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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悬壶济世

1964 年，宋兆普出生于汝州市纸坊
镇陶村，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外科医
生宋金庚。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
耿直仁慈，乐善好施，扎根乡村，颇有威
望，曾当选汝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宋兆普深得父亲真传，不光掌握了
医治骨髓炎、腰腿疼等骨科疾病和疮疡、
肿毒等外科疾病的家传秘笈，还在内科、
妇科、肿瘤、小儿脑瘫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全科医生。

此外，他还把父亲留下的家庭诊所
从老家搬到了汝州市区，挂牌成立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医院建设渐成规模，
社会各界反响良好，一切都在顺畅地向
前推进。

转折发生在2009年春天——
宋兆普受邀参观考察了几家福利

院。之后，他毅然带领医院走上一条艰
难异常且风险重重的探索之路。

如今，虽是一院之长，但宋兆普依旧
坚持坐诊。金庚康复医院一楼的院长诊
室门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伍。

北北来自北京，患神经性皮炎十几
年了。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却让她遭
了不少罪——湿疹发遍全身，奇痒，挠
烂，感染，早晨醒来，床单、被子上星星点
点，全是血迹；最严重时连耳道里都发炎
流脓，还牵连起头疼，整个人极易躁怒。
这些年来，她辗转北京、香港，看遍名医专
家，病却没见起色。今年 2 月，在病友的
推荐下，北北来到汝州找到了宋兆普。起
初，她几乎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在服
下第一服中药的那个晚上，她睡了个少

有的囫囵觉，早晨起来虽也挠了几下，但
并不像以往那样痒得钻心、焦躁。坚持
服药大半年，十几年的顽疾竟基本痊愈。

郑老先生退休前在航天医学工程研
究所工作，今年年初被检查出患前列腺
癌，而且已经转移到肺部、骨头。在北
京、上海等地的部队医院，郑老先生不但
可以享受全额报销、高干病房，每天还有
餐费补助，可这依旧没能将他留住——
西医打针吃药一段时间后，前列腺抗原
恢复了正常，可腿软得走不了路。78 岁
的年龄经不起手术，家人坚持选择中医
保守治疗。偶然的机会，郑老先生来到
了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没想到，短短
三个月时间，癌症的临床症状就得到了
控制，而且整个人精神饱满，走路顺溜。

…………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用最简单的

方法、最便宜的药为病人治疗是宋家人
一脉相承的行医风格。早在宋金庚行医
时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收挂号费
和诊疗费。老先生常说，医德是医生最
基本的底线，否则受苦的是百姓、坑害的
是国家啊。简单的话，道出了一位医者
朴素的家国情怀。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宋兆普依旧谨遵父训。提起病人，他收
住笑容，严肃地说：“人，贵在知恩，贵在
感恩。病人把自己最隐私、最脆弱的一
面展现在医生面前，是他们的信任和毫
无保留成就了医生的经验积累与医术提
高。作为医生，应该感谢病人！”

宋兆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看完病的农村媳妇儿晕车，他随手
赠送几片晕车药；远道而来的外地病人
无法连夜赶回，他给安排住宿；老头儿类
风湿疼得难受，开完药他再给免费针灸
扎上几针；小男孩儿踢球时摔倒导致骨
关节脱位，他手法复位后不收一分钱……

病人不仅信他的医术，更敬他的人
品，常常是父母带着孩子、哥姐领着弟
妹、乡邻介绍亲朋“组团搭伙儿”一起来
看病。靠着这种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宋
兆普和病人结下了不是熟人却彼此熟
知、不是亲人却牵挂惦念的关系。

现在，宋兆普平均每天要看140个病
号，常常是一边把脉诊断，一边张口而出
症状药方，旁边两位助手专门负责记
录。除了快、准，宋兆普看病还有一个特
点——全神贯注。水杯常常是怎么端来
怎么端走，一口未动，也很少见他上厕所
或者起身放松。宋兆普说，这是当年跟
着父亲养成的规矩。医生喝一口水、上
个厕所几分钟不算啥，但对病人来说，可
能就得忍受痛苦和等待的煎熬，而且有
些外地病人来一趟不容易，火车汽车要
倒好几次，赶紧看完省得耽误回家。

