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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詹长松）我市北山
生态环境治理以来，中站区严格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紧紧
围绕打造“生态靓丽、功能完善、宜居
宜游的焦作北部后花园”这一中心思
想，持续推进矿山恢复治理与生态绿化
工程，积极探索山区绿色发展新模式。

实行精准修复，巩固整治成果。
该区在深入开展北山环境整治的同时，
组织国土、规划、农林等相关单位，
按照“宜绿则绿、宜园则园”的原则，
逐个整治点调研论证，按照“一表一
册一图”模式，先后投入资金500余万
元，对30个治理点因地施策、精准治

理、分类恢复，累计栽植苗木10万余
株，提前超额完成了修复治理任务。

推动绿色转型，建设山体公园。
该区把北部山区浅山区废弃矿山区域
作为山区绿色转型的重点区域，统筹
推动山区保护、开发、利用，先后争取
国家废弃矿山修复专项资金，实施了
武钢粘土矿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
程（龙翔矿山公园）、焦青旅游公路（红
砂岭段） 治理工程、东张庄村、周窑
村山水林田湖草矿山修复工程等项目，
初步形成山城一体绿色发展大格局。

除此之外，该区还加强宣传教
育，完善长效机制。每年3月10日组

织开展《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宣传日活动，发放宣传手册、彩
页，刷写固定宣传标语；建立了区、
街道、村三级生态环境网格化管理体
系，确保山区有人看、有人管、有人
护；按照一二三级保护区范围，设立
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界碑36块，公开了
举报电话，依法受理处置破坏山体投
诉案件，严厉打击无证开采、违法偷
采等行为。

中站区:把北山打造成焦作后花园 招 租
位于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楼上办公用房对

外招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齐

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位于山阳路报社家属院门面房两间，面积

150平方米。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0391）8797661

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消费者朋友们你们好!
湖北怡善康食品有限公司，住所: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襄阳东莞

工 业 城 第 G3 幢 ，法 人 ：李 维 阳 ，联 系 电 话:18972051766，邮 箱 ：
404419799＠qq.com，经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鹤壁市食品药品检测中心抽样检测，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菌落总
数项目不符合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要求，检验
结论为不合格，我公司现在立即召回如下产品并按规定处理：

1.产品名称:咱家有料香馍片（孜然味），批次 20190329，规格
228g/盒，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

2.产品名称:咱家有料香馍片（麻辣味），批次 20190329，规格
228g/盒，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

3.该批次产品应当召回:孜然味5件（每件20盒）22.8公斤。麻辣味
5 件（每件 20 盒）22.8 公斤。共计 45.6 公斤。从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年12月15日，请购买该批次产品消费者凭单据到襄阳市襄州区
伙牌镇襄阳东莞工业城第G3幢办理退货手续。

4.公司承担全部物流费用以及每包15元赔偿。
湖北怡善康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食品召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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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一天中午，我正在午睡，突
然听到窗外奶奶的喊声：“小体，
快起来，骑车带我到内都村一
趟，你老婆婆病了。”我赶忙答应
一声，一轱辘就爬了起来。

——当我真正醒来时，才知
道是刚刚做了一个梦！“小体”是
我的乳名，“内都村”是奶奶的娘
家，“老婆婆”是我们这一带对曾
外祖母的称呼。因为这个梦，一
下子把我带回到了40多年前的老
家和童年……

内都村位于博爱县的最南
端，与我们村西南地接壤。有18
个生产队，在我们边坊庄是最大
的村子，与温县的徐堡、亢村隔
沁河而相望。因河相隔，南岸的
温县人称北边的内都及沿岸一带
为“河北人”，这边的人则称温县
人为“河南人”。

两县交界，沁河水道成为两
岸人员及物资往来的“天堑”。勤
劳的乡民就在内都村南修筑了一
条通向沁河的引路，并与对岸一
道修建了一座木桩棚架的简易大
桥，可以承载架子车及小型机动
车通过。宽达数十米的主河道的
岸边，那时还停泊有三、五艘大
小不一的木船，供丰水期时摆渡
之用。内都村的供销社足有五间
房子大，后院里还有几间货物仓
库。自记事起，每次去曾外祖父
家，必定要偷空跑进里面，站在

