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通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废旧物资招

标工作现已全面启动。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4月12日

详询：13462411477（王）

焦作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听证会公告（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

定价格听证办法》和《河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
证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就召开焦作
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听证会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听证会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7年4月26日9时。
地点：大别山商务酒店会议室。
二、听证会参加人员
１.听证会参加人19人
消费者 10 人：梁健，王思盈，赵全华，孙

伟，赵新军，李娜娜，吕落实，侯道鑫，闫礼伟，
苏磊

经营者及相关利益方2人：史德成，王新
峰

专家学者1人：孙孝波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人：申玉琴，董世坤
部门和社会组织4人：石杜娟，姬生斌，原

爱霞，孙浩杰
２.听证会听证人5人
王鸿理，孙信义，樊勇，张建高，薛安同
三、听证方案要点
成本调查结论：焦作市设市城市污水处

理厂单位成本平均为1.133元/立方米。县城
污水处理厂单位成本平均为 0.849 元/立方
米。

方案一：焦作市、沁阳市和孟州市城区居
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 0.95 元/立方
米，非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 1.40
元/立方米；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温县4个

县城区和全市所有建制镇居民生活用水污水
处理费调整到0.85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
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1.20元/立方米。

方案二：焦作市、沁阳市和孟州市城区居
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 1.15 元/立方
米，非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 1.70
元/立方米；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温县4个
县城区和全市所有建制镇居民生活用水污水
处理费调整到1.00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
水污水处理费调整到1.45元/立方米。

在此，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热心
支持全市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的广大市民表示
衷心感谢，欢迎旁听听证会。

焦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4月7日

□
邓
少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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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二下午，王建新在焦作漫
格咖啡厅发了个朋友圈，用图片“炫耀”
她和朋友在咖啡厅的休闲时光，与此同
时，住在郑州的我在同步欣赏她的图片。
突然，我的眼睛停留在一本杂志的封面
上，它虽然被一摞书刊蒙面三分之二，但
我还是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让朋友给我翻
拍过来，此刊果然和我有缘，那是《领导
科学》杂志1988年的第一期，里面收录有
我采写的一篇人物通讯，记录的是当时沁
阳机械厂厂长马俊哲。这个杂志已经过去
29年了，而且《领导科学》属于学术理论
类杂志，与这小清新咖啡厅的风格沾不着
边。我让朋友去咨询服务员，服务员回
答，老板想营造怀旧书屋风格，所以搜集
了很多老报纸杂志。至于为什么出现一本
理论性杂志，服务员也不清楚。

一个社会场合，随意的一张照片，却
被我从一隅中发现29年前的故事，这个千
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概率被我碰到了。

这应该是奇缘了吧？但是，就是这篇文
章和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曾经牵出过许多故
事。

1983年我到《焦作日报》做记者，跑
工交城建口。1987 年是内地经济改革的

“骚动期”，改革是大势所趋，怎样改还在
探索，机械制造行业更是遇到瓶颈。

当时的焦作机械局给我一条线索，沁
阳机械厂的改革举措很前卫。我随即和该
局办公室一位干事前去调研，结果出乎我
预料，这个厂在产品正红火时突然改产，
而且新产品正好踩到市场的点子上。

我采访时热血沸腾，采访后却好像老
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下笔。

于是我二次到该厂补充采访。稿子写
好了，洋洋洒洒近5000字，标题是《直挂云
帆济沧海》，编前会已经通过做头版头条了，
我心里还有莫名的遗憾。这差哪了？在惴
惴不安中，我打电话邀请老马下班后来焦作
聊天。就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云天雾地地
聊，老马有一句话一下让我脑洞大开。他
说，在产品市场正旺时我坚持改产，上级和
职工都想不通，但我明明看到小作坊都能生
产的老产品要被市场淘汰，于是我对上级立
下“军令状”，如果因为新产品影响了企业效
益，我愿意上“北山”喝稀饭。这句话让我灵
光一现，我立马悟出了主题，改成不到3000
字的稿子，标题定为《风险决策者》。这篇通
讯在《焦作日报》刊出后，沁阳广播站连播三
天。当时正好《中国机械报》搞改革征文，我
随手寄了过去，不久，《领导科学》杂志记者
宋寅到焦作采访，我陪他再去沁阳机械厂，
他听了介绍也非常激动，于是我们俩达成共
识，文章还用我的，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一

张选为杂志封面。
1988年，关于这篇文章的喜事接踵而

来。先后获得了焦作市好新闻一等奖、中
国机械报“四季青”杯改革潮大奖赛二等
奖，河南省好新闻三等奖。中国机械报朋
友告诉我，这篇文章引起当时机械部有关
领导重视，不久，该报派出两个记者再赴
沁阳写出调查报告，全国一些机械行业纷
纷到沁机考察取经。