一天看这么多病号，差不多一年连
轴转，超负荷的工作量让人咂舌。

“累，真累。但奇了怪了，一看到病
人，所有的疲惫、烦恼就没了！”宋兆普
说，“病人是带着希望、带着信任甚至是
带着渴求找过来的，如果因为自己累就
撂挑子，那么对不起这一身白大褂，也过
不去咱心里那道坎儿。”操劳的心、沧桑
的脸，却依然挂着坚持的笑颜。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奉献，就要有
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

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
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
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
献。”这种精神在宋兆普身上生动地体现着。

救助瘫儿“自讨苦吃”

跟宋兆普交流，他的声如洪钟、他的
精力充沛、他的乐观坚定很能感染人。
但不可否认，他看上去有些苍老，因为头
发全白了。

金庚康复医院办公室主任赵红亚
说，2009 年医院开始规模救助脑瘫儿童
之后，各种操心事和压力随之而来，宋院
长的头发自那时候起白得更多、更快
了。这一年，从宋兆普开始跟随父亲行
医算起，已经过去了30年。

其实在 1992 年，宋兆普就已经开始
运用中医疗法零散地治疗脑瘫患者了。
随着接触的深入，他看到太多孩子由于
缺钱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由于缺乏
专业的康复治疗而没有达到理想的治疗
效果。脑瘫儿童，成为宋兆普心中一个
越缠越大的疙瘩。

2009 年 4 月，受省民政部门邀请，宋
兆普一行人到福利院参观考察。没想
到，这次例行活动竟成了他行医生涯的
转折点。

起初宋兆普以为福利院的孩子虽是
孤儿，但起码是健康的。去了才知道，他
们中百分之七八十患有脑瘫。而福利院
由于人员较少、缺乏技术和设备，对这些
孩子只能养不能治。摸着孩子们或僵硬
似棍或软趴如泥的四肢，看着他们目光
呆滞、身体扭曲的样子，宋兆普心里说不

出地难受，当即决定接收一部分孩子到
自己的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5月12日护士节那天，第一批来自平
顶山市福利院的7名脑瘫孤儿入住金庚康
复医院，开始接受系统治疗。随后，来自
全省其他地方福利院的脑瘫孤儿相继到
来。那年，医院共收治了128名脑瘫儿童。

然而，现实情况的复杂和手忙脚乱
远远出乎宋兆普的意料。虽然对自己研
究总结的中医疗法和康复技术很有把
握，但是这么多幼儿的日常生活照管，一
些在脑瘫之外还患有其他疾病，严重的
营养不良和免疫力低下导致急性肺炎、
高烧、心衰常发……工作量之大、所费心
力之重、所需费用之高，一度让医护人员
和宋兆普心力交瘁。当时一名脑瘫儿童
每月要花费四五千块钱，一年五六万。
100 多个孩子，一年就是六七百万。彼
时，他们的治疗只是个人行为，没有得到
官方认可，因此没有任何补助，所有费用
都靠医院以往的积蓄和日常进账维持。

脑瘫治疗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见
效缓慢，除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还要
经常给自己和并肩奋斗的医护人员以信心
和鼓励。那几年，是宋兆普最艰难的时候。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
者，其应必速。随着脑瘫儿童的治疗逐
渐走向正轨并有所起色，宋兆普得到越
来越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以及相关部
门和慈善协会的支持。与此同时，汝州
市有关领导也在积极协助医院申请民政
部“明天计划”定点医院，从而帮助解决
部分资金问题。“我们毕竟只是一家基层
民营医院，从全国来看太微不足道了，况
且这件事又是任何一个公立医院没有做
过的，所以不太容易。”宋兆普苦笑，不
过，这并没有动摇他继续治疗、治好脑瘫
儿童的信念。

在宋兆普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也特
别爱这些孩子。大儿子宋毅豪具体负责
脑瘫儿的康复工作，被人称“小宋院长”。

“前些年，小宋院长还没结婚，穿得
干干净净的，却从不嫌弃这些孩子。一
到病区，他抱起一个就举到头顶骑夹脖
儿，一群孩子围过来，伸着手也要他抱。
孩子们有的叫哥哥，有的叫叔叔，还有的
叫爸爸，能让人笑出泪来。”说起病区里
的故事，护工漫平霞爽朗地笑了。