那排用木框制作的玻璃柜台前，
反复端详自己喜爱的文具、日用
品、糖果等，久久不愿离去。

内都村每年有三次规模较大
的庙会，有卖肉丸、花米糕、芝
麻糖、小车牛肉、布匹、鞋帽、
老鼠药、农具、牲口的；有理发
的、拔牙的、起痣的、掌鞋的、
钉马掌的……儿时的我最喜欢穿
梭于庙会的各个街巷，欣赏着自
己喜爱的陀螺、玩具手枪、拨浪
鼓、万花筒等玩具，垂涎着肉丸
摊、凉粉摊上热气腾腾的美食，
久久不愿离开。

夏天，我与曾外祖父家门口
的一些伙伴们，偷偷跑到沁河里
去游泳、捉鱼。在滩地的小水塘
里，我们躲着大人，约了几个相
好的伙伴，悄悄地将收获的小鱼
小虾等“战利品”带到小伙伴家
中，用棉籽油放在铛里，煎熟之
后分而食之，那种腥香之味，竟
铭刻为永久的味蕾记忆。秋日
里，在沁河滩一望无际的庄稼地
里，我与小伙伴们追逐着正在耕
地的东方红拖拉机，围猎着被吓
跑的野兔、鸡鸭等动物，寻觅着
我们欢乐无尽的童趣。

曾外祖父家的院子就坐落在
供销社南侧 300 米的大路拐弯
处。后院是一处树木葱茏、遮天
蔽日的“百草园”，有两、三个篮
球场大小。园里密密麻麻地生长

着榆树、楝树、枣树、椿树、槐
树和芦苇，里面还有废弃的水
井、沟渠。每到夏秋之时，这里
树木茂盛、草长莺飞，我与小伙
伴们时常在林间树下穿行，时而
寻找野果和昆虫，时而攀墙爬
树、玩捉迷藏游戏，其乐融融，
安享时光。

自我记事起，舅祖父、舅祖
母就在洛阳安家，内都村的家里
只有年过七旬的曾外祖父、曾外
祖母二人生活于此。

曾外祖父中等身材，敦厚壮
实，一张四方红润的面庞上时常
洋溢着淳朴的笑容。对门口年龄
比我大的孩子们，一向嗓门洪亮的
曾外祖父反复叮咛他们要善待我
这个“外来者”，唯恐这个瘦弱纤细
的重外孙受气。

曾外祖母身体敏捷，虽年事已
高，但肤色细腻、思路及言语清
晰。我每次陪奶奶去看望她时，她
总是用那精细的手工面，炒一盘香
喷喷的鸡蛋来热情招待我们。

由于舅祖父远居数百里外的
洛阳，所以对家中父母无暇照顾，
除了经济上资助外，家务活儿大体
都落到奶奶及我们一家人身上。
为了方便我们照理老人，舅祖父于
1976年花60元钱为我父亲购得一
辆二手自行车，主要用于服务曾外
祖父、曾外祖母的日常所需。

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起先

是“掏窟窿”，之后是“坐大梁”，时
常奔波于那条崎岖的乡间小道。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是却乐此不
疲，因为可以骑上自行车在同伴面
前“风光风光”，所以，我最乐意听
到的吩咐就是奶奶喊我：“小体，骑
车去给内都送东西吧。”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曾外祖
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多年血压
高的曾外祖父已年近八十，日渐虚
弱；曾外祖母也动辄卧床不起，不
能自理。奶奶不等不靠，勇于担
当，义不容辞地食宿娘家，扛起照
理父母的孝敬之责。习惯奉献操
劳的奶奶包揽了老人衣、食、住、医
的全部家务，对于一个身材矮小、
裹着小脚的老人，着实不易。

1982年的冬天，曾外祖母、曾
外祖父先后与世长辞，他俩的祭日
相隔不足百日。

虽然曾外祖父母离开了我们，
但我们家与舅祖父家的亲情仍绵
绵流长。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晚年的
曾外祖父有一次因病需要手术，
经舅祖父安排，奶奶独自带着曾
外祖父乘火车去洛阳就诊。曾外
祖父病愈后，舅祖父专门带他们
去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参观。
当舅祖父向工作人员逐个介绍

