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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太行山之行，一共走了三天。三天
期间都是在武乡县的地盘上盘桓。因为此行
正值全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武乡沉浸在一片肃穆悲壮和喜
庆的氛围之中，到处红旗飘飘，到处红星闪
耀。尤其是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八路军文化
园和当年将帅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游人如
织，车水马龙，处处显出一种饱和鼎沸的状
态。

在八路村住宿是一件极快活的事，舒适
恬淡别具一格。我下榻的房间是区小队。门
前有弹药箱，墙上挂有军用地图、马灯，屋
内盘着一个大炕，炕上摆着一张方桌。我这
个平常住惯了宾馆酒店和招待所的侠客顿感
新鲜。我的对面是河北电视台的人，她们的
房间是妇救会。我们的司机被安排在担架
队，住在北上房的是吕梁记协主席刘向东，
他的房间是村委会。领了钥匙的人们都不急
于离开，而是结伴互相客串，彼此欣赏观摩
四合院的摆置物，谈论住所的异同特色。

那一晚我睡得很晚，我是被武乡县委宣
传部长送来的一本小书迷住了，书名叫《游
击队长魏名扬传奇》，其实我对这本书一开
始并不怎么上心，尽管是迟浩田将军题写的
书名。只是在白天听了孙发明的介绍我才格
外注意。孙发明说，武乡是八路军的摇篮、
子弟兵的故乡。武乡家家出过子弟兵，户户
住过八路军。武乡不是山西的武乡而是中国
的武乡。我知道搞新闻的人都言过其实，对
孙的一番车轱辘话不屑一顾。孙发明似乎也
看出我的意思，顺手一指在广场上接待记者
的宣传部长魏书文：“他就是一个八路子
弟，他大伯魏名扬当年和刘伯承的头颅是一
个价码。”孙发明说，小时候在村街的饭市
上，听过瞎先生唱的武乡鼓书：“魏名扬膀
宽腰圆是武班头，专门与天皇日本做对头，
布告贴在城墙大路口，5000 金票缉拿他的
头。”孙发明说，你见过哪个县的宣传部长
又是副县长又是政协主席？出于好奇，夜阑
人静的时候我翻开了魏名扬的书。呵！不翻
不知道，一翻心惊肉跳：魏名扬火烧赵家
楼、孤身斗响马……他与尤太忠搭档过，他
被朱德表扬过，他胸前别着独立自由等五枚
胸章，如果他健在，现在也是百岁老人了，
如果他健在，今年9月3日一定有资格登上
天安门观礼台。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魏名扬的故事，在
武乡县，在太行山区，也不知加了多少油盐
酱醋。有人拿他与平原游击队相提并论，有

人说他与山东铁道游击队一样精彩绝伦，但
不管怎么传说，魏名扬这个民族英雄，都镌
刻在黄土地的红色记忆里。

八路村里有雄鸡报晓。我约莫6点钟的
时候被雄鸡叫醒，起来后就沿着八路村散
步。我看到住在司令部的焦作日报党委书
记、社长门上挂了锁，窗帘闭合着，就来到
警卫连兴师问罪。我问住在警卫连的长治记
协主席王占禹：“焦作来的杨法育书记呢？”
王说：“不知道呀。”“司令丢了你都不知
道，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

住在八路村的新闻记者几乎都和杨法育
一样起床很早。他们转、游、看，从轧油房
到粮站，从粮站到供销社；蛇盘路，回字
街，联络站里的铁壶粗瓷碗，军工生产区的
纺车，抗大二分校的煤油灯，从一件文物到
一副字画，耳濡目染，我们好像不是初来乍
到，而是这里的主人，是五湖四海走到一起
来参加救国抗日的战士。

第二天参观王家峪。那是八路军的心
脏。

车队逶迤行进在太行深处。大家心情澎
湃着，连绵不断的峰峦一起一伏地跟着赛
跑，有时在群峰之上又露出一座更奇拔的山
梁，有时在深谷之下又出现一道更险峻的沟
壑。一片又一片玉米地像青纱帐为我们遮
阴，一丛一丛的高粱在太阳下笑脸相迎。

