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驱车奔赴心驰神往的林州市，去观赏
举世闻名的红旗渠。红旗渠这条被誉为世界第八大
奇迹、中国第一渠的人造天河，似一条蓝色的飘带，在
太行山悬崖峭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蜿蜒盘绕，看上
去蔚为壮观。驻足红旗渠畔，遥想当年千军万马战
太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改变干旱缺水的生存
状态，重新安排河山，几十万林州儿女凭着自己的双
手和坚强的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

伫立在红旗渠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凉风吹
过，阳光在青山绿水间闪耀，目之所及，心情难以平静
下来，震撼之余，仿佛窥见了红旗渠的灵魂，触摸到了
红旗渠的脊梁。

一
杨贵是红旗渠的奠基人，被誉为红旗渠总设计

师、红旗渠之父。
1954年5月杨贵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那年他26

岁。林县是个革命老区，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后，生
活上饱受着干旱缺水的煎熬，几十万民众的生存已经被
逼到了绝望的边缘。“举全县之力，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给它
改变了不可!”他在县委会上，拍板定盘，掷地有声。

担当和使命，是一个年轻干部应有的风范，是家
国情怀的铮铮誓言。

劈开太行，引漳入林，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更
是林县人民世代期盼的夙愿。为民谋利益的感召
力，通过各级大喇叭的传播，那个冬天，全县的角角落
落沸腾了。1960年的正月初七，寒风凛冽，十万民工
带上钢钎铁锤、铁锹镐铲、毛驴板车，浑身迸发着万丈
豪情，出征太行。杨贵书记肩扛铁镐走在队伍前面，
历史的镜头留下那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仍然震撼人
心。质疑、劝诫、警告，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资金、
口粮等困难纷至沓来。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顽强的
意志，县委一班人的奉献精神，人民群众的勇敢和智
慧，给了他无穷的胆量，让他笃定和坚守。

他与民工露宿工地，他与民工同啃咽粗糙的窝
头，他在山洞里与技术人员切磋商讨，他与县委领导
调整思路，他曾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

十年，整整十个四季轮回。在新中国最艰难的岁
月里，他带领林县人民在崇山峻岭之间，一钎一锤凿通
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水长城。当红旗渠清澈的
渠水纵横太行山，绵延三千里，流入林县的村村户户，
青山为之动容，大地喜极而泣，所有的人都哭了。

杨贵，这个朴实而伟大的名字，被林县人民用钎
锤雕刻在红旗渠的渠岸上，已与那从太古走来的太
行山水浑然一体，化为永恒。

二
修建红旗渠，当年在林县人看来，就是生活的全

部，男女老少，不论年龄，出力出智，哪怕献出宝贵生
命，也毫不足惜。

张运仁，林县小店乡南山村人，红旗渠总干渠开
工，第一批上了建设工地，任南山村施工排排长，并担
任三个村庄的技术员。在工地上，不管是抡锤打钎、
下崭除险，还是生炉捻钻、抡斧修车，样样活儿都出

色。那年 5月 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细心的张运仁
发现还有一炮未爆炸，这时很多民工已经走出掩体
洞，他连忙奔走高喊：“还有一炮没响，赶快隐蔽好。”
不料一声炮响，在场民工得救了，他却被飞石击住头
部，牺牲时年仅38岁。

张运仁牺牲后的第二年，妻子赵翠英把十三岁
的儿子张买江送往工地，临行前对儿子说，“孩子，你
爹没把渠修到底，你就去替他完成吧，不把渠修成你
不准回来，不把水引回来就别进家”。

十三岁的张买江背上父亲生前用过的行装，那
是母亲拆洗后交给他的。大年初五的早上，张买江
冒着寒风走向了太行山。

张买江前仆后继，奔赴红旗渠工地后，人小志
坚，踏实肯干，不怕苦，不怕累，背钎捻钻，奔波于各工
地之间，娘做的新鞋，不到一个月就磨破了，脚底板上
磨出血泡，仍坚持勤劳苦干，人称红旗渠工地上的“小
老虎”。张买江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五年，他牢牢记着
母亲的话，从未请过半天假，也没回过一次家。

