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如平

春游遇“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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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公司组织优秀员工去泰山

春游。 我们到达泰山时正赶上天公不作美，

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我只得买了件一

次性雨衣穿在身上，然后才开始登山。

在通往南天门的石阶上我遇到一位中

年汉子，他挑着扁担，挺直了腰板儿，扁担很

短，像弯月，扁担两头的货物用油布包裹得

非常严实，可能怕被雨水淋湿了。 中年汉子

一路上喊着“借光———借光”于是游客们都

自觉地为他让出一条小道来，我打量了他一

眼，他戴着斗笠，面庞黝黑，身材矮小，穿着

一双已分辨不出本来颜色的旅游鞋。 从他挑

担的姿态看， 这副担子起码在

100

斤之上。

他担着担子拾级而上，步履稳健，徐徐而行。

导游告诉我们，这是泰山脚下的山民，靠为

山上寺庙和游人运送祭祀和生活用品谋生，

俗称“担山”。

我们走到五大夫松的时候， 雨突然下大

了，路上的游人纷纷躲到五松亭内避雨。这时

我又看到了他， 仍旧是挑着担子不急不慢地

往上攀登，破旧的斗笠抵御不了山风和雨水，

他全身湿透，雨水顺着黑红的脸往下淌，为看

清石阶，他不时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自顾自

地沿着石阶走远了。

山上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后我们

继续拾级而上，不久后就超过了那位“担山”。

随着山路越来越陡，我的腿脚也越来越沉，尤

其进入十八盘后， 石阶又窄又陡且因下过雨

非常湿滑， 我只能扶着石阶两旁的扶手一步

步地往上挪，一瓶水都不想多拿，每遇宽敞一

点的平台就要停下来喘口气。

正当我走走歇歇时， 他从我身边超了过

去，脚步却明显慢了下来。 台阶太窄，他每上

一个台阶都很吃力， 但他并没有放下担子坐

下休息， 只是走一段就停下来在平坦点的地

方站一会又继续攀登。

我们费劲气力终于登上了南天门， 大家

都恨不得找个地方躺下来。 我突然看到他正

坐在石匾下， 扁担两头的货物已经交给了货

主，扁担靠在他的身上。他用破旧的斗笠扇着

风，平静而满足地打量着过往的游客。我忍不

住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们这是靠山吃山，一

天挑两趟，一趟

60

元钱。我问他干了几年了。

“有

22

年了， 我

18

岁开始和爹一块儿挑担，

成家后我自己单干。”他一脸自豪地说，“老婆

孩子还在家等着我，我不在这儿闲扯了。 ”

他平淡的话语中透出的是家庭的重负，

他用结实的肩膀挑起了一家人的希望， 我不

由对他生出一丝敬意来。 相比于我们这些空

手登山的游客，他身担百十斤重的担子，靠一

种惊人的毅力才能登上泰山之顶， 他是普普

通通的泰山“担山”中的一员，心里装的是自

己的劳累和全家人的希望， 在平凡中孕育伟

大，在卑微中创造奇迹，铸就了泰山春天里最

亮丽的一道风景。 （卢素玉）

最温暖的感动是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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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妻子非要我陪她去看电影。 我手头

正好有事做， 于是便对妻子说：“你一个人去

看也是一样的， 丝毫不影 响 你 观 影 的 效

果 。 ”谁知妻子竟梨花带雨，她委屈地说：

“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 ， 我们就不能浪

漫一回吗？ ”听了她的话我虽然不乐意，但还

是随她去。

我们乘公交车出行，公交车上异常拥挤。

几站过后， 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后门边准备下

车。这时我看到后门口站着一位老大爷，他双

手抓着门两边的扶手， 挡在后门前。 车到站

了，可大爷丝毫没有要下的意思，他向车厢里

张望，并着急地喊着一个名字。等着下车的人

们都急了，纷纷对大爷说：“你先下去吧，在车

下等人，别妨碍我们下车。”大爷只好下了车，

守在车门口，最后一个老太太蹒跚而下，老大

爷赶紧上去牵着腿脚不利索的老太太的手，

两人相互搀扶着慢慢离去。 我被大爷的举动

感动了，大爷和老伴儿感情至深，两个人无论

走到哪里都不肯放开彼此的手。

我忽然想起我的父母来， 他们也曾有着

这样温馨浪漫的时刻。 父亲中风之前曾是个

极其体贴的丈夫， 他常常在灯下为母亲摘下

一根根初白的头发。后来父亲不幸中风，他那

只曾为母亲摘过白发的右手自那以后再也没

有举起过。母亲四处找人给父亲医治，然而再

神奇的药也无法即刻恢复父亲的健康。 母亲

每日尽心尽责地陪父亲到外面锻炼身体，春

夏秋冬， 在我住的那个小区附近从此便恒久

地流动着父母相携而行的身影。 母亲固执地

牵着父亲的手， 像是牵着儿时蹒跚学步的我

一般，小心翼翼而富有耐心。

有一首歌里是这样唱的： 我能想到最浪

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

得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

的宝。当我面对这对老年夫妻，想起我的父母

时，思想深处便开始顿悟。 浪漫是一种感觉，

两颗互相爱着的心， 只因有爱， 一句温馨的

话、一个温柔的眼神、一个会意的手势，便是

浪漫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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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平桥区长台关乡卫

