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自驾游。
欣赏了壮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后，按计划，踏上了满洲里的“红色
之路”。

满洲里为“满洲”二字的俄语
音译。“满洲”的俄语发音是“满洲
里亚”，写成汉语时，去掉了发音很
轻的尾音“亚”，变成了“满洲里”。
1901 年，这里建成火车站，站名定
为“满洲里站”，后由小站发展为城
市。满洲里市面积 732 平方公里，
人口30万，是中国较大的陆路口岸
城市。

我们住在“口岸大厦”酒店的
第十二层。透过房间的窗户，就能
望到北郊，城市不大，但很紧凑。
城市的房屋建筑，非常有俄罗斯的
风格。《俄罗斯报》曾报道，满洲里
是“最俄罗斯化”的中国城市。楼
房顶上多数是“洋葱头”装饰。晚
上更有特色，每幢楼都有装饰灯，
整个城市在灯光的照耀下，金碧辉
煌，漂亮极了。晚上，我们专门去
了套娃广场，这是满洲里市的地标
性建筑，全是套娃式的，最高的套
娃有30米高，创下了世界纪录。最
小的套娃只有 1米高，大大小小的
套娃组成了壮观的套娃广场。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国
门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面向国
门的七个红色大字：中华人民共和
国。随后我们从右侧入口处登上了
国门的最上方。站在国门的正中
央向对面望去，一条由西向东而来
的铁路直经国门向东而去，这便是
著名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我称它
是满洲里的红色路。这条红色路，
于 1903 年 7 月 14 日建成通车。中
东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相通，
成为连接欧洲的交通要道。中东
铁路的具体线路是：从上海乘海轮
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
阳、长春抵达哈尔滨。哈尔滨作为
中转站，乘中东铁路的火车至满洲
里出境，赴赤塔至莫斯科；或乘中
东铁路的火车至绥芬河出境，赴海
参崴至莫斯科。在当时，中东铁路
的建成通车，不仅加快了沿线城镇

的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拓宽了马
列主义传播的渠道，加快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步伐。

经过中东铁路，从国外派到中
国内地的共产国际红色使者有多
位。同时，从国内，经满洲里站出
发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代
表、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出访苏联的领导人等也
有许多许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站在这里，遥望西方，我浮想联
翩，仿佛进入了当年的革命岁月。
仿佛看到了，1920 年初，受共产国
际派遣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
吴廷康），同其妻子、翻译一行人秘
密来到中国，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仿佛看到
了，1921年 6月，荷兰人马林，受列
宁的委派，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
共一大会议，并代表共产国际致
辞；仿佛看到了，1922年 7月，俄国
人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被
苏联政府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在
北京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见面，
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并且到上海与
孙中山见面，发表了著名的《孙文
越飞联合宣言》；仿佛看到了，1922
年 9月，陈独秀率中国共产党代表
团前往苏联彼得格勒参加共产国
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仿佛看到了，
1924年 5月，李大钊率中国共产党
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仿佛看到了，
1928 年，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蔡和森等40多位代表，经满洲里至
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议；仿佛
看到了，1949年 12月，新中国诞生
不久，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西直门
车站出发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这
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时
间近3个月，与斯大林会见，最终签
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
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我回过了神，转身向东遥望这
座美丽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因
为有了中东铁路，才有了红色路，
红色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
献，愿其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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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啃的村”

到镇里报到的第一天，主要领导在
和她谈话时提醒她：“你选的这个使郎庙
村贫困人口多，情况复杂，要有个心理准
备……”她充满好奇，这到底是个什么样
的村子？能贫困到哪种程度？

“你一个柔弱女子，咋挑了这么一个
难啃的村？”朋友问。

“你孩子还小，父母年龄也大，找组
织说说，兴许能换个工作力度小的村。”
同事劝。

那两天，李欢欢感觉压力特别大，饭
不香觉不甜，晚上做梦都是与扶贫有关
的事。一天下班途中，李欢欢心里陡然
想到：还没冲出战壕，就缴枪投降了？哪
有这道理！

思想问题解决后，麻团般纠扯不清
的工作在等着她。下步的工作如何定
位？村级精准扶贫的抓手在哪儿？

李欢欢在走访贫困户的过程中了解
到，有不少闲散劳动力（多为妇女）在村
里种烟大户的烟方里干活。她就想：为
什么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品牌和合
力？这样不但能提高生产力，还能提高
村民收入，两全其美！

