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亿祥置业有限公司因贷款需要，准备将本公司开
发的位于修武县云台大道18号亿祥东郡（19幢和20幢）部
分房产进行抵押，凡是购买以上房屋的购房户自公告之日
起10日内到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办理预购商品房登记备
案手续，逾期不办理备案手续的，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将
办理有关抵押手续。

特此公告
修武县房产管理中心

河南亿祥置业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4日

通 告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焦作石油分公司
加油站场地出租招标结果公示

2015年11月10日，我单位在公司7楼会议室召开了加
油站场地出租招标会议。经我单位招投标小组评议，拟定
河南鼎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首选中标单位，在我单
位人民、新城、环西、环东4座加油站，以场地租赁方式开展
汽服业务，现进行公示。

公示期限为：自见报之日起3日内。公示期内，如对结
果 有 异 议 的 ，请 与 我 单 位 王 先 生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384952034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焦作石油分公司
2015年11月14日

通 知
郑伟同志：

自2015年11月3日至今，你既未到单位上班，也未履
行请假手续。经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研究决定，限你于11月23日前到单位上班。逾期，将依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
过15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
可以解除聘用合同”的规定依法处理。旷工期间，本单位
从未授权你以单位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你的一切行为均由
你个人承担。

特此通知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1月13日

关于郑焦晋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的通知
经上级批准，按照焦作市公路局焦作市南外环路工程施工计划，K43+

890郑焦晋高速分离式立交桥工程将于2015年11月10日至2016年3月10日
在郑焦晋高速公路K53+200-K53+900段进行工程施工，为保障施工路段安
全通畅，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交通管制期间，将适时采取限速行驶、变换车道、禁止超车、单幅
双向通行等管制措施。

二、通行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并服从高速交
警、路政人员的指挥。

三、过往司乘人员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行驶。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请慎重选择最佳行驶路线，请过

往车辆和人员周知并相互告知。
特此通告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焦作市公路管理局
2015年11月14日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决定于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下午3时，召开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预计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市迎宾路1号）3楼会议厅
三、会议要求

股东参加会议，需在会前进行登
记，以便了解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审议
事项及登记方式请查询焦作中旅银行
网站：www.jzctb.com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连佳、李曦光
电话：（0391）3389718

传真：（0391）3389680
地址：焦作市迎宾路 1号焦作中旅

银行董事会办公室（12A12室）
邮编：454000
特此通知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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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30年之际，同学老邱和其他
几位同学精心编印了《青春似锦 岁月如
歌》《同学列传》 两本纪念册。《青春似
锦 岁月如歌》 是本画册，收集了我们班
许多集体和个人的照片，一些课堂笔记、
同学间书信、自办的油印学术刊物以及生
活什物等影像，用图片展现大学生活的基
本面貌。《同学列传》用文字真实生动地记
录了每个同学的一些旧闻往事。翻翻这两
本图文互补、内容亲切有趣的书，上世纪
8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仿佛回到眼前。

1980 年 9 月，我们的年龄在 15 至 17 周
岁之间，正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恰逢中国
社会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踏入有古代
园林般景致、被誉为最高学府的校园，看到
一栋栋仿古建筑雕梁画栋，檐牙高起，湖光
塔影，茂林修竹，景色如画。同学们更是雄
心勃勃，大胆设计着人生宏图。美丽的前
景，胜似彩虹锦缎；追逐年轻理想的歌
声，响彻校园上空。这里有独特的社会文
化氛围。学校领导和教员主要靠知识水平
和学术能力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昂首之
气似乎就写在学生和教员的脸上。

这所大学为学生自学提供很大的方
便，不同系的课程几乎都可以去听。前两
年，我们系为了让我们打好基础，把我们
文科班分成历史、中文、经济三个小组，
分别进入这三个系上他们的基础课。我是
中文组，老邱是历史组。后两年我们回自
己系一起上专业课。由于我对自己系的课
程不感兴趣，大量旁听了哲学系、外文
系、历史系的一些课程。中文系一位教现
代文学史的老师，当时是副教授，在开课
前给我们发了一份试卷，要测一测大家的
入校基本水平。这份卷子除了一般的文学
知识外，最后附一篇文章，注明来自权威
的《人民日报》。卷子要求读文后写出你的
感受。这是一篇伪科学的文章，需要我们
论证它的内容完全是伪造的。但是，很多
同学把它当作美文赞评。事后，他讲这道
题就是让大家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要