“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姐姐”时，
奶奶心中充满无限的自豪感。

奶奶对小自己12岁的唯一一

个弟弟疼爱不尽，关心备至。生
活中，奶奶每每见到、听到舅祖
父家里有困难时，她便吩咐父
亲、母亲慷慨相助、不计代价。
俗话说：“宁舍家财万贯、不舍娘
家后代”，奶奶为了娘家，尤其做
到了“先人后己”。后来，舅祖父
的生意面临困境，家里的生活不
甚如意。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常常督促我们要定期去探望
舅祖父一家。

回首这些尘封的往事，不禁
引人感伤。在奶奶年轻时，祖父
即南下“失踪”，身在一个支离破
碎、摇摇欲坠的大家族中，她恪
守信念、坚贞不渝、迎难而上。
在最为困苦、磨难之际，她也滋
生过消极的念头，也出现过试图
摆脱的想法，但曾外祖父、曾外
祖母深明大义，力主奶奶守家尽
孝、弘扬门风。曾外祖父每当季
节繁忙时，便自带农具、耕牛全
力帮助奶奶犁地耕田、抢收抢
种、安渡难关。曾外祖母则在精
神上鼓励支撑奶奶要放眼长远，
甘于牺牲奉献，最终换得苦尽甘
来。

乳名里的故乡
□南乡木

太行龙腾奔南天，
黄河拦首折晋陕。
山水交汇豫西北，
人称风光小怀川。
依山纵横峡谷深，
临河肥沃万亩园。
山清水秀育人杰，
竹林七贤设论坛。
孔明对手司马懿，
修炼智慧在林间。
子夏韩愈李商隐，
太极乐圣古今传。
地灵物华耀史册，
考古唐代采煤炭。
山药茱萸牛膝菊，
四大怀药上医典。
世代农耕民聪慧，
四野生金人赞叹。

沧桑巨变新时代，
焦作改革开福田。
崇山峻岭做文章，
绿色主题新观念。
吸引天下旅游客，
黑色印象瞬间变。
舍弃煤井建大学，
呵护人才进摇篮。
精心打造森林城，
清新宜居无污染。
道路宽阔生态美，
文明城市现代范。
文化为本兴创新，
发展经济重实干。
科技兴农农家乐，
麦浪滚滚人心欢。
公仆尽责谋民生，
凤凰落户新怀川。

怀川行
□席保安

松，或生于沟壑，或遍布
山坡，或林立于平野，而唯有
长于山巅之松，令人敬重。

拾级而上，手及天处，观
松听海，方知松的伟岸。她
立根破岩中，那里没有蚓虫
为她松土，只有石头与山风
给她给养。啄木鸟飞不到这
里 为 她 疗 伤 ， 蝼 蚁 害 怕 山
风，也不敢为她搔痒。时而
出现的猴子和松鼠才是她的
玩 伴 ， 它 们 爬 上 她 的 脊 梁 ，
顽皮地摇晃着她。她一动也
不动，平静地眺望云绕的远
方。几个小生物的玩闹，对
她来说都是平常事。

松，任凭风雪烈阳、寒暑
极端，她依然咬定青山。狂风
吹歪了她的脊梁，她便调整枝
杆伸向那陡峭的崖壁。肆虐的
风霜雪雨也未能把她怎样，她
的身姿始终向着广阔的蓝天与
大地。至于“琼楼玉宇”“高处
不胜寒”，对她来说都是浮云而
已。

问苍穹，问大地，她靠着
与生俱来的骨气，见证千年
风云，立足悬崖破壁。她始
终不辱使命，她一直追求卓
越，千难万险，只是她生命
里微不足道的一束刺眼的亮
光。

观 松
□悟行道

湛蓝的天幕下，清澈见底
的大运河波光粼粼，宛如一条碧
绿的玉带，缠绕在古老的山阳城
腰间。使得这片充满了传说和典
故的厚土，也有了玉树临风的儒
雅风采。亦如一条身负重任、
心系黎民的游龙，蜿蜒奔赴东
北方向……