生院组织精湛医生，为五保老

人定期检查身体，做到无病早

防，有病即治，深受五保老人

的欢迎。图为卫生院医生正在

为老人检查身体。

陈大柱 王进履 摄

浉河区市政管理执法局

“1234”新举措精细城市管理

信阳消息（张晓辉）近日，浉河区市政

管理执法局推行“

1234

”新举措，推动城市

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

1234

”新举措，即明确一个目标。按照

单项工作争第一，整体工作创一流的理念，

提出实现全市城市管理县区第一名， 全区

综合考核前十五名的年度工作目标； 出台

二项制度。一是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请销

假制度的通知》，严明工作纪律。 二是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宣传工作的通知》；

创新三项机制。 一是重点工作实行“

5+2

工

作机制”。针对当前迎茶文化节任务繁重的

现实，全局干部职工从

3

月

30

日至

4

月

30

日，取消节假日，按照职责全员上岗强化管

理。 二是道路管理实行模块化。 即专人普

查、专人核实、影像留存、专人维护、集体验

收。三是执法工作实行“三个一”。实行一案

一卷一档，每月开展一次市政执法大讲堂，

建立一支应急执法分队， 积极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狠抓四项重点。一是迎茶节道路基

础设施维修。二是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三是乡镇环境卫生管理。四是“三违”整治。

目前， 浉河区迎茶节道路基础设施维

修正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创建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工作快速推进， 新增绿地

10000

平

方米，补栽各类乔灌木

500

余株。 “三违”整

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近两周，依法拆除违

章建筑

2

处

200

平方米，制止

6

处

20

万平

方米在建违章。 农村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

清，并专题向省住建厅进行了汇报，努力争

取上级支持， 安排专人起草加强全区农村

环境卫生管理相关文件， 着力打造农村大

环卫格局，竭力推动大美浉河建设。

随不完的份子钱

搬新房后，请单位同事喝“喜”酒。说是

喝“喜”酒，不如说是请他们喝“苦”酒，说白

了无非是借机收礼。

中午 ，

10

名同事面带苦笑各自交上

200

元礼金后便直奔主题……

3

个小时后，

我结完账还剩礼金

1300

元 。

回到家中，见妻子脸沉似水。问她跟谁

生气， 她把一叠结婚请帖朝桌面上一拍：

“一上午就收到

5

张结婚请帖，一个

200

元

就得

1000

元…… 这个月日子还怎么过。”

我笑嘻嘻地掏出那

1300

元钱压在请帖上：

“你看，这不解决了吗？咱还有赚头呢 ”。妻

子见钱转怒为喜。

父亲遛弯回来脸色不对， 问了半天才

弄明白原因：父亲

30

年前一位同事的岳父

去世了， 电话通知父亲去参加他岳父的葬

礼。 我给父亲倒了杯水劝说：“不愿去就算

啦，明天托人给他

300

元钱行了吧 ”父亲

苦笑着摇了摇头。

儿子放学回来伸手向我要钱：“明天俺

老师过生日，俺得随礼 …… ”“不行！ ”老

母亲瞪了我一眼：“ 那么大的声吓着孩子，

宝贝，要多少钱奶奶拿 ”“最少得

91

元。 ”

妻子笑着问：“这是个什么数啊？”儿子脸上

阴转晴天：“

9

月

10

日是教师节， 随礼随

这个数有意义…… ” 我挖苦道：“ 你应该

拿

910

元才对。 ”“谁说不是呀， 圆圆随了

910

元钱，老师答应让她当文艺委员哩。 ”

我长叹一声默默地算了一下账： 今天净收

礼金

1300

元，支出

1391

元，唉，收支相抵

还差着

91

元钱呢！

晚饭桌上， 父亲皱着眉头说这几天他

的血压不稳，让我明天陪他去医院看看。我

看了妻子一眼尴尬地点头答应。 父亲似乎

看出了什么朝我摆了摆手：“唉！又得花钱，

算了吧 ！ 不去了。 ” 妻子一旁抢过话头：

“去！一定要去！ 最好住院检查一下。 ”她朝

我挤了挤眼：“ 父亲住院后别忘了通知你

的同事们呀 。 ” （商灵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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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浉河区金牛山办事处

扎实推进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工作。目前，该辖区南湖路景

明园绿化已完工，栽植香樟、日

本樱花、紫薇、红叶李、木槿、梨

花海棠，红花继木球、海桐球、

小叶女贞球、 大叶女贞等

600

余棵（株）。 图为工人正在栽植

花木时的情景。 陈军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