1966年三条干渠竣工总结大会上，张买江被评
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

红旗渠通水那天，张买江拿着奖状，肩挑一担
水，回家见到阔别五年、日夜想念的母亲。

母亲提着一小罐水，默默去了父亲的墓地，把水
浇在坟上：“运仁啊，你家大孩儿把水引过来了，你也
可以放心了。”

三
特等劳模任羊成个头不高，身材瘦小，他却是红

旗渠建设工地上响当当的“除险英雄”。他的修渠故
事和英雄壮举，书写着一段传奇。

1960年 6月 12日，红旗渠谷堆寺工地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正在火热进行中的红旗渠建设工程遭遇
挫折。33岁的共产党员任羊成主动请缨担任除险队
队长。这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在水利建设工地上
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带领队员腰系大绳，荡身在悬崖
峭壁之间、万丈深渊之上，双手持挠钩除险。任羊成
说：“那山很高，往下看，头晕目眩。人就在一条绳上
系着，悬空作业，你是真党员假党员，一试便知。为了
安全施工，就不能怕死。”

除险队说白了就是敢死队。有一次除险时，滚
落的石块儿正好砸在任羊成嘴上，任羊成拿出钳子
把牙连根拔出后，仍坚持除险不停。

任羊成入党宣誓的时候，就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员，既然是党交给的任务就要去完成。

当时，悬挂在太行山峭壁上的每一个民工，身上
都系着重达一百多斤的麻绳。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
曾经去采访任羊成，深为他的事迹所感动，问他说：

“你能不能把衣服撩起来给我看看你的腰？”
任羊成脱下衣服，穆老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

了，他看到任羊成最里边的一层衬衣已经和腰间的
血肉粘在了一起。红旗渠已经修成四十多年了，今
天任羊成的腰上还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似一抹时
代的印记，在岁月里深藏。

四
李改云是林州市姚村镇井湾村人，红旗渠工程

动工后，担任妇女营长。她干活身先士卒，关心姐妹
们的生活，深受大家的爱戴。1960年2月18日，她到
工地检查安全，抬头发现上面的山坡上有零碎石头
滚落下来，十多方土石正在坍塌，而下面的民工们正
在埋头干活，对从天而降的危险却全然不知。她急
忙大喊：“山石要塌了，快躲开！”

民工们听到喊声迅速跑到了安全地带，但16岁的
女青年郭焕珍却被这突如其来的险情惊呆了，眼看石
头就要砸到她头上。千钧一发之际，李改云一个箭步
冲上去，奋力将郭焕珍推开，自己却被埋在乱石之中。
民工们七手八脚慌忙去刨，发现她的右小腿仅有一些
皮连着，已成了一个血人。大家绑了一个简易担架，急
忙将她送往20多公里外的工地临时医院。

医生要为李改云截肢，以挽救她的生命。县委
书记杨贵闻讯，下了死命令：人要保住，腿也要保住。
虽然主治医生实施了最好的救治，但李改云的伤口
却一直未能愈合。

4月18日，河南省委专门派一架直升机到林县，
把她接到郑州医治。经过精心治疗，她的生命保住
了，但是右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

李改云救人的地方修了一座桥，位于王家庄泄
水闸附近。桥东面中间的石头上刻有“改云桥”三个
字，就是为了纪念当年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李改云。

人性的崇高在于瞬间的迸发，只有当危难来临
之时，人性最珍贵的品质才能得到检验。李改云用
青春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也在红旗渠上
留下了唯一一座用人名命名的桥梁。

李改云，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功在千秋。
五

吴祖太是红旗渠建设者中年轻的工程技术人
员，是当初红旗渠工地上难得的科班人才。小伙子
长得很英俊，高个子，在工程技术上是挑大梁的。

吴祖太的未婚妻薄慧贞，是淇县高村的小学教
师。吴祖太初到林县时，未婚妻经常来看他。因吴
祖太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催促早一点把他们的婚
事给办了。由于吴祖太忙于工作，婚期一拖再拖，直
到1959年的大年初一，吴祖太才和薄慧贞举行了简
单的婚礼，初五又赶回工地，两个人在一块儿，也就仅
仅四五天的时间。

