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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环泽

滕州市有个镇叫官桥，在中国历史上
赫赫有名：7300年的北辛文化诞生于此；
夏朝车正、造车鼻祖奚仲封地建薛国，历
经2000多年；招贤纳士的“战国四君子”孟
尝君封于此；勇于自荐的毛遂生于斯；隋
末唐初置建“官桥驿”。

3月19日，记者在官桥镇文化站简陋
的办公室里见到了62岁的孙井泉，他正埋
首故纸堆里，带领人编撰《官桥镇志》。孙
井泉是该书主编，作为滕州研究古薛文明
第一人，他主要撰写古代薛国章节，这是
该书最吃重的部分。

《官桥镇志》大约70万字，今年年底就
要完工。孙井泉每天6点多从枣庄新城家
里乘公交车1个多小时赶到镇里，下午5点
多再乘车返回。每天路上耗时3个半小时，
车费14元。

人们不解，已经从文化站站长退下来
10年了，缘何还这么拼？

孙井泉当过村团支部书记、大队长。
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滕州
市张汪镇文化站站长，开始接触古薛文
化。

国家重点文保单位薛国故城位于官
桥镇和张汪镇之间。1988年，孙井泉调到
官桥镇，仍然是文化站长。这一干就是20
个年头，深厚的古薛文化吸引了他，成就
了他。

官桥镇60平方公里土地上有70多处
文物保护点，汉代遗址、汉墓群50处，国家
文保单位2处，省级12处，市级23处。

官桥既是文化名镇，也是文物大镇。
一踏上官桥的土地，孙井泉感到有了用武
之地。“古薛丰厚的文化积淀深深吸引着
我，震撼着我，我的一半精力用在了文物

保护上。”他对记者说。
“文化站站长要有文化，真正干一行，

爱一行，懂一行，钻一行，成为内行。”孙井
泉开始啃那些佶屈聱牙的古籍，从字里行
间搜寻古薛的印痕。

对古薛一带的历史，他了如指掌；谈
起官桥出土的文物，他如数家珍；随便从
地上捡起一个陶片，他能鉴定出是哪个年
代。无论是哪级领导和外地参观团来视察
和旅游观光，都是他当向导、做解说员。他
走到哪里，就把文物保护宣传到哪里。为
此，他办文物讲座，印发宣传材料，写宣传
墙标。无论冬夏，他骑着自行车到各个遗
址巡回检查。

官桥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让他
备感自豪。作为一名地方文化的守护者，
他感到责任重。省古薛考古队两年的勘探
发掘中，他都参与过；前掌大遗址近20次
考古发掘，他都配合过。

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不得，要抢时
间干。镇里没有资金，上级没有拨款，在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他主动作为。
他和镇中心中学原副校长任世淦老师一
道奔走呼号，发动社会各界筹资30多万
元，重修了毛遂墓，并专程去天津，请
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题写了“毛遂之
墓”碑文，设计建造了“脱颖而出”冒
尖碑；继而，重修了孟尝君陵园，建立
起五间“礼贤馆”；接着，又建立起北
辛遗址纪念馆双檐碑亭；后来，又相继
建成丰山烈士陵园的10多处烈士碑群，
其中“中华魂”主碑高6米，碑铭由著名
作家魏巍题写，现在的丰山烈士陵园成了
全镇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
先后修复了“孟尝君养士处”“古驿歇马
亭”“敬德勒马看古槐”“大康留唐槐”“元
代礼部尚书任居敬祖茔”等碑刻。每一

处景点，都是他亲自规划；每一块碑
石，都是他亲自设计。

“文化站是个清贫的单位，文化站
站长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乐
于奉献才能做好。”这是孙井泉当了25
年文化站站长的心得。

官桥就是个大博物馆，地下到处有宝
贝。孙井泉当文化站站长期间，经他的手
从民间收集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共200
多件，全部上交了国家。不仅如此，至今孙
井泉手里还有一万多元没有报销的发票。
这是当初修建北辛遗址碑亭和丰山“中华
魂”碑时超支的钱，他把省下的私房钱和
稿费填了这笔亏空。“并不是想找谁报，权
当作个纪念吧。”他轻描淡写地说。

从一名初中生成长为为副研究馆员，
孙井泉并没有感觉文化站多么清苦，相反
他觉得古薛厚重的土壤滋养了他，成就
了他，与古薛文化作伴，他感觉充实并
快乐。几年下来，孙井泉出版了很多专
著：《走进官桥看历史文化》《滕州民
俗》《枣庄民俗》等。

2007年从文化站内退后，孙井泉并没
有赋闲回家养老，而是继续为保护、传承
古薛文化奔波，向上级呼吁重视古薛文化
遗址的保护、古薛文化的弘扬。

孙井泉正在跟朋友策划搞一个考察
活动，沿着孕育古薛文明的母亲河薛
河，从源头一直到尽头，河两岸1 0公
里，每个村的人文历史、古遗址、古
国、古城、墓葬、庙宇以及语言、风土
人情等都要详尽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和
影像资料供后人参考。