王家峪的地貌着实令人惊讶，易守难
攻，可进可退，真是一块军事要地，每一处
悬崖都是向侵略者亮剑和敬神祭鬼的天坛。

至于空气，清新得像滤过一样。我们走
在青石铺就的街巷，我们抚摸带有温度的砖
墙，心情严肃又欢愉。

司令部是一座古老朴素的房舍，他和普
普通通的农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取下门前
的标示，如果你不认识屋里的主人，你会冲
着慈祥憨厚的总司令说，老哥，借我一碗水
喝吧；你会冲着左权夫妇说，行行好，给俺
孩子半块红薯吃吧，俺是逃荒路过。

这样的故事不是我杜撰，70年前就真的
发生过。现在，面对眼前这炕铺，这座椅，
这脸盆，连同那院中叶茂枝繁的梨树也不甘
寂寞，像是日日夜夜诉说着什么。

就是在这所四合院里，彭总指挥了百团
大战，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左权与革命伴侣
刘志兰度过了幸福的短暂时光。这间上房窑
洞，留宿过路经此地的刘少奇，那间配房，
和住过赶来汇报工作的刘邓。

游客们在院子里穿梭般走动，从北屋到

南屋，从东屋到西屋，他们拍照，留念，合
影，他们交头接耳，唏嘘感叹。心里升腾起
感激的河流，眼睛里闪烁着仰慕的光芒。

忻州日报韩少伟总编的拉杆箱里，除了
照相机，好像还有烧饼；安阳的常江敏，后
备厢里塞满了土豆，邯郸的王亚飞又相中了
路边的炒荞麦，好像这里的五谷杂粮就格外
富有营养；河北大学的乔云霞教授，是怀揣
着《抗战新闻的历史研究》和救心丸前来参
观访问的。湖北青年学者邓涛，虽然与太行
山没有地缘，却有血脉，他此行的贡献是

《钩沉抗战时期的太行山报刊》。
在砖壁村，我采访了一个77岁的五保户

老人。他两岁时，放羊的父亲被日本兵用刺
刀挑死。母亲改嫁，他跟着姑姑长大。他叫
李书珍，一辈子单身。他讲自己的血泪家事
时，慢条斯理，没有悲伤，而且脸上挂着
笑，岁月把他的泪泉耗干了，记忆长出茧子
了。但是我观察李书珍的笑，怎么那么可
怕，他在不断释放着怒火，又在不断收敛着
宽恕。

因为左权将军的住室容不下那么多人同
时进出，我要求女讲解员当院再唱一遍左权
将军的民歌，她欣然同意。而后一字一板，
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听得人们凄然泪下。
由于对方言的陌生，我只听清几句，其中有

“狼吃的日本兵”“同胞们报仇恨。”
晚上，我们就近在砖壁村农家乐吃住。

我住在立志巷李同书家，看得出，李同书是
殷实人家，宽敞明亮的四合院，中间隔了一
道花墙，上院铺了地砖，东屋摆着三张餐
桌。厨房在下院，厨房与餐厅相通，厨房里
一应俱全，有高压锅，有蒸笼，有汾酒杜康
牛栏山，有燕京啤酒，百家老根；下院里用
铁丝网着乌鸡，鸡窝里卧着刚下的蛋。小花
猫在梨树下眯缝着睡眼，梨树的杈枝上挂着
秋千；南墙根停放着大人的摩托车和小孩的
脚踏大宝娃。

在我住的北上房里，放着主人与省委书
记的合影，他告诉我，3 年前，他是村支
书，当了20多年的村干部，他指着炕头的电
视说，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明办赠
送的，村里150户人家每户一台，又指着屋
顶的“大锅盖”说，几年前山西省广播电视
就实现了村村通。村民人均1吨取暖煤，连
续五年都是政府白给白送。