把贫困户以“务工队”的形式组织起
来，和本村、周边的种烟大户、企业对接，
实现供需双赢。李欢欢向村两委、镇领
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商量讨论后，一
致认为可行。

4 月 14 日，使郎庙村第二次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这可谓是一场“诸
葛亮会”，从县到村的各级扶贫人员全部
到场，大家畅所欲言，为使郎庙村的精准
脱贫出谋划策。大家把务工队取名为

“使郎庙村劳动脱贫务工队”，分三个小
队，还选出了队长，当场与特邀的种植大
户和周边企业业主进行交流，并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一碗难忘的面

随着省、市脱贫工作力度的进一步
加大，郏县精准扶贫的扳手也越拧越紧，
李欢欢感到压力倍增。

5月16日，眼看到了午饭时间，但一
摞摞的资料核实还未完成。同事喊李欢
欢吃饭，她没去，原因很简单，既定的工
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下午还有
下午的事情要做。

使郎庙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

户 762 人，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李
欢欢到岗后，通过查阅档案，迅速掌握
了贫困户的名单、年人均纯收入、致贫
原因等基本情况，以及所有贫困户的产
生、退档、新增、脱贫等一系列动态过
程；找到主管扶贫的副镇长、驻村工作
队队长、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党支部
书记等人员，熟悉该村各个时期的扶贫
情况；到薛店镇民政所了解全村享受低
保、五保人员的人数、名单等。很快，她
就成了使郎庙村扶贫工作各种情况的

“明白人”。
“闺女，先歇会儿，吃碗面条再干也

不晚。”一声呼唤传进耳朵，李欢欢一抬
头，看见村里贫困户王军栋正端着一大
碗捞面条站在门口。李欢欢急忙站起来
迎上去说：“军栋叔，赶紧进来……”

吃着香喷喷的面条，看着眼前质朴
的村民，李欢欢心里一热，眼泪涌了出
来：再苦再累，能算什么呢？

一次心疼的经历

村里有个孤寡老人叫石狗碰，是李
欢欢到村后走访的第一批贫困户中的
一个，之前李欢欢曾在镇里见过他，当时
他正要去找镇党委李书记想办个五保。
所以，这次到村里工作，李欢欢直接去了
石狗碰家，看看他的五保户问题解决了
没有。

一进家门，看见院里种着蒜苗、油
菜、韭菜等时令蔬菜，老人正在包饺子，
用的就是院里的韭菜，这是他的午饭。
让座后，石狗碰对李欢欢说，自己种菜就
不用再买了，省下的钱呢，还能吃上一顿
肉，肉可不是说吃就能吃的……

了解到老人仍是用架子车拉水来解
决吃水问题，李欢欢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人并不在意这个，还高兴地告诉她，前
几天把院子里三棵香椿树上的芽儿全折
了下来，卖了 300 块钱，能办不少事呢。
李欢欢抬头看看三棵光秃秃的大树，问
他在哪儿卖的。老人说，卖到了城里小
西湖大坑集市上，骑上电动车一晌午就
能回来。一个70多岁的老人，那么高的
香椿树、那么多的叶芽，怎么折下来的？
从村里到县城有三十多公里，路况不好
车又多……李欢欢心酸又心疼。

李欢欢真切感受到了贫困户的窘
境，同时也看到老百姓在困苦面前的乐
观精神，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更
深的认识。打那以后，她总是隔三岔五
地到老人家去看看，有时买一块儿肉带

过去，并以此告诫自己，万万不能忘了来
这里是做什么的。

一份浓浓的乡情

刘四川是一位退休老校长，思想觉
悟高，工作能力强，热心于村里的各项事
务，李欢欢和他接触比较多。看见她不
分节假日地奔走操劳、风雨无阻地往村
里跑，刘四川很是心疼。他多次当着大
家的面对李欢欢说：“闺女，悠着点儿，可
别累垮了自己！”“你瞅瞅，这些天都累成
黄蜡人了。以后有什么活儿，你只管给
叔说。”