红旗渠工程开工前，吴祖太承担的是勘测和设
计重任。由于技术人员少，他每天带着测量小组，不
仅白天要到实地去勘测，晚上还要对每一个工程图
纸进行详细核算。1959年 6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
通知，让他马上到专区开会，汇报红旗渠的情况。吴
祖太说工地这么忙，换个人去不行吗？来人说车都
备好了。当他上车后，来的人才告诉他，他新婚不久
的妻子为了抢救一个过铁路的小学生，不幸遇难。
一个晴天霹雳，吴祖太晕倒在车里。

吴祖太强忍悲痛，一路哽噎，急忙赶过去，他守
着妻子冰凉的尸体，整整一天，滴水未进。但引漳入
林的勘测设计工作离不开他，吴祖太只好匆匆将妻
子埋葬在她的老家淇县，发誓等到红旗渠修成后，一
定把妻子的灵柩移回原阳老家。

回到林县，吴祖太病倒了。病未痊愈，他又奔忙
在工地上，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不畏艰险，翻山越岭，
既要依据勘测实况绘制每项工程设计图纸，还要考虑
每个工段施工的安全措施。红旗渠要通过山崖河涧，
地形地貌十分复杂，他和同事们在工作中设计出一些
切合实际的建筑物。青年洞一段原拟绕山挖明渠，工
程量大，施工难度大，经过反复考虑比较，吴祖太改进
设计方案，采用凿隧洞的方式，让渠道通过天险绝壁。

1960年的 3月 28日，历史定格在这一天。这天
傍晚，吴祖太刚盛了一碗饭，一个工友告诉他，他们收
工时，发现王家庄隧洞的顶部出现了裂缝。吴祖太
一听，搁下饭碗就走。没想到，进洞不到十分钟，塌方
发生了，吴祖太被压在了塌方的碎石下边，年轻的生
命终止在27岁的芳华年龄。

漳河呜咽，太行低垂。追悼大会上，哭声一片。
三天时间，工地的民工茶饭不进，哽咽不止。

吴祖太是第一位为红旗渠献身的人，也是为红
旗渠献身的81位烈士中唯一的一个外乡人。

林州人民历时近10年，削平1250座山头，在太
行山间修建了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铸造了“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1964年，红旗渠总干渠胜利建成。漳河水按照
人们的意志流入林县，实现了林县人民多年梦寐以
求的愿望。4月 5日，在分水岭举行了隆重的通水典
礼。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翻山越岭前
来看水。庆典场面气势宏大，一片欢乐的海洋。一
批批手执奖状的民工，脸上写满自豪，这是上级给予
一代修渠英雄唯一的丰厚奖励。

今天致敬英雄，历史告诉未来！当我们再一次
重温那段艰苦岁月中的激情故事时，红旗渠精神千
秋永恒，历久弥新。

♣ 叶剑秀

永远的红旗渠日子慢下来以后
♣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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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国

大肠菜
《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胡屠户，当女婿

范进中举后，那份庸俗势利、刻薄凶暴、朴
素善良，写满了成年人的世故。喜感里，展
演了人性的真相。

范进考中了“破秀才”，胡屠户拎着一
副大肠和酒，“祝贺”“现世宝”“穷鬼”，倒是
自己趁机饱餐了一顿；中了举人，他“提着
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贺喜，怯怯地把喜极
而疯的女婿“一个嘴巴打将去”，“贤婿老
爷”给打醒了。过去的“不三不四”“尖嘴猴
腮”，如今“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呵呵，一
人之口，两番景象，天壤之别 。更让人忍
俊不禁的，范进的后襟滚皱了许多，胡屠户
竟“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得到范
进分给的六两多贺银，大呼“姑老爷”，自己
的宝贝儿子，竟成了“该死行瘟的”“死砍头
短命的奴才”。