大山之阳、运河南岸，一座
矗立于拆迁废墟之上的门楼分外
醒目。门楼面南背北，为歇山顶
砖木结构；墙主体为“三七”青
砖到顶，前门脸内嵌硬木立柱，
几百多年来历经风雨、地震、战
火、人为浩劫……而今它如同一
位经历万千的睿智老人，见证了
人间沧海桑田的变迁，思而不
言、默而不语。它就是世界上仅
存的、唯一以“和圣”柳下惠命
名的祠堂——和圣祠。

和圣祠初建于明正德末年嘉
靖初年间，为纪念春秋时期四大
圣人之一“和圣”柳下惠而建的
祭祀宗祠，也是原承恩镇（包括
恩村、柳庄、张庄、常庄、墙
南、墙北、定和、苏蔺等）柳氏
族人的家庙。

柳下惠，柳氏创姓鼻祖，中
华“和”文化创始人。孟子把他
与万世师表的孔子、辅佐商汤建
立商朝的伊尹、不食周粟的伯夷
并称为四大圣人，称赞他是“圣
之和者”“百世之师”，故后世尊
称为“和圣”。柳下惠曾任鲁国
大夫，主张“以礼治邦，以信修
身”；他掌管刑狱时“执法以
平，以德治国”；他为人刚正不
阿，不畏权贵，多次遭罢免却毫
无怨言。孔子盛赞他“降志辱
身 ， 言 中 伦 ， 行 中 虑 ， 斯 已
矣。”柳下惠的事迹很多，坐怀

不乱、劝齐退兵、以和为贵、诚
信 为 本 等 ， 其 思 想 突 出 一 个

“和”字，主张家庭和睦、社会
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

旧时的和圣祠宽 24 米，进
深110米，面积2640平方米。和
圣祠门前是连接开封与西安的古
驿道，也是千年繁华古镇——原
承恩镇的中心所在。门前店面林
立、行人熙攘，门内肃穆幽静、
庄重寂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

“两重天”。
从正门古朴、简约而不失精

美的门楼进入，过了门楼走道，
即看到青砖铺地、面积达400多
平方米、用于家族祭祀活动的大
型祭祀场。祭祀场后是圆拱形青
砖圆券二门一道，门正面上部正
中，有三个砖雕拙朴苍劲的大字

“河东郡”；站于祭祀场回首而
望，门楼面北向上部花开富贵的
木雕牡丹下，望板上三个浓墨大
字映入眼帘——“和圣祠”。字
体走二王一路，雍容、遒美、厚
重而风骨赫赫，显然是出自当
时功力深厚的书法大家之手。
走进圆券门，门背后上部有四
个结体精严、刚正遒劲的楷书
柳体字——“源远流长”。走过
圆券二门，左右是两个面积 80
平方米的东西厢房，和圆券门遥
遥而对的是用于祭拜“和圣”以
及柳家先贤而设的祭祀台。拾级
而上，越过 40 多平方米的祭祀
台进入宗祠拜殿，里面供奉着唐
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著名文学家
柳宗元以及山阳柳氏先祖的灵
位。走过拜殿，就来到了和圣祠
的主建筑，高大宽敞将近120平
方米的和圣殿。

和圣殿里供奉着“和圣”柳

下惠的塑像和神位。和圣殿中魁
伟的“和圣”居中而坐，慈眉善
目间却有耿介、倔强之气；神态
安详坦然而气宇轩昂，深邃的目
光温和睿智，仿佛能穿透世人的
内心世界。隐隐间感觉，这就是
我的始祖。

和圣祠是我的家庙。小时
候，我和族中的孩子们常在祠内
玩耍，老人们在祠内教我们背祖
训家规，给我们讲柳家贤哲的故
事。祠堂不仅是祭祀圣地，也是
柳家教育子弟严守家训、传承家
风、奉公守法的教堂。那时候我
常听老人们讲，谁家的孩子做了
有辱家门、败坏家风的事情，都
会被带到祠堂里实行“家法”，
最后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