“刚来时就是为挣一份工资，后来看
到医院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免费给脑瘫
孩子治病，对这里的感情就越来越深。
宋院长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我们觉得自
己也是在做善事。”漫平霞负责的病房
一共有 20 个脑瘫孤儿，她和蒋明秀等 4
位护工负责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病房里
没有一点怪味儿，孩子们一个个被收拾
得干干净净。换衣服、把屎把尿、洗澡、
喂饭、喂中药、送去按摩、理疗……带一
个正常的孩子都够呛，何况一人带5个！

“身累心不累，可高兴！而且这里的
孩子都懂事。”说话时蒋明秀也没停下
照顾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儿，一会儿抱抱
这个，一会儿又哄哄那个。蒋明秀出生
在四川，父亲去世得早，母亲身体不好，
童年时受冻挨饿，很知道没有父母呵护
的酸苦。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上有了
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直指宋兆普，说

他拿孩子作秀沽名钓誉，说他拿孩子骗
救助利欲熏心……“如果有欲哭无泪的
话，我那段时间的状态就是。”宋兆普说，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在做好
事，也没有触及任何人的利益，这些莫须
有的罪名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

很快，这一情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民政部“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
天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次下来调查，
不但没有发现举报信中提到的虐待儿童
等现象，反而对宋兆普用中医疗法减免
救治脑瘫儿童这一个人行为有了更深
入、全面的了解，多次考察评定之后，决定
新增金庚康复医院为民政部“明天计划”
定点医院。这在县级医院中，是头一个！

自此，每个孩子每年有了5万块钱的
补助，尽管相较于不断上涨的药价和人
工费，这并不能改变医院脑瘫科入不敷
出的状态，而且专项补助由于审核手续
多和下拨时需要逐级审批，难以及时到
位。可对宋兆普来说依旧是莫大的安慰
和鼓励，因为这不仅说明加之于自己身
上的不实之词得到了澄清，而且说明脑
瘫儿童这一弱势群体正在得到党、政府
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

远赴新疆播撒大爱

事情并没有就此为止，命运又一次
在拐弯处等着他——

2015 年，新疆河南商会的一位朋友
看了宋兆普治疗的脑瘫儿童之后说：和
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能不能治疗？起
初，宋兆普有些心怯，那片土地实在是太
遥远太陌生了，但医生的职责又让他无

法拒绝。6 月份，抱着了解情况的心态，
宋兆普一行人跨越 4000 多公里，到和田
地区进行义诊。没想到当地脑瘫儿童多
达3000多名，而脑瘫康复机构没有一家，
太多孩子因脑瘫致残，太多家庭因脑瘫
致贫，宋兆普的心彻底放不下了。

2015 年 7 月 18 日，来自新疆墨玉县
的 10 名脑瘫患儿入住金庚康复医院，免
费接受专业治疗。米日古丽·阿卜杜拉
的女儿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阿卜杜拉，45 岁，墨玉县农民，是一
位维吾尔族单亲妈妈。女儿 5 岁时不幸
夭折，因一直怀不上就收养了一个女儿。
没想到，收养的女儿浑身瘫软，除了眼珠
会动，连哭都哭不出来。为了治病，她抱
着女儿四处求医。女儿的病让这个本不
富裕的家雪上加霜，至今她家还欠着当地
医院的治疗费。看治疗无望，丈夫让她放
弃，她不愿，两人就离婚了。

到现在医护人员还记得阿卜杜拉一
听到“政府”两个字就流泪的样子。“她不
会说汉语，唯一能听懂的就是‘政府’这
个词，在她心里宋院长就代表着政府。”

2015 年 10 月，第二批来自新疆洛甫
县的 10 名脑瘫儿童入住金庚康复医院。
但远水难解近渴，这并不能满足当地的
需求。怎么办？宋兆普决定派一支专业
的康复团队过去，先从脑瘫儿童的父母
培训起，手把手教他们康复治疗技术。
这样的“传帮带”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一无所知、一筹莫展的家庭主妇
转身成了掌握专业脑瘫护理技术的医务
人员，不但有了收入，还有了社会地位！