惟薛有序，于斯千年。“前半生给了古
薛文明，有生之年还想为它活，这个情结
至死都不会消失。”孙井泉又伏案写起了
镇志。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她是个水一样柔和的人，知性温婉，说话
轻声细语。她更像是向水而生的人。自十八岁
开始从事水利工作，33年来，她每年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在水利工程的现场度过。面对多次岗
位调整的机会，她初心不改坚守水利，看过水
库、修过大坝、搞过规划，从未离开水利一线，
直至重病缠身，癌症复发。她就是日照市岚山
区水利局农水站站长、岚山区水利战线上唯一
一名一线女职工宋玉娟。

农村水利工作像针线笸箩一样，点多、
量大、面广，而由于建区时间短，岚山区水利
事业底子薄、专业人才少，担任农水站站长
意味着得承担起全区的农水工作。这是一副
只有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子。2 0 0 6年
起，这样一副担子就压在了宋玉娟肩头。

自18岁时从事了水利工作，宋玉娟先后
在巨峰水库管理所、马陵水库管理所、虎山
镇水利站、岚山区水利局水土保持办公室工
作，直到担任岚山区水利局农水站站长。30
多年的基层锻炼，让她成长为岚山水利事业
一名不可或缺的专业人才。

“要干就干出个名堂，要做就做到最
好”。宋玉娟的父亲是名老教师，一直用这样
的信条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而这样的家教，
已然浸入宋玉娟的骨血。

平日温婉淡然的她，到了工地上坚毅果
断地像换了一个人。工程建设只要不按要求
施工被她发现了，没有回旋余地，必须返工。

“我这个人脾气是不是不太好啊，一上工地
就嗷嚎。”私下里，她不好意思地问自己地搭
档。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她还是会很

“凶”地要求返工重来。她说：“水利工程，百
年大计，得对得起良心呀。”

一旦进入工作角色，她不仅铁面无情，
还像一台“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把什么都
抛在了脑后。下午的现场会，局长早上六点
起床给她打电话叮嘱她去看现场，她五点就
已经到了工地；同事早晨提前上班发现她在
伏案工作，惊诧她到得如此之早，其实她一
夜未休在赶规划。

会计郑丽丽记得，2012年小农水重点县
验收前一晚，为了整理材料，宋玉娟彻夜未回
在单位熬了个通宵。第二天检查验收，正是她
搬家的日子。郑丽丽为她着急，她却轻描淡写

地说，已经找了个钟点工帮忙打包搬家。
2011年，积劳成疾的她被查出乳腺癌，

不得不做了手术。术后，家人让她办内退，同
事私下也劝她，“你生了这么一场大病，跟领
导要求去二线，或者每天早退一会儿，把身
体养好，也照顾照顾上高中的孩子，领导也
会理解你，同事也会体谅你……”

可她全当耳边风。“制度就是用来约束
人的，我怎么能开这个头？”术后不久，她就
主动要求上班，工地照去，夜班照加，没事人
一样。“我常纳罕，常年野地工作，她还生着
那么重的病，怎么吃得了那些男人都吃不了
的苦，还甘之若饴？”郑丽丽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它的韧性却能够穿透
坚硬的石头。自出任农水站站长以来，凭着
这份韧性和热爱，宋玉娟在水利规划、组织
实施和运行管理等方面都有建树，实施过的
村村通自来水、水库除险加固、小农水重点
县等项目，没有一个不通过，没有一个不是
以优秀达标，有的在全省推广。

宋玉娟今年已经50周岁了，在同事眼
中，却依然是内心如水般澄明洁净的人。

去年春节节后上班，宋玉娟日日守在工

地，那时已觉身体不适。但直拖到当年7月
份，直到工作告一段落，她才在家人的提醒
下去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

在去外地医院复查的前一天，腰疼得已
经开不了车的宋玉娟，在外甥女的陪同下到
单位请假。“当时局长去乡镇检查，不知道什
么时候回来，她就一直在办公室等着。我说
你身体都这样了，直接打个电话就行了，何
必那么认真，非得当面请假？”与宋玉娟一个
办公室的岚山区水利局副局长崔驰说。

复查结果出来，癌细胞已经扩散至身体
多处。同事们惦记她，打电话过去宽慰，她却
说起工作没完。

宋玉娟是一个母亲，一个单亲家庭孩子
的母亲。早在2001年，丈夫因病去世，儿子只
有五岁。“孩子没有了爸爸，不是更需要妈妈
吗？可这些年她一心扑在工作上，重心就不
在孩子身上。”宋玉娟的女同事们不能理解
她。“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中午放学就在她办
公室的躺椅上午休，要是她下了比较远的乡
镇，孩子中午就没饭吃。”由于经常顾不上孩
子，最后，她只好让父母将孩子接到身边。这
一接，就到了孩子上高中。