李同书的小儿子在北京打工，西屋就是
小两口的婚房，透过窗玻璃望去，婚房里有
电脑、液晶电视。两个新人的婚纱照，几乎

占据了半面墙。
李同书的妻子可谓是个勤快人，天不明

她就在院里打扫卫生，用淘米水浇灌窗台上
的仙人掌，玻璃翠，我就是被她的竹扫帚给
划拉起来的。

起床后，我就沿着街道走，从立志巷转
到后勤巷。我发现，砖壁村的标语也格外醒
目：打跑敌人的抢粮队，早晨 7 点捉懒汉。
我发现，砖壁人家几乎都不关街门，就拿农
家乐最上规模的李效青家来说，院里码着啤
酒，堆着西瓜，甚至还摆着根雕，竟然没有
街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情景我算是在这
里看到了。

确切地说，我在武乡没有待够三日，第
三天晚上，我住在返程途中129师所在地涉
县。也是农家乐，店名叫忠厚人家，三层
楼，有53个单间，可同时接待百人会议。那
一夜我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朦胧中刚刚睡
下，又被一阵劈柴火的刀斧声和叫卖豆腐的
吆喝声吵醒，接下来又是一阵“桂林 586，
加427，加135……”我知道这是店老板在盘
点昨日的收成。我知道此刻太行山的早晨还
没有到来，老区人民脱贫了，今非昔比了，
鸟枪换炮了！尤其是红色旅游，正如火如
荼。

在返程的一路上，我看到散淡的牛羊，
舒展的花草，蓬勃向阳的葵花，五颜六色的
庄稼。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平和美丽、甜
蜜安详的，然而70年前，野狼闯进我们的家
园，恶狗蹂躏我们的先人，人们只能空有梦
想，即使是梦，也要被打碎。

在返程的一路上，我脑海里浮现出八路
军客栈的小米饭、南瓜汤，浮现出丰州镇9
个村600名农民演绎的大型实景剧《太行山
上》，浮现出王家峪沟地里那口八路军挖掘
的吃水井和总司令亲手栽植的红星杨……

遗憾的是，那口甜水井不再汩汩冒水
了，那棵拔地参天的大杨树仅仅活了 70 多
年！我纳闷，难道杨树的生命周期就是那么
仓促短暂？我纳闷，为什么掰断红星杨的枝
条里，断面总是有一颗红五角星呢？当全国
绿委会和知名古树专家抢救这棵红星杨时，
是否也对我们的环境生态发出过呼吁？

思绪伴着朝阳升高，泪水伴着车轮打
转。为了让我们更果断地向历史的悲剧挥手
诀别，更信心百倍地去创造未来的幸福，同
志们，请到武乡来吧，回顾和瞻仰一下过往
的峥嵘岁月，不是没有裨益的。

武乡三日
□郝斌生

总是闷声不语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父母远离的日子里
如一棵柔弱的小草
却享受不到
雨露的滋润
阳光的抚摸

总爱一个人呆呆地默望天空
祈盼能有一朵游云
突然把父母驮回家乡
最喜涂鸦一只只鸟雀
多么渴望也能肋生双翼
像小鸟鸣唱着飞到父母身旁
明月高悬之夜
总要搂着双亲的相片才能进入梦乡
当凌晨在笑声中激动地惊醒
左边一摸，依然没爹
右边一抓，仍然没娘

风吹故乡
能将百花吹香
能将田野吹黄
能将瓜果吹得咧嘴笑
能将天地吹得白茫茫

神奇的风啊
何时能将我的故乡吹得生龙活虎
让流落四方的游子
一个个守在亲人身旁

观荷记

碧绿的裙衣
粉红的脸庞
水面之上，是篇诱人的童话
水面之下，隐藏着羞涩的梦想
晨开暮合，灵性毕露的一招一式
演绎着哪吒的活泼与佛性的安详

怀抱一腔神曲
尘世的行走不会遇到狂风巨浪
万物偃旗息鼓时节
你们却成群结队，高调亮相
不选择清净的湖水
非要挺立于浑浊的池塘

莫非你们是在昭告芸芸众生
人间也是两个世界啊
出身可以卑微
情操不能沦丧

留守孩子的梦(外二首)