精神的种子一旦萌芽，就有顶起巨石
的力量。看到初步成效后，宋兆普觉得
这件事还能做得更好，他开始探寻新的、
能惠及更多脑瘫儿童的救助模式——与
墨玉罗科曼医院合作，成立金庚罗科曼
康复医院，为新疆脑瘫儿童提供免费治
疗，同时吸纳掌握护理技术的患儿父母，
帮助解决就业问题——这也为当地脱贫
攻坚贡献了一分力量。

如今，历经三年风雨历程，克服资金
严重不足、人员超负荷工作等重重困难，
和田地区已经有了 3 家金庚罗科曼康复
医院，并且打造了一支拥有300多人的专
业康复团队，不但填补了和田地区没有
脑瘫康复机构的空白，而且极大地促进
了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

“每当想起女儿获得的治疗机会就
想掉泪，我的心里满满是感激。宋院长是
我们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他的情。”

“要不是宋院长，我们很难体会到维
汉一家的感觉和同胞之间的血肉亲情。”

…………
一批又一批的新疆脑瘫儿童经过治

疗出院了，但他们满满的深情留在了医
院的爱心墙上。

从 2009 年起，金庚康复医院先后爱
心救治福利机构脑瘫孤儿 2270 名，其中
800 名趋于正常化，520 多名孩子被国外
家庭领养，过上了新的生活。金庚康复

医院坚持用中医中药治疗儿童脑瘫，其
临床效果经专家评估，有效率达 98.3%，
显效率达56.7%，创造了医学奇迹。

宋兆普坦言，当初救治脑瘫儿童确
实是医者仁心的一时冲动，但如今近 10
年过去了，这其中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
辣已经让他无法放下这些孩子，这将成
为他终生的事业。

收徒著书传扬国粹

身体劳累、资金紧张、外界非议对宋
兆普来说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他最担心
的是中医事业的发展前景。虽然小儿子
已从中医科学院学成归来，但是他主攻
的是中医内科，而家传的也是自己更引
以为豪的中医外科，将面临后继无人。

从私心而论，宋兆普期许自家的“宋
氏中医外科”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就公心
而言，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他希望能发扬光大，造福更多患者。

宋兆普不是个保守的人，无论是不是
自家孩子，只要潜心于中医事业，他都愿
意倾囊相授。为此，他曾多次带队到医
学高校参加毕业招聘会。“汝州毕竟是个
小城市，金庚康复医院尽管这几年取得
了不错的发展，但也只是个县级小医院，
想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太难了。”宋兆普着
急又无奈。基于此，他心中那个想法也
愈来愈坚定——在郑州建一个金庚中医
院，提供更好的平台，培养更多的人才。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勇立潮头方显
担当。目前，在郑州的金庚中医院正在
加紧筹备之中，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2018 年 6 月 9 日，我国迎来第二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午，汝州
市文化宫游园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收徒拜师仪式”吸引了众多人
的关注。宋兆普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宋氏中医外科”的代表性传承人，现
场收徒并接受拜师。值得一提的是，其
中一位徒弟是和田三家金庚罗科曼康复
医院的总院长——新疆人买买提·艾力，
这位80后小伙子是宋兆普推动脑瘫康复
事业的得力干将。

那天，宋兆普特别高兴，他始终记得
父亲一生身体力行的教导：一个医生纵
然有天大本事，这一辈子能救的人也很
有限。想救更多的人，有一个办法，收徒
弟，传技艺。

如今，经过近 40 年的不断求知和实
践积累，宋兆普已是远近赫赫有名的医
生，但他坦言，还是会遇到罕见疾病，一
时无从下手，不过他从不发怵，也不会轻易
认输，因为他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百宝箱——收集的七八千册古医书。

阅读古医书是宋兆普工作之余的唯
一爱好。打从跟着父亲当学徒起，他就
养成了去书里找答案的好习惯，他深信
书中确有“天与地”。那时候，父亲诊过
的病，他会自己偷偷再做诊断，然后查阅
古书一一对照验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学得更精、更牢，这点他深有体会。