迷信权威报刊、权威学者。对每一个问
题，一定要善于用自己的知识，自主分析
判断，这才是学习和研究问题的科学态
度。从北师院请来授课的历史学家宁可先
生对秦代的精彩讲述也让我记忆犹新。他
说，秦代就像发出惊天动地隆隆声的一架
快速战车，瞬间从我们眼前驶过。但是它
在历史长河中所产生的震撼和影响却是这
样久远，至今我们仍能感觉到。统一全国的
文字、度量衡、疆域，统一全国各级政府政权
听命于中央，废除分权的分封制，这种“大一
统”，为后来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凝聚融合
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为中国历代王朝追求疆
域和政权统一，开先河、奠基础。嬴政不愧
为用新制度开辟了中国2000多年帝业的“始
皇帝”。宁可先生在讲台上的形象举止，有
点像鲍国安在《三国演义》电视剧中扮演的
曹操，睿智果敢，语言文情并茂。此外，
教中国通史的一位老师，在讲课时把史实
和评价历史的古诗交织在一起讲述，正史
野史兼引，风趣幽默，听得大家如痴如
醉。诸如此类教师和课程所授予我们的知
识与方法，是我们收获的宝贵财富。

那时，大学生们不为将来找工作操
心，在校专心读书学习钻研学问的兴趣很
浓。晨霞初照，湖畔林间，到处都能看到
学子早读的身影。夜晚熄灯后，还有同学
站在楼道灯下夜读。学生自己成立了书法
社、话剧团、未名诗社、学海社、青年马
列研究会等学术社团，创办了《野草》《未
名湖》《启明星》《求是》《缪斯》至少十几
种刊物。在课余饭后，他们要凑在一起交
流研讨，著文办刊。学术社团和学生会常
办各种学术专题讲座，使我们这四年间接
触到中国当时学术界的许多名流。校内的
名家王瑶、王力、周祖谟、邓广铭、朱光
潜、宗白华、李赋宁、季羡林、陈岱孙、
张岱年、侯仁之等，校外的胡绳、刘绍
棠、李希凡、舒同、侯宝林、张道真、李
燕杰等，纷纷应邀在此传道讲学，真让人
长见识、开眼界。每逢这些名人开讲座，

讲堂里都是人头攒动，有时挤得寸步难
行。这些讲座笔记，我记了一大本。老邱
是学海社的重要成员，性情爽朗，情趣广泛，
说话打鼾的声音高，搞科研的热情也高。在

“科学的春天”，我们像蜜蜂采花粉那样迷恋
于知识的花园，沐浴着人生的春光。

学习之余，生活还是多彩有趣的。运
动场的忘情玩乐必不可少。它让人身心爽
快，活力十足。与外系球队举行比赛时，
男女生相互助阵，一边为赛场中出现的惊
险动作惊叹唏嘘，一边为某个同学表现出
的高难度的技巧，呐喊高赞。比赛过程
中，双方啦啦队男喊女叫的助威声此起彼
伏，欢声连连。有的节假日，班团支部组
织集体郊游，登长城、爬香山、游名胜，
大家乐而忘返。周末看电影、听讲座、搞
联欢，生活过得充实快乐。有一次，我们
骑着自行车去祭奠李大钊先生陵墓。离开
主路后，老乡把我们指引到田间弯弯曲
曲、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在转弯的时候，
老邱的车好像是闸不灵，连车带人栽入一
米多深陡峭的水沟，吓坏了大家。他被拉
上来后，表现出十足的绅士派头：自己扶
正眼镜，拍拍身上的泥土，若无其事，跃
身上车，继续前行。那时，学校经常检查
宿舍卫生，有一个宿舍由于脏乱差，影响
到班里的荣誉。后来，又逢检查，那个宿
舍的一个同学不去上课，专门等在楼梯
口，有意地把检查团引领到他们精心打扫
过的房间，结果人家把这个宿舍评定为校级
卫生模范。学生之间常闹笑话，比如把彼此
颜色款式一样的衣服收错了，穿上后短的以
为缩水了，长的只好穿时挽起袖子，几经周
折，才交换过来。信件因被误交误收，私密
的情书成了求爱公开信，搞得真正的主人只
好矢口否认是自己的信。老师有时会被学
生搞得哭笑不得。有个同学听了老师的精
彩专题讲座后，把讲座笔记一整理，署上老
师的名字和自己名字投稿发表了。老师知
道后只好说，下次请您提前告知，让我修改
完善后，您再拿去发表。哲学老师刚讲完