时隔不久，老马被提拔到该市乡镇企
业局当局长，两年后，又被任命沁阳科委
主任，又过两年，老马进入了沁阳市领导
层，任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老马不
管职务咋变，我们的友谊始终没变，春节
互致电话，他到焦作开会如果时间充裕，
也会到报社找我聊会儿天。

这种友谊还促进我们俩的工作。1995
年，老马已经当政协副主席了，有个星期
天，他打电话想让我去看乡镇企业。我们
路经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老马顺口说，
这个大楼以后就是科技大楼，现在抓紧施
工，是为迎接河南省科学技术大会在这里
召开，省科技会基本都是在郑州召开，这
次放在沁阳这个县级市，是因为沁阳的经
济发展科技成分已经达到 36%，我一听，
马上联想到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的理论，我大感兴趣，当下要求现场

采访，沁阳科委按我的要求，请来了几个
政府、企业相关单位的负责人，用数字加
例子证明这个理论的成立。我随即赶回焦
作，只用一个小时写出了 700 字的消息：

“沁阳经济发展科技含量占三成”。这个路
边拾来的新闻一路杀到河南省好新闻一等
奖位置。2000年，我在《新闻战线》杂志
发表一篇论文叫《采访中的应变》，介绍采
写这个新闻的体会，文章发表后，国内一
些专家、学者、教授在撰写文章或讲课
时，会拿出这个事情举例，有的还展开了
评论，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非常遗憾的是，老马在任上查出了不
治之症，5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我失去了
一个没有任何功利的朋友。

从业以来，我采写的新闻稿件共获各
类奖100多篇，河南省好新闻一等奖也有十
来篇，这篇通讯获奖的等级并不十分高，但
是，这篇通讯使我对新闻的理解有了新的认
识，自此近30年，我采写人物时特别注重
抓立意，抓人物个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逐步在焦作新闻界站住了脚，即便我退
二线后被聘到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凭此优势
很快有了立锥之地，从2009年底到2014年
底的5年时间，人民日报刊登的河南人物，
绝大多数都有我的参与，这段经历也为我的
新闻生涯增加了厚度。

故事里的新闻故事

去后河的前夜，我切菜切住了手指。血汩汩流出的样子，让我后来找
到了一个贴切的事物来比喻它，那就是倒流泉。它也似倒流泉水，汩汩而
出，虽然不粗大，不磅礴，却在凝固静止的大山中，给人一种流动的生命
的感觉；就像那些血液平常在我体内给养我的生命，那一刻，我看到了它
的流动，感到血液的流淌有这样强大的动力，而这动力就是生命。但这种
流动是反向的，正常情况下，它都是由内而内的，但这时它由内而外，就
是真正的倒流了。就如倒流泉从东往西流。看到这些倒流的血，是一次意
外的刀伤；而看到真正的倒流泉，则是一次有蓄谋的旅行。

三辆在城市跑惯的车，十几个在城市里待腻的人，就是这个旅行团的
阵容。当汽车驶进山谷，一支名叫《尘鼓》的曲子把一辆车变成了奔跑的
鼓。坐在车中的人以及每个人的耳朵里也有一只鼓，它们的轰鸣构成了立
体声音响的典范。当汽车驶上山巅，众人又把鼓从嘴里吐出——我们的喊
叫敲响了大山的回音。大山是一只更大的鼓，我们敲响的，只是它的边边
角角；正如我们看见的，只是它背过身时，衣服上的一个褶皱。汽车停在
农家，我们的旅行也停在农家。在大石条上坐下，在石桌旁喝茶，呼吸着
周围绿色的空气，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来说，就像是一场奢华的盛
宴。就像我在地里捡了觉得稀奇的石头，被农家主人笑为稀奇的举动。这
些石头，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天天面对的钢筋水泥，天天面
对的朝九晚五一样。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我们对这样的生活
给以惊叹：那巨大的圆形蓄水池，就像是一个村庄的圆形斗兽场、悉尼歌
剧院一样。而它真实的用途是蓄积雨水，供人饮用。这是一个村庄生命的
源泉，村庄曾经的繁衍生息，就靠它来维持。