刘云听老人是李欢欢在走访时结
识的，他因突发脑血栓导致偏瘫，女儿
常年在外打工，一个外孙女跟着他和老
伴儿。老人家生活比较困难，却不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李欢欢主动到他家里了
解情况、核算收入，通过精准识别和“四
议两公开”程序，把老人纳入了贫困户
序列。给石狗碰送肉时，她也常给刘云
听捎一块儿。时间久了，老人把她当作
自家人，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准时给她
打电话，问她今天到村里来不。有一
天，刘云听在村部跟她唠嗑时，突然凑
到她耳旁说：“闺女，俺家有花生，我给
你兜点儿。”听罢，李欢欢的泪水一下子
涌了出来。

4 月的一天，走访到贫困户管顺安
家，一进院门，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儿
搬起一个小板凳，迈着蹒跚的步子晃晃
悠悠给她送了过来，这让李欢欢异常惊
喜。管顺安说，俺在大队部见过你，你还
给俺小外孙一个面包呢。原来，从入村
第一天起，她就在包里准备些小面包、糖
果等零食，也会在村部放一些苹果、香蕉
等水果，遇到孩子就拿出来给他们吃，家
长瞅见了也很欢喜。很小的一个举动，
却拉近了同老乡之间的距离，李欢欢感
到很是欣慰。

一个设想，关于文化

今年4月份，县里分管扶贫的领导到
使郎庙村调研，镇党委书记李红伟在汇
报中谈到使郎庙村名的由来和其厚重的
历史渊源时，陪同的李欢欢感到很不安。

她想起自己自入村开展工作以来，
只是单一的扶贫，从没有想过这个村有
什么历史，一些将要消失的优秀文化难
道就不该帮扶了吗？自己在大学学的是

旅游管理专业，也有在县文化旅游局工
作的经历，在叫响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
竟然对自己所在村的厚重文化一无所
知，对村里旅游发展的潜质竟浑然不觉，
这让李欢欢极度自责。

这次调研结束后，李欢欢回到镇里
思考许久，初步有了文化扶贫的想法。
一是联系县里一些优秀作家、诗人到村
里采风，挖掘使郎庙村的历史典故和文
化渊源，借助优秀的文学作品让更多人
了解使郎庙村；二是协同村两委申报省
级传统村落工作，争取省、市的专项资金
支持，探索以文化、旅游助力脱贫攻坚的
路子。

一份温暖，来自家人

李欢欢的孩子还不满四岁，在她还
没有做扶贫督导员的时候，晚上是一家
人的幸福时光，她会在睡前给孩子读书、
讲故事。而现在，这项任务落在了丈夫
身上。两口子工作日都忙，接送孩子的
任务就交给了孩子的姥爷姥姥。每次分
别，孩子都会对她说：“妈妈你去吧，我不
哭。”有一天晚上八点多要临时去开会，
孩子和丈夫送她到楼下，坐上车准备关
车门的时候，孩子急忙说：“妈妈我给你
关门！”然后指挥她倒车、拐弯，李欢欢的
双眼不禁一阵阵发酸。

李欢欢的丈夫是县邮储银行的信
贷员，平时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但两人
在 生 活 上 彼 此 谦 让 、工 作 上 相 互 鼓
励。近段时间因文字资料繁重，村部
又没有电脑，一天早上李欢欢在洗脸
时随口问丈夫，能不能借一台笔记本
电脑用几天。不想这天中午丈夫特意
去了趟市里，买回一台崭新的笔记本
电脑。无声的支持让所有的劳累化作
温暖，家庭，永远是她勤勉工作的力量
和源泉。

5月的一个周末，三天没见面的孩子
在中午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语音：“妈妈，
你现在在干啥？我想你了，想让你回
来！”因一直在忙碌，李欢欢听到孩子声
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做完手头
的工作已是凌晨一点。她拍打拍打疲惫
的身体，开车回城，两束雪亮的灯光伴她
行驶在寂静的黑夜中。

回到小区一看表，凌晨两点。下车上
锁，远远看见楼下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一路小跑过去，扑进那个温暖的怀抱。