这种市井小民，似曾相识。“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如此世风，固然让人切齿，但那
锅清煮猪大肠，肥而不腻，喷香可口，很有咬
头，让人过齿不忘。要不，这胡屠户怎会吃
喝一番，醉醺醺的，直到日西时分，才“横披
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显然，胡屠户的世界里，不仅有世故，
还有大肠。嫌贫爱富的人，都有自己的鄙
视链：能吃饱饭的，看不上做苦力、过更穷

日子的人。毕竟，他的心肠不错，不忘招呼
亲家和女儿也来上桌，让“不知猪油可曾吃
过两三回”的范进家人打下牙祭，感动得母
子两个千恩万谢。是呀，不沾油腥遇到软
滑肥香，不千恩万谢才怪呢！

也是，清煮大肠我没吃过，但一遇到罗
山大肠汤，总放不下筷子。处理干净的大
肠，焖煮至八成熟，捞出切丝，另换滚水，加
入八角、香叶、桂皮等调料，文火慢炖。绵
软时，加入猪血块儿和豆腐块儿继续炖煮，
浇上一勺辣椒油，装盆后，撒上荆芥或青蒜
苗，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垂涎三尺。连一向
寡淡的水豆腐，蘸到大肠的汤汁，也鲜香适
口。勺筷互动之间，早已大汗淋淋，过瘾，
不过如此！

刻薄的胡屠户，并非什么时候都不忘
捞上一把。贪小利者，才是刻薄之极，“夺
泥燕口，削铁针头”“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
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物欲强的
刻薄之人，总能在熟视无睹的地方，找到自
己所需要的东西，对任何可能捞上一把的，
绝不放过。人欲强的，自以为遭遇冒犯，常
常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的态度、怪戾的言
语，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这刻薄，是一种
精神的蹂躏，大肠不过道具而已。

精神的蹂躏，容易被口福冲淡。比如

大肠菜，臭名昭著的大肠蜕变为名垂千史
的大肠菜，全凭九转功成。鲁菜有道名菜
——九转大肠，下料狠，用料全，五味俱有，
如道家“九炼金丹”一样精工细作、味美品
高。洗净的猪大肠，灌入砂仁、肉桂、豆蔻
等名贵中药，大葱、大姜、大蒜以及料酒、清
汤、香油等腌透；先煮、再炸、后烧，反复出
勺入锅，直到烧煨熟透；甜、酸、苦、辣、咸兼
有，加上芫荽，增添清香，入盘红润透亮，叠
分有序，吃起来软嫩不腻，柔韧异常，鲜香
适口。

重口味的轻贱食材，很难登上大雅之
堂。其实，一旦经历了千转百回，化腐朽为
神奇，迁味名贵，必然成就杰作。现在想
来，这范进如九转大肠，又怎能不让市井的
老丈人刮目相看呢？这一点，没读多少书的
胡屠户不明白，他的刻薄，不妨多些理解。

嫌贫爱富、趋利避害、功利现实，是人
性，是人的隐秘心思。但人性的磨砺，在多
次挣扎中嬗变。庄子说的，“巧者劳而智者
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
之舟”，那是神仙，赶不上。人有千面，心有
千变，同为市井凡俗人，没了真性，比下胡
屠户，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只是，这
大肠菜，真的好吃，即使年事已高，有所忌
惮，但总会不自觉夹上两筷！

灯下漫笔

知味

人生讲义

经过五年打磨，庆山（安妮宝
贝）的最新散文集《一切境》近日出
版。该作留下了庆山最近几年生命
活动的痕迹与标记，饱含着她数年
来日常生活、旅行、阅读和思考。

在这本书中，庆山隐秘而深
刻的记忆和情感袒露无余，思考
的 成 分 也 在 日 益 增 加 。 她 作 了
灵光一现的直觉式表达，文字诚
恳、单 纯 而 率 性 ，仿 佛 与 知 己 之
人谈话，也是在跟自己对话。而
这些日常观察与心得，传递她的
记忆、情绪、感情与观念，并且进
行 了 更 强 力 的 萃 取 。 庆 山 始 终