如果说它是村庄历史的维系者，不远处的白皮松就是它的见证人了。
一千年的历史都没有让它沧桑，它依然洁白似雪，依然仙风道骨。在它生
长得枝干粗大的历史上，人们的一生，只是一根小小的枝叶。但人却会砍
伐，它旁边同样粗大的一棵已经被伐倒。人也曾忘记自己的渺小，忽略自
己的愚蠢，去砍伐历史。要么砍倒之后，说它不曾存在；要么用刀斧为历
史修剪枝干，然后说它原来就是这样。然而目睹人类愚蠢的白皮松却没有
丝毫怨恨，依然仙风道骨，兀自静立，让人们感叹什么叫作涵养，什么叫
作风度。

相较这树，这池，这山，我们是没有涵养的。仅仅一本正经地品了半
下午茶，晚饭就开始把酒作为燃料，并且凭着酒劲打麻将，唱歌，把山村
的宁静变成一个录音机，录制着人类的声音暴力。但歌曲仍然唱出了城市
人压抑的心声，只有大自然能够包容它们，并且产生回音。还有人在灯
下翻看 《美的历程》，在大自然之中，他仍然在按图索骥，也许正是城
市人执迷不悟的缩影。而我，还练了太极拳，也许只有这种柔软的力，
能和大自然较劲。睡眠在很久之后，才降临在宿了六人的小屋里。洁白
的床单，把我们的话语衬托得有些污浊，而最终睡眠又把我们变得干
净。

第二天是倒流泉之旅。临时导游“老农”就像一个仙女一样把我们带
到了仙境。这句话也许有些夸张，但除了“老农”的性别和身材，还有思
想，其他都真实客观。“老农”还把我单独带到了一个断崖上的瀑布遗
址，也许是在试探我是否敢跳下。看了之后，我明白，除了瀑布，没有人
有那个胆量。后来“江南”唱起了江南小调，让一只“驴”也哼哼唧唧，
想要跃跃欲试，一展歌喉。最终他没有唱出来，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经
过众多艰难险阻或一马平川的铺垫之后，我们终于在崎岖的山路上看到了
一座座挺拔的山峰，如同潘多拉星球的哈里路亚山，也看到了一座山峰上
的一个洞口，如同张家界的天门山。这二者是否相似，我不敢妄言；但那
些山峰与这二者都相似，我可以姑妄言之。

不久我们就到了倒流泉下，泉水从上流下，并未倒流。我后来在诗中
写道：“这名不副实/就像“老农”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农民/却是个地道
的城市仔。”但这并不妨碍“老龙”跳进潭中，似乎想让自己更名副其
实。后来我们知道，“倒流泉”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泉水从东向西流。沿着
泉水向下，几处青苔，几片草叶，让我们想要停留，却只在溪水中留下了
自己的身影。走出这个峡谷，走出大山的缝隙，一条大河横在我们面前。
河水汹涌，有几块石头正在奋力往上游，游了半天却仍然纹丝不动。而我
们走到河中，嬉戏、拍照或捡拾石头。我不由自主地走了很远，像被河水
冲了很远一样。朱老师在此洗过澡之后，和我一起捡起了
石头。河滩并不吝啬，我们却只捡了几块，然后把它们比
喻成各种形状，安慰自己的审美水平。

时间就像河水流得那样快，归途是原路返回。我们却
无法返回来时的心情——我们要从下往上倒流回去。“老
农”说上次一位女士走回之后，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而
我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却碍于面子，没有实施。但也许是
因为鸡蛋捞面条上桌，我们都忙于狼吞虎咽，而没有时间
哭。我们坐在车上返回城市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像是天
空替我们哭了一把。

终点是茶馆。大家坐在院子里，说起后河，都不屑一
顾。而现在，这篇文章打出来已经是另一年。时间匆匆，
仿佛汹涌的后河水。那个夏天像是留在了后河那个山峰
上，让我们只能回头仰望，我知道，那是一个高耸入云的
夏天。然而时间匆匆，我们无法让它像倒流泉一样，再回
到过去。

在后河
□张艳庭

去往净影寺的途中，车在盘山路上七转八
拐，巍峨的山势在向后退，山体的崖壁上，偶有
一株山桃花凌空开着，给这尚显孤寂、落寞的大
山带来一丝生机。途中，还不时见到穿着运动
装，骑着山地车的人，向前骑行，很有些“不到
长城非好汉”的味道。由这样的走势，便预示着
净影寺的不凡。就这样，车绕过了一个山包又一
个山包，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但总体上是由山
上往山下去的。可不是嘛，净影寺是坐落在一处
山涧的开阔地带。站在寺前一处崖台，一揽寺
庙，居高临下，又隔着一段距离，这就给游者一
种角度，一种既俯瞰又远观的角度。净影寺被山
簇拥，金碧辉煌。早春时节，净影寺像盛开在山
涧中的一朵莲花，是那样耀眼，那样夺目，在中
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与周围那蕴含着无限生
机，色调黯然的群山，以反差之美。它不是绿树
掩映和衬托之下的寺，给人一种裸露之美，赤净
之美。这便是禅定之处，一处安妥灵魂之所。也
是一处世外桃源。这对于身居闹市的人们，是一
处心灵放飞之地。在城市，做事是儒身，无事是
道体。相对净影寺而言，身处城市是儒身，来到
这里是禅体。