丈夫已经迎她多时了……

村 庄 的 闺 女
◎郭旭峰

游满洲里的红色路
◎元树林

执教梁洼五小足球队三记
◎梁冰河

近读几本名人传记，受益匪
浅。我发现一个规律，古今中外那
些大师都是“笨人”，笨得好笑，笨得
出奇，但最后都笨出了大名堂，笨成
了大师泰斗。

大师都爱下笨功夫。胡适说：
“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
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
以国学大师钱穆为例，他几十年如一
日做读书笔记，一丝不苟地查抄资
料，每日读书写作10个小时，踏踏实
实地钻研学问。学者张自铭评价说：

“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
一日废学辍教。”历史学家孙国栋说：

“钱先生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
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
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
以后一人。”钱穆自己总结治学体会
时也说：“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
无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功夫而已。”

大师都爱用笨办法。达·芬奇
小时候跟著名艺术家弗罗基俄学
画，老师要他从画鸡蛋开始，以此练
习光影、渲染、素描、配色、留白、布局
等技巧。他每天拿着鸡蛋，一丝不
苟地照着画，这一画就是三年。不
知不觉间，他的画力大增，水平猛
涨，很快超过了老师。后来，达·芬
奇画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等，成了难得的世界名画，他也终于
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背书，也是笨
办法，但很多大师喜欢用这个办法，
并乐此不疲。早年，章太炎在台湾
做记者。一次与同学李书聊天，他
自信地说：“在我所读的书中，95%的
内容可以背诵出来。”李书不信，认
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把自己读
过的经书全搬了出来，想考倒他。
不料，章太炎如数家珍，连哪一句出
自哪本书的哪一页都丝毫不差，让
李书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的背

功，章太炎后来成为海内外闻名的
国学大师，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大师都爱使笨劲儿。钱钟书的
脑子很好用，幼有神童之誉，但弄起
学问从不偷懒耍滑，舍得使笨劲
儿。进入清华后，一些“聪明”学生
开始优哉游哉，享受生活，而他的目
标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每日泡在
图书馆里，抄抄记记，梳理勾陈，甘
之如饴。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

《管锥编》，引述4000位名家的上万
本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汪洋恣肆，
博大精深。那就是他下了一辈子笨
劲儿的结果。爱使笨劲儿的还有大
发明家爱迪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发明灯泡的试验，为了选择合
适耐用的灯丝，他先后试验了1600
多种不同耐热的材料，这种不厌其
烦、不怕重复的笨劲儿，终于使他获
得成功，给人类带来了光明。

《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
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实，大
师们的这些笨功夫、笨办法、笨劲
儿，都不是真笨真傻，而不过是他
们不愿走捷径，不肯投机取巧，想
扎扎实实搞学问，一丝不苟干事业
而已。那些当初嘲笑他们笨的“聪
明人”，早就湮没无闻被淘汰了，而
这些靠笨功夫立身、用笨办法修
业、使笨劲儿做事的“笨人”，不经
意间都成了行行业业的大师巨
匠。因而，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给人题词时，常写：“宁拙毋
巧。”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的经验之谈啊。

大师都是“笨人”
◎陈鲁民

组队记

我所支教的鲁山县梁洼五小，坐落在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古村落——
鹁鸽吴村中。刚来支教不久就接到一个
任务：组建男女足球队，参加即将开始的
鲁山县首届“县长”杯足球比赛。这个小
小的山村学校要有首支男女生足球队了！

我原来是练排球的，而现在要组建、
训练一支足球队参加比赛，不免心里打
鼓，但是作为学校唯一的专职体育老师，
舍我其谁！

学校四、五、六年级一共就一百多
个孩子，且对足球基本都是一无所
知，要建男女两支球队，符合标准
的寥寥无几，干脆条件放宽到愿
意踢就行。男生报了三十多个，
稍加筛选，女生报了十多个，不管
身体条件如何全部留下，梁洼五
小 史 上 第 一 支 校 足 球 队 成 立