□郜希杰

近日，南京市六合区某高中新生军训
嫌累，居然报警求助，引起各方不同反
应。不少家长认为，如此军训孩子吃不
消，这样的吃苦没有必要；一些教育界人
士则认为，军训是锻炼孩子身体素质、磨
炼意志品质的大好机会。大家围绕该让孩
子吃什么苦争论不休，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清秀小丹：在军训中我们就得做好

吃苦的准备，别人能行我也能行。其次军
训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经历，可以锻炼我
们的意志，为我们日后学习、成长打下坚
实的基础。

@宿松何晓：军训本是为了磨炼学生
的意志，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激发
他们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昂扬的面貌投入到学习中去。军训
是学生读书生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现在
一些家长过分溺爱孩子，生怕孩子受苦受
累，殊不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况且军训的那点苦与累根本不算什么。

@丽卷毛：这位因军训累而报警救助
的同学看来是一个经不起“折磨”的人，
所以军训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相信这次
军训过后，他会得到很大的成长。

@工程师-作家-湖南女子学院张闻
骥：军训也是对在校学生的一种考验，一
种锤炼，如果这样的苦都吃不了，以后还
能干什么呢。坚强面对，咬咬牙就过去了。

@我很丑其实我很二：学生军训嫌累
报警，说明了学生缺乏坚韧意志的短板。
连军训都坚持不下来，如何做一个生活学
习的强者？

@秋泉12：现在的孩子，如果平常能
多锻炼一下身体，少一点点娇生惯养，也
许就不会在军训的时候吃不消，更不会奇
葩地报警。

@深海林森：只要组织方及教官不是
粗鲁行事或故意整人，那么军训就是一种
很好的素质锻炼形式。家长若真疼爱孩子

就该明白，让他们适当接受一些艰苦磨难
是很有好处的。

@心草芳菲：新生军训的强度，要遵
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但喊苦喊累就
报警的学生未免也太娇生惯养了。家长
说没有吃苦的必要，也令人深思，吃苦
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家长们，
放开手脚和顾虑，让孩子学会吃苦，从
军训开始。

@龙腾四海112：军训的目的不仅是
要学生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
要他们有铁的纪律和坚强的意志！古语有
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苦，饿其体肤……”如果连军
训这点苦都受不了，何谈理想抱负，何谈
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大任”。

@kellykeron：学生觉得军训辛苦，
还情有可原，为何连家长也认为没必要
呢？军训是对身体和心理的一次重要锻
炼，让学生可以迅速成长，家长要“硬起
心肠”，配合学校，才是正确的做法，玉不
琢，不成器。

@半页白纸：虽然军训的初衷是锻炼
孩子的身体和意志，但短短一个月也无法
改变孩子的体质和意志，学校可以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制订有效长期的锻炼方案。

【下期话题】

拦车救狗的是与非
9月7日凌晨，动保志愿者将一辆拉了

200 多只狗的货车追下高速并拦截，双方
长时间对峙，情绪激动的司机妻子不堪辱
骂用匕首自残抗议。对爱狗人士拦车救狗
的行为，有人认为他们是为了保护动物免
受伤害，应该支持，但也有人反对，认为
他们的行为过激且涉嫌违法，不应鼓励。
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今日话题】

孩子该吃什么苦

第31个教师节来了，估计很多家
长又在踌躇要不要给老师送礼。其
实，对于广大教师而言，要不要收礼
也是一种煎熬。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尊
重，这本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近
年来有人认为教师节已经沦落为“送
礼节”，痛批师德败坏，建议取消教
师节。这种现象逐渐演变为让国人两
难的道德考题——一边是家长苦恼送
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
不收礼、怎么办。教师节俨然成了家
长和老师共同的“心结”。作为一名
曾经的中学教师，笔者以为，将教师
节片面地认定为“送礼节”是一种误
解，更是误导，会对广大普通教师造
成莫大的伤害。