下车后，走到一棵千年白皮松前，驻足观
看，只见高大的身躯奋力向上，主体一枝身老枯
死，新生的一枝向上劲长，真的是前赴后继，生
生不息。漫步走至玩猴处，是引人发笑的地方。
人有两人，一老一少，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
人前台演，一人后台忙。猴有两只，一大一小，
一肥一瘦。从中体现着一主一仆，一主一从。玩
猴人的一招一式，都引逗着观者的嬉笑。玩者让
其向观众鞠躬，它却倒立行走，屁股朝天。玩者
与其握手，它却递过一只脚。总之，以让观者乐
而开怀为能事。站在旁边的作家暗香，生出对动
物的怜悯之情，说不能看这种表演，太残酷啦！

离开这里，往寺院走去，只见东边山上的一群猴
子，有五、六只的样子，灵动自如地由山上向山
下走来，直到山跟，却不下山，作壁上观，也许
见游客手里没有可获之物。比之前者，人为豢
养，这里的猴子却显得自由而轻快，从而彰显着
自然的美好。引我们的导游，由远及近，由周边
向中心而去。先看植物，后看动物，再看远处的
净影寺，而后才往中心地走，这是一种多么巧妙
的布置和安排啊！

当我们来到寺的大门处，门楣上赫然醒目地
写着“净影寺”三个大字。东西门框挂着一副对
联。净影寺的净字不是两点水而是三点水，取其
三面环水之意。净影寺的寺字没有出头，寓意深
藏不露。进到寺院，几进院落，前面的几进，只
作虔敬的礼佛，走进后面的一座大殿，导游说，
这座佛殿一般是不向外开放的。这座佛殿内的佛
像是由玉石雕刻而成，四周的墙壁上也是由玉石
雕刻的二十四孝图，看上去十分和谐、美妙。这
是净影寺的特别之处，也是其美妙部分。但净影
寺之美，不仅如此，寺处中枢，山形拱围；寺处
山中，山寺相映；山似莲花，寺落其中。走出寺
院，往寺的东北方向走，站在崖畔，俯首下眺，
一泓碧波呈现在眼前，被人为地砌岸拘囿着，远
看一动不动，静静地蓄着，仿佛被禅定了一般，
仿佛深得佛理，被佛感化，才有此形胜。可不是
嘛，对岸的崖壁上就雕刻着大小不一的各路佛
像。怪不得水虽水，水非水，水得佛意，非同一
般之水。

净影寺就高是山，就低有水，山水之间映出
佛教之地。山有势，水有灵；山为刚，水示柔。
刚柔之中生出这世间三大教之一的净影寺。佛理
昭示，世间之事，皆有因果。一般而言，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有道是“福祸无门，唯人自招。
善恶有报，如影随形。”

早春的净影寺
□杨清喜

年一周，念肥人瘦。哀莺语春暮，朝阳冉起，娘亲驾鹤
清明后。风咽雨泣花红落，更有欲滴杨柳。经年唯斯，更阑
几度梦醒时，空落落，十里长街痴走。

忆幕幕，那年那月，协力父筹谋，求生存、抗饥寒，衣
丁叠、树皮填肚，尝遍人间疾苦，全了举家人口。顺不骄逆
无惧，爱乡恋土，靠组织、听政府，执国家法纪信守。丁不
识，善启蒙，严爱有加，崇文尚武，教育理念彻透。学途
中、戏耍场，慈容常在，醉了少年时候。先父逝别，含悲前
行，四十年漫漫长路，孑然织锦绣。点点滴滴，尽是勤朴
睦，九十有三福寿。除夜点兵，祭灶火烧年增数，四世同
屋，子孙绕、女儿媳妇伴左右。览两广、健游京沪，博鳌水
央戏小舟。杖朝之年赏南国，笑谈抚海角，慈容天涯永驻，
花轿兴致鹿回头。老屋依旧，惟堂失令、萱径无踪，余孝献
予谁受！

重步谷幽春愁处，溪水凄婉与共，万物同垂首。祥云悠
悠风拂面，把香掬土情寄茔丘：恃怙恩德，山海无比，永垂
不朽！

（写于2017年暮春母亲仙逝一周年祭日)