《易经》，没想到有学生跑到老师家里，恳
切地请老师为自己算算卦。

浪漫爱情是大学生活的甜蜜协奏曲。
学校不准学生谈恋爱，但是正处青春期的
男女同学春情萌动，原本关系疏远的男女
同学，突然像磁铁一样吸引在一起，如胶
似漆，形影相随。有些同学为与异性交
往，能在好几个高校舞场南征北战，不辞
辛苦；为了尽快找到女友，个别同学把内
容相同的情书同时发给若干个女生。至
于，“君子”在找“好逑”的过程中，阴差
阳错，出现追“桃”得“李”，三凤求一
凰，大骆驼钟情小绵羊，用红墨水冒充鲜
血写情书的诸多趣闻。一个男生看上本班
的一个女同学，不敢表白。同宿舍的其他
几位男生摸准他的心思，就仿那女生的口
吻给他写一封信。信里既有要交往的意
思，又提出条件，要求他写信回复。这个
男生接信后，茶饭不思，接连几天在床上
辗转反侧。那几个“坏蛋”钻在被窝里暗
自发笑。后来，大伙怕这家伙为此闹出
病，只好集体坦白，请他吃顿饭了之。更
搞笑的还有我们宿舍一个哥们趁大家都外
出，约另一个外校的女老乡来宿舍幽会。
我们宿舍是里外两间，他领人进来前先到
里屋看看，发现没人，才招呼人家进来。
谁知里屋的一个同学偏偏跑到外屋这个男
同学的上铺睡觉。他忽视了对外间自己上
铺的检查。一男一女，旁若无人，相互说
了些让他人听到都会脸红的话，只听得上
铺睡觉的老兄忍俊不禁，才惊散了这对正
喷发缠绵爱意的准情侣。

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我们是否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个时期还是值得回
忆留恋的。看了这两本书，我真想带着自己
今天的阅历和见识重回到那个时期，再享受
一次美丽的时光，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道路。显然，这是不可能了。如果我们忆旧
以履新，以那时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
过去的青春写好今天的续篇，一定是能
的。这也许是老邱他们做此事的用意吧！

忆韶华，续青春
□杨柏榕 常言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一个人能在现世赢得好口碑，后世留下好名声，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古人谈修身，名篇不计其数，佳句浩如烟海，最后归
结为非常朴素的一句话，就是希望一个人的一生，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能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善事，英名远播，流
芳千古，而不是口诛笔伐，遗臭万年。

近日翻看史书，一则“甘棠遗爱”的典故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仿佛置身于夏日浓荫遮蔽、凉风习习的甘棠树下，顿感心旷神
怡，喜不自禁。

周武王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他死后，把江山传给了儿子
周成王。周成王即位时年幼，幸好有两个贤臣辅佐他。这两个贤
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召公配合周公工作，为辅佐周朝
呕心沥血，政绩非常显赫，因此大家又尊称召公为召伯。

召公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深入到基层去现场办公。有一
次，他到召地 （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巡行乡邑”，当时天气
炎热，他不是坐在屋里“喝着茶水，扇着扇子，听着汇报”，而是
每天在一棵甘棠树下“劝农观政”，处理民间事务，解决百姓难
题。他走了之后，老百姓十分怀念他，感慨地说：“如果天下的官
员都能像他这样，该多好啊！”

陪同召公“视察工作”的地方官君陈，为了讨好上级，以防
明年王臣再来“劝农观政”时遭受暴晒之苦，居然别出心裁，传
令要开阔道路，伐掉甘棠，在路边兴建凉亭。

忽然有一天，一名差官前来报告说，附近区域的树木都已伐
完，只有南郊道旁那棵高大的甘棠还没伐掉。君陈问为什么不
伐，差官回禀说，一帮村民连起手来抱住那棵树，宁死都不让
伐。君陈让把那些阻挠伐树的村民全部带到了厅堂之上，询问缘
由。村民纷纷言说：“前几日，召公寻访郊南，在那棵甘棠树下，
同我们掏心交谈，问农问桑，问耕问织，目光慈祥，语言平和，
礼数周端，我们听了，心存感激，念念不忘，意欲存此树以感召
公之德，故而冒死抗命，还望体恤民意，保留此树。”