写一本书是宋兆普心中一直在谋划
的一件事，连题目他都想好了，《古人的
病名和现在的病名》。由于古人与我们
现在对疾病的命名不尽相同，宋兆普打
算依照症状来一一对应匹配，并将对同
类病症的处理方法加以总结。“中医的博
大精深和古人的聪明才智，越研究就会
越加佩服，也会越加受益。但囿于古书
的晦涩难懂，这些宝贵的资料正在慢慢
淡出人们的视野，我想起个桥梁作用，减
少现代人查阅古书的难度。”

在宋兆普看来，中医中药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宝贵精华。可如今，我们的
现实环境是西医西药占据绝对优势，中
医中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老祖宗留下的大学问怎么就成了简单
的调理养生？”提起这些，宋兆普又急又
气。他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没必要
非争个高下优劣，但作为炎黄子孙、作为
中医工作者，传承、振兴中医中药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这一点北北很有感触，在汝州的这
大半年时间，她经常会在一旁观察宋兆
普看病。“他不排斥西医。他是以中医疗
法为主，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巧妙地结合
一些西医的办法。一个医生，假若没有
这种包容性，是很难做到继承和发展的。”

“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第十届中华
慈善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基
层优秀名中医”“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河南省劳动模范”“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一项项荣誉不仅是对宋兆普
医术的肯定，更是对他医德的褒扬。

顺境逆境初心不改，历经风浪成色
不减。宋兆普以精湛的医术驱除病人痛
苦，以长辈的慈爱温暖脑瘫孤儿，以坚定
的信念传扬中医中药。他尽自己最大的
力量，推动着这一项项繁重的事业。他
愿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
阳光，温暖、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久前，北北在汝州买了房。她想
留在汝州，因为这里有一位好医生在无
私地守护着百姓的安康，还有清新的空
气、淳朴的民风、实惠的物价，都让她留
恋。饱受了病痛之苦后，她开始重新思
考活着的方式和意义。现在，除了养病，
北北还经常到脑瘫病区给孩子们喂喂
饭、读读书，开车带病友出去散散心，“以
前从来没这样认真地活过。”她说。

巍巍伏牛，潺潺汝河；又是一天，朝
阳升起。宋兆普一如既往穿上白大褂，
开始了问诊……

老家的图书馆在县城东大街
的十字路口。

那是一个由两层小楼环绕而
成的大院，门口有四根朱漆柱子，
拱着高高的门楼，是县城最漂亮的
建筑。那红砖绿瓦玻璃窗子，在青
砖灰瓦抑或坯墙茅屋的民居中，有
着王者的气魄。每每走过图书馆，
我都会心生敬畏。

在我心中，图书馆是藏尽天下
宝藏的宫殿，是我精神的圣地。初
一年级我第一次去借书时，就像朝
圣一样，换了干净衣裳，还洗了手。

图书馆里书柜林立，一排排，
一列列，看得我头晕目眩。我拿着
借书证，却不知道要借什么书。图
书管理员把书目单递给我时，我连
书名都看不清。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书。在这些书柜面前，我突
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就像站在雄
峙万物的大山下一样。

来借书的人很多。有人借泛
黄的古籍，有人借崭新的杂志。虽
然，以现在眼光看，那时的图书并
不算多，而且单调，但是借书的人
都彬彬有礼且毫无邋遢。在那里，
时时氤氲着一种文雅的氛围。

我很喜欢图书馆的大院，借
书时总喜欢在院里走走。这里有
青砖铺成的花格子小路，有镶着玻
璃的宽大门窗。院内有古槐、梧
桐，有月季、菊花，有鸟鸣蝶舞、幽
幽古井，还有碑雕回廊……坐在院
里，会有一种气息慢慢地浸润血
脉，会有一种精神悄悄地植入心
田。几十年过去了，那感觉还真切
如昨。

初二时我们班办了一个集体
借书证，一次可以借50本。当然这
个差事就落在我身上了，每月一

次。这时我有了经验，每次都会事
先列出借阅范围，有杂志、小说、科
普知识、各国风情介绍等等。每次
回来，课桌上就会垒起一座小山。
于是，在教室墙根的阳光下，或是
操场的树荫下，常常见大家蹲作一
排，人手一册，如饥似渴。那种快
乐和享受，我至今难以忘怀。