提醒自己与大地根系的连接。
从 2000 年 出 版 第 一 部 作 品

《告别薇安》开始，安妮宝贝的文
字抵达过上千万读者，开启了一
种青春审美的流行。2014 年，安
妮宝贝更名为“庆山”，从上世纪
末至今，她每次出版新作，仍会引
起读者的关注。2016 年，安妮宝
贝与影视合力，经由她的小说改
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斩获金马
奖等多项大奖。此次庆山在微博
上发布新书预售信息的当天，大
量读者涌入留言互动，创造了近
300万浏览量。

蒋勋先生在《食物中的生
活美学》中写到过一道菜，周末
的时候，他最喜欢做这道菜，整
个过程让他感到很快乐。这道
菜很素淡，并不复杂，然而单只
看他写的过程，仅仅透过文字，
那香味已阵阵袭人了。

且先看看这一道菜的做法
吧。蒜、洋葱、月桂叶、番茄、胡
椒、水。是这些简单素常的食
材，它们奇妙地成为一道快乐
的美味。将蒜切成很薄的蒜
片，加上橄榄油爆得香香的，然
后放进切碎的洋葱，把洋葱炒
到金黄色，洋葱的香味加上蒜
爆香的香味，这简直是嗅觉的
盛宴。再把揉碎的月桂叶放进
去，又有一种不同的香味飘出
来，这时把切碎的番茄放进锅
里，加水、加胡椒，炉火调小，开
始熬，慢慢去炖煮。

“这一锅汤会释放出最美的
颜色和气味来。”蒋勋先生说他
的快乐在于认识很多不同的植
物，每种的味道都不一样，混合
在一起却共同构成一种气息。

这种气息就是蒋勋先生要
说的食物中的美学，这是一种
能让人感受到幸福的气息。当
你放下那些烦人劳心的尘事，
一心一意做一道菜的时候，你
正在“从这些过程去享受你的
生命、去爱你的生活”。

亲自下厨做一道菜，从中我
还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美学，那
就是慢。如今，慢下来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情，快节奏的调子早已
成为城市生活的普遍旋律。

去看看早晚的街上吧，到
处是匆忙的人群、车辆，大家都
在被时间赶着，为生活奔波。
常常是早餐都来不及吃，匆匆
在路边买些食物果腹。

匆匆忙忙的节奏只会让我
们心累身累，很难感受到生活
的甜美和幸福。热爱一种事
物，是发自内心的欢喜，这样快
节奏的忙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
力在后面催着赶着，任谁会有
好心境去热爱那些与忙累有关
的生活呢？

适时地给自己一些空闲，
让脚步慢下来，让日子也跟着
脚步慢下来。“恢复你的生活美
学，从吃开始。”周末的时候，认
认真真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餐
饭，大家坐下来，慢慢吃，把之
前的着急忙慌抛开去，细细品
味饭菜的味道。

当你以悠闲缓慢的心情细
细品尝着自己精心烹煮的饭菜
时，正如蒋勋先生所言，会在唇
齿之间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记
忆，这些记忆绝对不会粗糙，不
会是吃过却没有感受，或粗鲁
的“吃饱”感觉。

我不擅长厨艺，但每到休息
日，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厨房里
度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然
会以极大的热情为一家人亲手
准备三餐饭菜，从不厌倦。这也
算是美好生活的调剂吧，做事为
人需要认真踏实，生活也需要认
真生活，好好对待。

清晨很早起床，去菜市买
来新鲜的食材，系上围裙，走进
厨房，一天的美好从一把带着
露珠的翠盈盈的青菜开始，当
你低头在水池里清洗蔬菜的时
候，我相信此时的你心情轻松
愉悦，也许不自觉地已哼起了
一首歌呢。