君陈听到这里，心中颇感惭愧，脸色也渐渐由怒转喜，禁不
住抚掌称善,并下令保护此树，世代彰显召公德行。

时隔不久，一座凉亭很快在那棵甘棠树旁建了起来，人们感念
召公，遂为此亭取名曰“召亭”。雍地的百姓为此事歌咏道：“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
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从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召伯作为一
个国家官员，在雍县城南劝劳农桑、判断案件、处理政事，在基层百
姓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百姓是多么热爱他、怀念他。召公通过认
真替百姓做事，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也留下了“甘棠遗爱”这个
成语。后人遂以甘棠作为颂扬官员政德之词。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当时光的脚步匆匆走过几千年，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身影出现在兰考县的田间地头
时，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也永远定格在了兰考几十万人民的
心中，定格在了中原大地，定格在了数千万共产党员的精神图腾
上。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475天，却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种感天
动地的“焦裕禄精神”。为治理兰考“三害”，他带病深入基层，
带头植树造林，广栽桐树，1963年春亲手栽下的幼苗，如今已长
成参天大树。兰考人民为缅怀焦裕禄同志，亲切地称这棵泡桐为
焦桐。现在焦桐生长茂盛，每到春天，桐花绽放，芳香四溢，人
们站在树下，仿佛觉得焦裕禄同志就站在身旁，站在兰考大地，
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焦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

召公没有留下巨著鸿篇，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是，他
却把自己留给了煌煌三千年历史，留给了一代一代生息繁衍的中
华民族的子孙。焦裕禄同志没有留下万贯家财，但他却给兰考人
民留下了一片片绿荫和一块块良田，为兰考县创下了一份丰厚的
泡桐产业，为中原大地留下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
评价焦裕禄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民
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
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
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历史与道德的承传有时候是不需要文字的，一座亭，一棵
树，一段渠，一条河，都能承载光辉的历史，都能镌刻不朽的精
神。一种伟大的精神是依靠生息着的民众的拥戴，依靠社会主流
的支撑与包容而继往开来的。精神本来是无形的、抽象的，而融
汇与寄托的形式却是清晰可见的。

从甘棠到焦桐，传承的是一种“视人民如父母”的品德和情
怀，彰显的是一种“当官要为民做主”的正义和担当，饱含的是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
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
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
甘棠和焦桐的精神层面来反观自己，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无
论是在做人还是谋事上，都要严格按照“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标
准来要求自己。因为，这个标准直
指为人为政的根本，切中干事创业
的要害，既是对古今中外修己正身
之道的凝练和提升，也是对党员干
部牢记宗旨、永不忘本的明确要求。

从甘棠到焦桐
□东 篱

清晨，当金色的阳光洒满小院，奶奶
说要去看望姨奶奶，自然就会去小卖部买
几包点心。

小卖部是村里最令我心仪的地方。高
高的木柜台里站着一位阿姨和一位好看的
大姐姐，大姐姐穿一件白底红花的上衣，
爱笑，露出一排糯米般的牙齿。白皙的脸
颊上有一对酒窝，春意荡漾。一双大眼睛
水汪汪的，泊着一对黑葡萄。两条乌黑乌
黑的大辫子，直垂在腰际，麻花辫子的发
梢上扎一对粉色蝴蝶，腰身细细的，她每
一次转身的样子极好看。村子里打麦场上
放电影，我觉得电影里那首歌就是唱给她
的：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
眼眼照哥哥——我以为她就是那个毛眼眼
的姐姐。

奶奶说，称一斤酥饼，一斤点心，我
就听得心花怒放。酥饼被大姐姐用夹子整
齐摆放在棕色的粗纸上，再称上一斤白皮
的点心，点心上缀着小红点，如同白胖胖
的小娃儿额上贴的小红点，无限喜气。酥
饼圆圆的，点缀几颗黑色的芝麻，像一张
长着雀斑的小脸，可爱、可亲。咬一口香
甜酥脆，唇齿留香。她铺好两张棕色的粗
纸，粗纸上隐隐有麦秆，粗糙，原始，朴
素。一层层的酥饼堆放成四方的宝塔形，
然后在粗纸外包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纸，大
红底子上写着黑色的福字，透着俗世生活
的喜庆和美好。姐姐头顶挂着一卷的草