尊师以“礼”莫失礼。对学生在
教师节给教师送礼的问题上，我们也
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和家长发
自内心送些小礼物，表达对教师悉心
培养、辛勤工作的感谢，既是一种真
诚的慰问，也是尊师重教的具体体
现。如果我们不分情况，一律为其打
上庸俗的“送礼”标签，就会隔断这
分真诚的师生之情。当然，如果所送
物品价值过高，甚至是大量金钱，而
且夹杂着想获得教师额外照顾之目
的，无疑就超出了正常人情交往的界
限。这不仅会玷污纯洁的师生关系，
还会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作 为 教 师 ， 也 应 当 把 握 好 收
“礼”的底线。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不能以普遍行为、社会风气等
借口，降低了对自己道德、行为的要

求。教师节里老师和家长都要教育孩
子们尊师并不在送礼轻重，而在心意
多少。当年笔者在一所山村中学任教
时，每年的教师节都会收到很多学生
送的礼物。这些礼物中，有学生自己
制作的小贺卡，有家长烙的香甜可口
的饼子，也有孩子们在山沟里采来的
野菊花，对这些“礼物”，我都坦然
笑纳，而且相当感动。因为我知道，
礼物虽然不贵重，里面却有家长纯粹
的尊重和感激，有孩子们对知识的期
待和向往。这样的礼物，我不仅欣然
接受，而且倍加珍惜。倘若忍心拒
之，岂不也失了礼？

当然，要想不让尊师失礼，也需
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尽快
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
风”的有利契机，联合家长、媒体等

社会各界构筑“师德监管网”，监督
全体教师自觉拒收学生和家长的贵重
礼品甚至礼金，使教师节从“送礼
节”的恶名中脱离出来。同时要加强
监督执法，把师德“一票否决”举措
落到实处，将“节日期间收受学生家
长贵重礼物”作为触犯师德红线处
理。在夯实师德底线基础上，各级政
府更需拿出切实有效的举措，建立健
全关爱人民教师的长效机制，让教师
真正感受到职业的光荣，感受到社会
的尊崇。只有这样，广大教师才会不
愿、不敢、不想收受过分之礼物。

总之，尊师以“礼”莫失礼，需
要政府、社会、教师和家长们的共同
努力，只要大家真正形成合力，教师
节之“礼”才能回归礼仪之本意，我
们的教育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尊师以“礼”莫失礼
□宛诗平

9月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亳州市委机关报《亳州晚报》上刊
登一则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
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 19 人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
道歉。 （9月8日澎湃新闻网）

登报道歉并不是新鲜事物。近
些年来，随着政府执政意识等的进
步，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机关道歉
的公告也偶然会见诸报端。但法院
在报纸上就冤案发布公告，并向蒙
冤者道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显
然还是首次。就此而言，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能够知错而改，并且放
低姿态向人民群众道歉，这种思想
与意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法院对蒙冤者道歉是对
其名誉的澄清。这些人背上了莫须
有的罪名，他们有的被刑拘，有的
人甚至被判入狱。法院纠正案件，
为蒙冤者登报道歉，洗刷不应有的
污点，以此消除蒙冤者在现实生活

中被认为“被抓过”“坐过牢”等影
响，可以尽快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与工作。同时，道歉本身也是对蒙
冤者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其次，道歉是法院知错改错、承
担责任、敢于担当的应有之义。一些
冤案与法院以及相关办案人员直接
相关。一些冤案虽然并非法院工作
人员故意，但法院可能也是存在一定
过错与过失。法院向蒙冤者道歉，这
不仅是一种承担，更是树立开放、文
明、自信执法形象的需要。

事实上，法院道歉显然只是冤案
纠错的第一步。特别是近些年来，各
地冤案不断出现，而其中有不少情况
是法院原因造成的，比如工作过失、
徇私枉法等。因此对造成的冤案，法
院不仅需要道歉，也不能止于道歉，
更重要的显然还是调查冤案形成原
因，坚决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若是
执法者存在徇私枉法等，则更需要进
行严厉惩处。

法院道歉应是冤案纠错第一步
□北 方

不作为
审计署近日发布公告显示，7省市闲置土地盘活不到位，3.6万公顷土地

被闲置，其中闲置最多的安徽省超过1.6万公顷；部分地块已闲置9年。一
些地方和部门在闲置土地及处置上的不作为、慢作为令人痛心，土地闲置背
后的监管闲置必须严查。

徐 骏 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