这时朱主任、袁委员和钱支
书从村部办公室走了出来，朱主
任手持几个红皮本，冲郁洋挥手
道：“走，我们从钱支书手里领了
扶贫任务，去看看我们包保的贫
困户。”说着将红皮本递给了郁
洋，是四本《扶贫手册》。郁洋打
开车门，钱支书坐进副驾驶位上，
朱主任和袁委员坐后面。郁洋担
心这里山路崎岖难行，问钱支书：

“路好走吧？”钱支书说：“好走，只
有郭金保家不通车，我们下来走
几步。”车子开动以后，朱主任幽
幽地说：“我们是地方史志办是小
单位，没有公车，郁主任开的私家
车。”袁委员感叹道：“我们镇里的
情况也差不多。”

钱支书引路，车子行驶到一
片菜园时停了车。下来步行一段
路，看到三间平房，堂屋门敞开着，
里面坐着一个老头，正在看电视。
钱支书介绍说：“这人叫张根财，老
伴去世了，儿子在外面打工，他一
个人过活。”朱主任会意地点点
头。一行人进屋，袁委员说：“张根
财，这是区里的领导来看望你，给
你扶贫来了！”老头似乎有点茫然，
吃惊地看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

朱主任很有领导范儿地问：“你们
家生活困难吧？”老头站起来，嘴巴
张了张，却说：“娶个媳妇就好了。”
大家一愣，钱支书解释道：“他儿子
40多了，在广东建筑工地做木工，
还没娶到老婆。”朱主任双手一摊
说：“娶媳妇这事儿，别人可不能代
劳哦！”袁委员哈哈大笑。老头仍
然低声重复道：“娶个媳妇就好
了。”屋子正中央放着一辆架子车，
到处堆放着破盆、烂桶，还有一堆
烧火的木柴，墙根有一张椅子，却
翻倒在地，但供桌上竟然放着一台
大屏幕液晶电视机，屏幕闪烁，显
得格外醒目，估计有60英寸左右。
朱主任皱着眉头问：“你这架子车
为什么不放到外面去？杵在这客
厅中间多难受啊！”老头说：“怕雨
淋了。”朱主任微微摇了摇头，一副
恨其不争的表情。钱支书说：“走，
看下一家吧。”从张守财家出来，朱
主任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家不会
过日子。”袁委员笑道：“他要会过
日子，儿子能娶不到老婆吗？”

第二户也是个老头，叫孙连
发。走到他的家门前，郁洋和朱
主任都惊呆了。他竟然住在猪圈
里。猪圈里没有养猪，他放了一

张床，一只破木箱。外面搁猪槽
的地方，被他改成露天锅台，算是
厨房。朱主任跺着脚说：“都什么
年代了，怎么还有这样困难的人
家。”钱支书鼻子“哼”了一声，不
以为然地说：“他家其实并不穷，
闹家窝子闹的。”话音刚落，孙连
发腾地站了起来，反驳道：“不是
闹家窝子，弟兄俩又没有打架！”
钱支书懒得理论般地连连点头
说：“好好，你让别人说是不是闹
家窝子，我说的不算。”孙连发瞪
着眼说：“本来就不是，打架才叫
闹家窝子，他们弟兄俩根本没打
架。”钱支书后撤几步，示意大家
到外面说话。他们从猪圈门口退
出来，钱支书说：“老孙头有两个
儿子，当时说好他和老伴百年归
世的身后事，两个儿子一人负责
一个。”袁委员补充道：“这在农村
是常事，一般都这样。”钱支书接
着说：“老两口一直跟着小儿子
住，前年他老伴去世，后事是小儿
子料理的。按道理讲老孙头的养
老送终，归大儿子负责。”朱主任
疑惑道：“老大反悔了吗？”钱支书
说：“老大也没说不养。”钱支书说
着手在兜里摸索，像是摸烟，却摸

出一只打火机。郁洋连忙掏出
烟，递给他和袁委员一支。钱支
书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说：“老
二全家搬到镇上去了，在镇上开
了间铝合金加工店。为了迫使老
孙头搬到老大家去住，他将自己
的房子扒掉了。”说着，钱支书用
手一指猪圈旁的一堆瓦砾。“就是