绳，草绳就在她白蝴蝶般的手指中飞快地
缠绕着，灵巧而神奇，在我眼里，她像是
个魔术师，一瞬间就包好了点心。我的头
刚高过柜台，手扒着柜台，踮着脚尖看着
点心，嗅着一股淡淡的甜香，忍不住直咽
口水。

奶奶掏出雪青色的手帕，小心翼翼地
一层层打开来取钱。大姐姐收好钱，也
不数，她头顶横着一根铁丝，上面长年
挂 着 一 个 铁 夹 子 ， 她 将 钱 夹 在 铁 夹 子
上，手臂一挥，只见一道优美的弧线，

“呼啦”一下，夹子就到了阿姨的头顶，
整个过程酣畅淋漓，洒脱流畅，一气呵
成，那么美。

我拽着奶奶的衣襟，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姨奶奶家不远，就在邻村。田野里玉
米长得比人还高，像一道绿色的屏障。玉
米吐着金黄的胡须，豇豆开满淡紫色的蝴
蝶花，像一群爱说笑的小丫头，凑在一
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黄瓜爬上架
子，穿着嫩黄色花裙的花儿招惹来一群群
的蜜蜂围着她们跳舞。田埂上偶然会见到
一两个金黄的大南瓜，胖墩墩的，像隔壁

的二胖吃饱了正躺在地上睡觉呢。我跟着
奶奶的小脚，盯着她手里的两包点心，包
点心的粗纸隐隐渗出油来，越看嘴里越
馋。心里盼着快到姨奶奶家，就可以一饱
口福了。我一边走路，手一刻也闲不下
来，一会拔一朵淡粉色的打碗碗花，一会
摘一朵紫色的豌豆花，奶奶看见我摘打碗
碗花，就训我，小祖宗，快扔
掉，摘了会打掉饭碗的。

现在，在街上的西饼店里，
形态各异的点心规规矩矩地躺在
精致的盒子里，盒子上扎着粉色
的蝴蝶，像是穿着纱裙的公主。
可是，我却无限怀念包着粗纸写
着福字的点心，有一点俗，却俗
得那么美。它像一位小家碧玉，
朴素，干净，温馨，它不解风
情，不施粉黛。似贾樟柯电影里
的小街，电线杆，昏黄的灯光，
斑驳的矮墙上刷着标语，高大的
梧桐树和白杨树哗哗地唱着歌，
充满质朴与温情，我仿佛回到了
童年的小街。

一天，在一家西饼店看见一盒龙须
酥，洁白的银丝盘结在小盒子里，犹如
老 妇 人 头 上 的 发 髻 。 盒 子 上 竟 有 两 个
字：相思。买来咬上一口含在嘴里，丝
丝缕缕，长长短短都是相思。它香甜酥
软，甜得有些腻人，而且香料的味道太
重，远不及我童年吃过的点心。含着它，
就看见奶奶颤颤巍巍迈着小脚，走在田间
的小路上。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
的庄稼，虫声唧唧，花草缤纷。她手里提
着两包点心，风吹起她满头的银发，我望
着，望着，看她渐行渐远 ， 再 也 看 不
见。泪湿了眼角。

相 思
□李 娟

我也不知道，那几头牛是怎样一步步
跟我登上观音山的
山顶有暖阳、蝴蝶，一挂小瀑布
喊出草心的香，和云雾的白
寺庙举起鸟鸣，古木苍青
一处断崖边，牛跟我都按捺不住
朝山下望了望，一片空旷
恍然间碰触到风中的痛
只在返回时，才忽然看清命运的坡陡
我如何引路，后面站立的牛
还是不敢迈步
有胆大一些的就乘着晚风，撑开四蹄
从坡顶慢慢往下滑
观音山陡峭，大气里萦绕大慈悲

而我和牛一样，还需要回到地面上生活

寂 静

蜗牛爬树桃花绽放 语言显得多余
云水跳崖飞蛾扑火 思想显得多余
大河东去雁字归来 张望显得多余
天降雨水万物灵动 经声显得多余
那次想母亲，赴林泉哭三天
回来后觉得以后的成长也是多余
大水不可能拦住
时间跟土地没有年轮
念空里，让我还魂一茎甜根草吧
顶一粒黄花，任家乡的风永久收容

观音山放牛（外一首）
□郜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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