和圣祠也是承恩柳家子弟内
心深处魂牵梦绕的家，在祠堂内
背祖训家规是每个柳家子弟的基
本功课。现在看来，柳家祖训家
规依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教
育性。柳氏祖训：“柳氏族人要牢
记，以和为贵尊祖训；忠国爱民
泽乡邻，孝老尊长感师恩；诚实
守信德行规，世代衍传柳家人。”

这样的祖训、家风，从柳家
门里走出的大多是刚正、大义、
有担当的热血男儿。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日寇入侵我国烧杀抢
掠、屠城灭族，其兽行令人发
指。国难当头之际，我柳家子弟
遵祖训挺身而出，用鲜血与生命
护卫家国！柳恭圣、柳恭尧、柳
恭汤等 26 名热血青年，先后奔
赴抗日战场。

据祖父的日记记载，这些不
做亡国奴、以身赴险、用血明志
的柳家子弟，抗日战争结束后仅
有8人生还。我祖父与一奶同胞

弟兄三人共赴国难，上前线与日
寇以命相搏、浴血拼杀，大爷二
爷血染沙场，马革裹尸，只有祖
父一人回家……和圣祠是实实在
在的、没有挂牌匾的忠烈祠啊。

族中每有人考取了大学或到
外地做官，他们必定来到祠堂里
背祖训家规，也要听取族中长
者，诸如到任后要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要勤政廉洁，要努力勤奋
的学习，要诚信厚道做人，不能
辱没了先人、不能给柳家丢脸等
训诫。族中每有人去外地安身落
户，也会到祠堂中跪拜。长者会
拉着手告诉离家子弟“出门在外
不能忘了祖训，要与人为善、和
衷共济，要遵守当地的风俗人
情，要吃得下苦受得了累。”长
者还会送一本族谱，让远在他乡
的子弟记得祖籍是哪里，根在何
处……

近些年，常有北京、山东、

山西、广东、湖北等地的柳氏宗
亲，来和圣祠祭拜。他们看着沧
桑而不失精美，简约而不失大气
的门楼；品鉴有着数百年历史，
却依然书风厚重的“和圣祠”望
板，久久不忍移目。纵观和圣祠
的建筑风格以及望板、圆券、拜
殿、和圣殿的书风，无不体现一
个字“和”。无不体现出“和
圣”柳下惠的“和”之精髓，那
就是“和中有介、精忠报国、仁
爱忠勇、大道至简。”

令人魂牵梦绕、爱不尽舍的
和圣祠啊。你不独是承恩柳氏之
家庙，你是山阳、焦作之和圣
祠，更是天下之和圣祠。你不独
是天下柳氏子弟的精神家园，亦
是天下人对和谐、和平、仁爱、
诚信等美好事物向往的精神寓
所。你静静立于天地间，不争不
辩、不卑不亢，如沧海明月，似
长空暖日……

沧海明月和圣祠
□柳东升

娘亲，亲娘
我是一只夜莺，在黄昏时分悄悄哭泣
您已无力再念叨儿女的辛劳
但听到您微弱的呼吸
我祈祷，娘在，家在
我是一只夜莺，在夜半时分从梦中惊醒
您已无力再睁开双眼抚慰我
但看到您静静地躺在身边
我祈祷，娘在，家在
我是一只夜莺，在黎明时分拍打着翅膀飞起
您已无法再辨别昼夜交替
但看到您慈祥消瘦的面庞
我祈祷，娘在，家在
我是一只夜莺
用动听的歌喉为您颂唱
您给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现如今
我害怕失去您
害怕失去家
谁再呼唤我的乳名
谁还在老屋树下望我回家

娘亲，亲娘
我多想扶您站起来
拉着您温暖的手，一起走在阳光里
娘亲，亲娘
我多想扶您站起来
拉着您温暖的手
想再听听您的唠叨，再听听您的笑
想让您再拍拍我身上的灰尘，再夸夸我的俏
娘亲，亲娘
我多想扶您站起来
拉着您温暖的手
一起走在阳光里

娘 亲
□许冬梅

和圣祠门楼。 （照片由山阳区文体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