对古薛一带的历史他了如指掌；从民间收集的200多件文物全部上交国家———

孙井泉：古薛文化传承等不得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赵磊 姜潘峰

她尽管多种疾病缠身，却忍着病痛，先后
照顾着奶奶、公婆、母亲和三叔5位老人，尤其
是三叔姚树良，她天天端茶送饭、洗衣换被，直
到老人去年离世。当面对村民们的夸奖时，她
总是笑着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这句简单的话，就是鱼台县清河镇田庄
村村民、66岁的马金娥的生活写照。

1975年，马金娥嫁给了丈夫姚辉旭，家
里很穷，住着3间“土里围”。马金娥夫妇住西
间，奶奶和三叔姚树良住东间。姚树良18岁
时因病瘫痪在床，马金娥嫁到姚家后，照顾
三叔的重担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三叔姚树良下肢瘫痪，长年卧床不起，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照顾起来自然困难重
重，但马金娥却从不抱怨，悉心照顾。为了防
止三叔得褥疮，马金娥给他特制了上下两层
的床，下铺用来休息，上面铺上厚厚的垫子，
冬天再铺上5层褥子，上铺则拴上一根粗绳
子，让三叔定时拉紧绳子锻炼身体。在马金
娥的精心照顾下，三叔从未得过褥疮。

为了三叔姚树良的健康，马金娥每天精
心调配膳食，一天三顿不重样。三叔不喜欢
坐轮椅，很少出家门，马金娥夫妇除了经常

陪他聊天外，还常常找村里的老人来家里陪
他。农忙时节，因为不放心三叔一个人在家，
马金娥给三叔买了个老年手机，方便联系。

2 0 0 5年，马金娥得了类风湿性关节
炎，经常腿疼，重的时候在床上躺了3个
月。但她仍然忍着痛做家务，照顾老人。

“三叔什么财产也没有，别人不明白俺是
为了啥，有人还说俺傻。”马金娥说，
“因为三叔是俺家的亲人。”

马金娥除精心伺候长年卧病在床的三
叔外，奶奶、公婆、母亲也需要她去照
顾。她每天早晨五点左右起床，然后就给

老人端屎倒尿，收拾卫生，之后烧开水，
做早饭，再伺候老人吃饭，每天晚上十一
点前没休息过。四十多年来，她甚至没有
睡过一个囫囵觉。

如今，马金娥的奶奶、公公和三叔姚
树良都已去世，婆婆已99岁，母亲96岁，
都需要人照顾。在一个不大的农家小院，
婆婆住西屋，母亲住东屋，自己和丈夫住
配房，邻居们经常看到，马金娥蹒跚着洗
衣、做饭、陪老人聊天。

时至今日，姚辉旭回忆起妻子马金娥
伺候老人的情景时，仍然激动不已：“那
时家里有三间房，三张床，住了5个老人。
很挤，走路都人碰人，有时连站脚的地方
都没有。串门的邻居说，你家简直开敬老
院了。”马金娥还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
“敬老院长”。

马金娥总是记着老人们的生活习惯，
比如婆婆不吃面条、不喝稀粥，三叔不吃
剩饭、不喝隔夜的开水……精心照顾老
人、做好每个细节。马金娥将大半辈子的
精力都用在了照顾老人上，因为牵挂着老
人，她很少出远门。女儿嫁到了济宁，马
金娥只去过两次，但是她无怨无悔，“孩
子们想俺了，可以来家里。俺最清楚老人
们想啥、喜欢啥，不放心别人照看。”

42年如一日伺候5位老人无怨无悔，马金娥———

家里就像开了个敬老院

初心不改，癌症复发仍心系水利———

宋玉娟：向水而生

寻找齐鲁新乡贤（19）

□张宇鸿 李月 焦长峰 报道
本报禹城讯 “春英，你的衣服都旧了，我今天赶集给你

买了件新的，试试合不合身？”3月10日，在禹城市李屯乡朱
庄村的一座小院里，69岁的刘桂英正在帮瘫痪在床的儿媳侯春
英试衣服。侯春英的眼睛红红的，半天说出一句：“谢谢
妈。”“谢啥，跟娘还提谢。”刘桂英笑着说。

眼前的场景分外温馨，但对刘桂英来说再平常不过，她已
经照顾儿媳5年了。

38岁的侯春英是李屯乡后庙村人。2002年经人介绍，嫁给
了刘桂英的儿子，婚后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自打侯春英进了
门，刘桂英就把她当成了亲闺女。一家人相处和睦，日子虽说
不富裕，但也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3月的一天，侯春英做家务
时突然晕倒。刘桂英发现后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诊断，侯春
英患上了脊髓炎，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半年后生活便无法自
理。