了。可是此时，球队除了我这个菜鸟教练
和二十名小白队员，足球没有，球鞋没有，
场地更没有。

我所在的拱北海关缉私局的小伙伴
们听说了组建足球队的事，自发捐款为球
队购买了足球、球衣、球鞋等装备。教学
楼旁边有一小块儿布满石头瓦砾的空地，
凑合可用，于是铲起碎石拉走，再拉来沙
土填上，一个迷你沙土小球场隆重落成。
平顶山日报社驻鲁山记者站的常站长，联
系热心企业赞助了两个球门。就这样，梁

洼五小足球队在无数双手的支撑下，像燕
子筑巢一样，一点一点建起来了。

训练记

训练是枯燥的，一次周末训练，只来
了不到一半人，孩子们告诉我，没来的肯
定是去赶庙会了。好吧，庙会有吃有玩，
吸引力超过足球训练完全正常。过了一
段时间后，队员们水平有所长进，都感受
到了踢球的乐趣，即使下雨了也要来问问
我还练不练。

一个月下来，瘦弱的范亚婷能在运动
中射门了、文静的郝涵韵敢在对抗中拼抢
了……至于男生，脚下的球听话了，也有
了传递配合的意识。王雪雨身手灵活，我
安排他当守门员，却老是要求去当前锋；
梁乾锋稳重全面，我安排他打后卫，却多
次说要去进攻。我一一安抚，也窃喜他们
强烈的主动进攻意识。

练了一个多月，我们连正规的草地球
场还没见过，我决心在赛前的周末带孩子
们去县一高打一场热身赛。可是天气预
报说周末两天都有雨，校长和家长都问
我，下雨还去吗？我肯定地说：“去，一定
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一下草地球场。”

周日天阴沉沉的，随时要下雨的样子，
然而我们还是坚定地出发了。只在泥土
场上踢过球的梁洼小足球队员们，换上整
齐的球衣球鞋在人工草地上尽情奔跑，不
到中午就饿了。校长买来面包，个个啃得很
开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踢得相当不错。

比赛记

比赛终于开幕了。
女队先上场，03输掉，几个队员都

哭了。我安慰大家说，咱们女队是以兴趣
立队，不必追求结果。接下来的男队比赛

出人意料，我们50轻松拿下对手。
下午的比赛女队再次告负。我还来

不及懊恼，男队就遇到了真正的较量，对
手实力与我们接近，队员们略显急躁，最
终，24，男队也败了。

我的心情跟着球队的战况而起伏。
第二天女队又输一场，我鼓励她们像中国
男足进世界杯一样，争取进一球、得一分，
果然和一个实力不俗的球队踢平还进了
一球。男队则以 40 又轻取一个对手，
最后将迎来本组最强队，也是本次比赛22
支球队中被一致看好的争冠球队。

我原本不敢奢望战胜对手，但经历过
几场比赛磨砺的小队员们，一个个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让我顿时升腾起了强烈的
求胜欲望，鼓励队员们全力争胜。

比赛开始，好多球队都来观看我们对
最强队的挑战。队员们蹦蹦跳跳上场了，
面对人高马大的对手，他们毫无惧色，积极
拼抢、奋勇进攻，场面激烈，相持不下。上
半场即将结束时，对方一个核心球员突然
劲射进了，我们暂时以01落后。队员们
没有慌乱，我也安排加强攻势，将队长梁乾
锋推到进攻线，果然不久收获成果，梁乾锋
抓住机会攻破对方球门，11战平，全场
欢呼，梁乾锋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拼到
后来，队员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对方抓住一
次机会又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12。

虽小负强队，但平复心情后我顿觉释
然，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几乎收
获了这次比赛能够得到的所有。

球队的未来也有了安排，联系到热心
企业长期资助，还聘请了校外教练员，梁
洼五小足球队的未来充满希望。

回首两个月的球队历程，看到足球
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我感受到从
未有过的温暖与感动。足球训练、比赛，
播下的不只是足球的种子，更是拼搏与进
取、成长与未来、爱与被爱的种子……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李欢欢是众
多奋战在“最后一公里”的铺路者。2017年 2月，通过公开选拔，她成为郏县
薛店镇使郎庙村的一名扶贫督导员。进村入户，挨家走访，深入了解村情民
意……李欢欢慢慢融入使郎庙村，与这里的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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