那儿，其实老二扒掉房子也没用，
就是为了赌气，觉得老大说话不
算话，想着房子扒掉以后，可以将
老孙头逼到老大家里去。”

朱主任听了眉头紧锁，说：“既
然这样，老孙头就去跟老大住嘛！”
钱支书笑道：“老大是个窝囊废，在
家里百事做不了主。大媳妇泼得
很，跟他大儿子干了一仗，将他们
家人老三代骂了个狗血淋头。”袁
委员问：“这是何道理？”钱支书说：

“她说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赡养老
人，二儿子搬镇上以后，反正房子
空着，就应该让老孙头继续住着，
吃穿住用、日常开销全由她家负
责。但二儿子不应该扒自己家的
房子，损人不利己，对自己父亲做
得太绝。因此他也不同意老孙头
去她家住，她认为逼得老孙头住猪
圈，是二儿子造成的！”朱主任摇了
摇头，咬牙道：“这两个儿都不是好
东西。”说着，他疾走几步，到猪圈
门前哈着腰冲老孙头说：“现在政
府有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你把房子
重新翻盖一下，政府可以补贴你三
万块钱。”说着转身问袁委员，“必
须先盖房后补贴，对吧？”袁委员点
头说：“是的。”老孙头还没说话，钱

支书说：“早跟他说了，他不同意
盖。”果然，老孙头气呼呼地说：“我
没钱，就算有钱也不盖！”朱主任吃
惊地问：“为啥？”老孙头摇着头说：

“政府那三万块钱我不要！”朱主任
抬头看了看钱支书，挠挠后脑勺，
万分不解。钱支书笑道：“走吧，他
怕盖了房子以后，等他将来百年归
世，两个儿子为争房子打架。”朱主
任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无奈地
摇摇头。一行人准备转身离开，老
孙头在身后仍然追着反驳钱支书
说：“他们弟兄俩不是闹家窝子！”

郁洋将两个贫困户的基本情
况，分别填写进《扶贫手册》，下方
的扶贫措施、扶贫结果栏先空
着。他们核查的第三户户主是个
中年汉子，叫李道顺，就是刘会计
说儿子去武汉做手术的人。李道
顺家三间砖瓦房，狗头门楼贴着
白瓷砖，门口修着石头台阶，看样
子家境还算过得去。和事先得知
的情况一样，他承认为孩子治病
花了 20 多万，家里一贫如洗，但
死活不说得的啥病。《扶贫手册》
里有一项致贫原因，一般是因学
致贫、因残致贫或者因病致贫，如
果是因病致贫，必须写明是什么

病症。郁洋拿过《扶贫手册》给朱
主任看了一眼，示意他必须要填
得了什么病。朱主任忽然来了一
股牛劲，对李道顺说：“我们代表
组织、代表政府来搞扶贫，这项
工作务必做得准确、扎实，经得
起上级检查，你必须说清楚孩子
得的什么病，我们才能对你进行
救助。”李道顺人长得精瘦，皮肤
黝黑，留着短胡茬，他瞅了瞅朱
主任，说：“孩子的病已经治好
了，就没有必要再说了吧，只是
欠了十多万的外账。”朱主任用
手戳着《扶贫手册》说：“看看，你
必须得说，这是《扶贫手册》必填
的内容。不管你有多大困难，我
们最终可以进行财政兜底扶贫，
有啥不能说的？”李道顺目光一
闪，狡黠地问：“财政兜底啥意
思？”朱主任说：“财政兜底就是
如果没有能切实见到成效的扶
贫办法，由财政给你每年解决生
活困难补助金 2800 元。”郁洋心
里暗暗着急，不知朱主任从哪儿
听说的政策，抛出 2800 元补助
金这一说。但朱主任说
得自信满满，郁洋也不方
便打破。 2

连连 载载

新书架

♣ 刘稚

《一切境》：敞开生命与他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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