为了给儿媳治病，一家人花光了全部积蓄，还欠下外债，
儿子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一对年幼的孙子还要人照看。“儿
媳得了这样的病，我不能不管。有我在，这个家就垮不了。”
刘桂英说。

由于瘫痪在床，侯春英吃饭穿衣，大小便都要别人帮助，
刘桂英毫不介意，细心照料。虽然自己身体也不好，但她仍每
天里里外外忙碌，照顾完儿媳，就抓紧时间做家务，洗衣、做
饭、照看孙子，一天下来，几乎没有一刻闲着。儿媳瘫痪在床
的5年里，她没睡过一个好觉，有时候洗着衣服就打瞌睡。

看着婆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侯春英潸然泪下：“别人家
都是儿媳照顾婆婆，可我年纪轻轻就瘫在了床上，做不了任何
事情。多亏遇到了一位好婆婆。”“桂英5年如一日，毫无怨
言地照顾儿媳，特别让人感动。”邻居朱德增夸赞道。

“刘桂英照顾儿媳的感人事迹在乡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她
待儿媳如同自己的亲闺女，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李屯
乡乡长李晓表示。面对大家的称赞，刘桂英总是摆摆手：“儿
媳妇也是家人，照顾她是应当的，一家人好好的，我就满足
了。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孙红梅

3月18日，位于碣石山脚下的无棣县碣石山镇敬老院迎来
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就是被老人们亲切称为“贴心闺女”
的仝秀环。这次，仝秀环又跟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带来了他们
喜欢吃的糕点、糖果，还跟老人们一起拉家常，就像一家人一
样。

说起仝秀环的名字，在无棣县北部几个乡镇几乎无人不
晓。这要源于她27年尊老敬老的感人故事。

仝秀环是小泊头镇北王村一位普通农家妇女，今年已经68
岁。从1985年起，她就和丈夫王永高骑着自行车赶集串乡卖儿
童服装。一开始她是买来布料自己加工，到后来才到沧州等地
批发服装在当地销售。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仝秀环结识了车王镇敬老院的老
人们。“人人都会老，尽自己之力为老人做点什么”的想法油
然而生，从那一年起，她成了车王镇敬老院、小泊头镇敬老院
和碣石山镇敬老院的“常客”，每年的九九重阳节、春节等节
日，她都要到那儿去看望慰问老人。尽管花钱不多，但是她的
孝心给老人送去了温暖。在老人们眼里，仝秀环简直就是他们
的亲闺女。

后来仝秀环老伴去世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新添了
腿疼的毛病，无法再做生意了，一切花销全靠儿女供养。在这
样的条件下，她仍然年年去碣石山镇敬老院、小泊头镇敬老
院、车王镇敬老院看望老人，27年如一日，年年不间断。

其实，仝秀环家并不富裕，自己做生意这么多年，到现在
还住在3间破土房子里，直到去年，家里最值钱的电器还是一
台黑白电视机。2016年底，仝秀环才舍得花300元买了一台翻
新的电视机。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把尊老敬老活动坚持下
去。”这就是这位普通农家妇女的心声。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冯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3月24日，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南金水河

村80岁老党员张成新坐在土房门前，手脚略有吃力，但却认真
仔细地编扫帚。这些扫帚编完成后，全部免费送给村民们使
用。

“编一套扫碾和刷锅用的扫帚，需要一天时间。”张成新
老人说。扫帚的材料全部取自山上一种叫黄草根的植物，一年
四季都能找到。为了能从山上多找些原料，老人总是背着背篓
带着午饭出门，一去就是一天。黄草根刨出来后，要清理无用
的杂根，还要彻底晾晒以防潮防腐。

张成新老人1973年入党，至今还住在20平米的老房子里，
生活很简朴。当问到老人为何不把扫帚卖点钱补贴生活时，老
人笑着说出了缘由。“我就寻思着我是一名党员，得为老百姓
干点啥。后来看到村里的石碾上没有扫帚，村民推碾的时候还
得现去买，很不方便。正好我有这个手艺，就开始做了。”

“谁需要就给谁，本村的给，外村的也给。”张成新说。
翻看老人自制的记录本，记者仔细数算一遍，仅去年一年时
间，老人就免费赠送出了242把扫帚。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80岁老党员一年

赠送村民242把手工扫帚

年年慰问老人，自家最值钱家当是台黑白电视

无棣一农家女

27年敬老不辍

禹城好婆婆刘桂英

5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儿媳

孙井泉当过村团支部书记、大
队长。19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当上了滕州市张汪镇文化站站长，
开始接触古薛文化。

□吕光社 报
道

马金娥在照顾
老人。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