怀念慈母
□庞在煜

我爷爷毕生的梦想，就是能用煤烧饭取暖。
爷爷出生在1900年，是个地道的农民，他有5个儿子、

3个女儿，每年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一直困扰着他，他总梦
想着在雪花飞舞的时节，能够让自己的儿女在温暖的火炉旁
取暖。

那一年，听到当时的焦作矿务局要招收退伍军人参加煤
矿工作的消息后，爷爷毅然决定让 1969 年退役的父亲报
名，在爷爷心中，只要自己的孩子进了煤矿，烧煤取暖就不
再是问题了。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尽管父亲到煤矿工作了，
每天与煤打交道，但如果想让老家用上煤，仍是非常困难：
老家距焦作煤矿有100公里，把煤运到老家，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

为了让家里人度过寒冬，村里很多像爷爷一样的家长，
拉着平车到父亲所在的焦作煤矿拉煤，父亲总会热情地接待
这些拉煤的老乡。100 公里的路程，在那时是用脚步丈量
的，拉满满的一车煤，大概1吨，坎坷不平的长路，至少要
走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回到老家，脚上、手上都会磨出好多
血泡。拉到老家的煤就像金子一样珍贵，总会放到快过年的
时候才舍得烧上一段时间。

1982年9月，爷爷去世了，用煤取暖、做饭的愿望仍没
有真正实现，在煤矿工作的父亲一直为此遗憾。

1987 年前后，得益于煤矿工人家属“农转非”政策，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到了矿上。当时哥哥和我已经
大了，哥哥高中没有毕业，于1991年当了一名矿工，我继
续上学后到电厂参加了工作。

没有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知道矿工的艰辛，尤
其小时在农村，总会为有一个矿工父亲而自豪。但真正和父
亲在一起生活后，才体会到了煤矿工人的劳累。父亲下班回
家后，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睡觉，那响亮的鼾声证明了他工
作的劳累。

父亲是1995年退休的，那个时候城乡居民已经生活得
很富裕了，农村冬天取暖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甚至有的家庭
用上了煤气，有的家庭用上了空调。当时他对哥哥说：我退
休了，你爷爷的愿望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了，你一定要
好好工作，争取多出煤，出优质煤，继续支援国家建设。

在煤矿工作的哥哥告诉我，尽管到了20世纪90年代，
我们的煤矿还是很落后，采煤、掘进都是靠“放炮”，没有
采煤机和掘进机，都是矿工用铁锨一点一点地将煤炭装上矿
车后运出去的。从哥哥的言谈中，我能想象到父辈们当年在
数百米井下是如何工作的，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他们，他们
依然笑对人生。

2009年，我调入隶属于河南煤化集团的基层煤矿从事
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河南煤化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我
工作之地是一个现代化矿井，每年的产能接近600万吨，在
河南基本算是最大的矿井了。我每次到井下采访的时候，总
会被采煤机割下乌金的壮观画面感动，满载煤炭的运输带就
像一条长龙一样，给人以无限遐想。掘进机也取代了传统的
炮采工艺，综掘机快速、高效地掘进，井下大巷道就像地铁
一样。

在矿区工业广场，虽然是煤矿但看不到一点煤，整个矿
区像花园一样漂亮，矿工全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下班的员
工都发了西服，如果不是亲自看见，很难把这些员工和煤矿
工人画上等号。

哥哥家的孩子要考大学了，全家人商量选择填报志愿问
题，哥哥说，两代人已经在煤矿工作了，想让孩子换换环
境，选择其他专业吧。父亲开口了，想让孙子上煤矿大学，
他的理由是现在的煤矿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但安全上有保
证，而且需要更多有学问的年轻人。他对我们说，是煤矿养
育了我们，要我们学会感恩，所以，一定要让孙子上煤矿大
学。

最终，大家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哥哥家的孩子考到中国
矿业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

梦想着基本的生活需要，爷爷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父亲
在煤矿工作了一辈子，但那是一个机械化相对滞后的开采时
代，采掘机械化始终是他们那代人的一个梦想。我和哥哥生
活在煤炭开采的一个幸运时代，虽然见证了煤炭行业的高产
高效，但仍像父亲一样，把更高水平的采掘机械化当作梦
想。即将大学毕业的侄子，肩上担负着几代人的梦想，很多
梦想将在他们这代“90后”手中去实现。

一家四代人，不了煤矿情！

四代人的煤矿情缘
□刘宗海

春光明媚（水彩画） 张恒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