还是扫描件，并确保未经电脑 PS 修
改处理。音频、视频资料应播放流畅、画
面清晰、主题明确、内容完整。

有捐赠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可直接到
济阳区档案馆办理有关事项，也可以采取
信函、电话等方式与我馆联系，本馆可提
供上门服务，协商相关事项。

五、联系方式
地 址：济阳区档案馆（原人社局南一

楼）
联系人：冯玉静 李斌
联系电话：13791058026 15864522666
电子邮件：jyqdajbgs@jn.shandong.cn

济南市济阳区档案馆
济南市济阳区党史研究中心
济南市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

2019年5月16日

关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档案史料征集公告

女儿滩
鞠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