书是历史，也是镜子。一朝天
子一朝臣，多少王公大臣都被雨打
风吹去，只留下一抷陈年黄土，唯
有书永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熊
熊大火，也烧不尽浩繁卷帙。古时
的藏书楼也应归列图书馆吧。图
书馆是书的别墅，它让书籍有了贵
族一样的身份，神灵一样的地位，
而我永远是它的信徒和朝圣者，它
让历史和现实走进我的心灵，也引
导着我的步履和追求，让我一天天
成长。

后来我到外地工作，但每次回
家都会去图书馆坐坐，翻翻杂志，
看看报纸，追怀一下逝去的岁月，
回味一下昔日的自己，那种感慨竟
无以言表。

老家的图书馆还保留着原来
的样子，只是进行了扩建和装修。
在高楼林立和物欲横流中，依然固
守着它的古典和优雅、纯洁与神
圣，也依然有着它忠实的读者。

我总觉得没什么地方能像图
书馆这样安抚我的心灵，它是我精
神的皇宫、心灵的殿堂。先知的灵
魂在这里活着，智慧的吟唱在这里
萦绕，历史的书页上依然鲜活着春
秋的陌上桑、先秦的河中鱼，依然
高悬着汉时的朗朗明月，依然高耸
着唐时的漫漫雄关。在这里阅读
或静默，总会有思考的种子播进我
心灵的田野……

在北郎店驻村已有三个多月了，
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奇特的村
落。她的奇特在于有300多年历史
的琉璃不对儿仍在传承，在于有
500多个年轮的柏树仍然风姿绰约。

琉璃不对儿是北郎店村的一个
标志。10月的一天，“村委”副主任翟
国奇领我们到村民王全民家领略
琉璃不对儿制作的全过程。王全
民是个非常聪慧的年轻师傅，正在
作坊里聚精会神地忙着，顾不上招
呼我们，示意我们坐下自己沏茶喝。

作坊一隅有一座砖泥结构的
灶台炉，还有用来烧制玻璃熔液的
特殊工具大瓦罐，俗称干锅。干锅
就置在炉膛熊熊燃烧的炭火之上，
里面是烧化的玻璃、黑石头、配料
等混合物。只见王师傅左手拿模
杆伸进炉内，在干锅里快速一蘸，
紧接着把沾起的滚红的圆球再这
么一拉一吹，就像变戏法一样，一
只琉璃不对儿就做成了，前后不到
一分钟。根据沾着量的多少，可制
成大、中、小型；根据配料不同，又
可呈红、黄、蓝等不同颜色。制作
好的玻璃玩意儿，不费吹灰之力轻
轻一吹，就能发出清脆悦耳的“不
对儿、不对儿”的声响，这就是琉璃
不对儿名字的由来。

小小琉璃不对儿 ，从过去的
几分几角卖到现在的几角几块，养
育了一代又一代北郎店人。有的
年轻人看不起这个“要饭”的营生
而出门打工，更多人则坚守着祖辈
传下的这份财富和手艺。村里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会制作琉璃不对
儿的师傅，甚至都保存着灶台炉。
后来我们又观摩了房运良、李新
峰、张来宏等青年师傅的制作流
程。不同的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
或添加肢体语言的表达，惟妙惟
肖；或全神贯注一声不吭，出神入
化；或忙中偷闲调侃一句，不失幽
默；相同的是，炉火映红了脸膛，额
角挂满了汗珠，手边都有一个大茶
杯，不时地呷上一口。琉璃不对儿
是吹出来的，村民们用一张嘴吹出
来别有洞天，吹出来丰衣足食。也
有人说，琉璃不对儿不是“吹”哩
——年味儿童趣儿尽在其中，每逢

春节前后，要货的订单络绎不绝，
远销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湖北、
湖南、北京、上海……“我家就是通
过网络销售琉璃不对儿赚了钱，在
城里买了房又买了车。”张来宏师
傅的大儿子张向辉如是说。

据村党支部副书记曹正民介
绍，北郎店的琉璃玩具享誉全国。
今年 72 岁的村民房海山是琉璃不
对儿的第六代传人，其祖辈于清代
带着琉璃不对儿的制作技艺从山
东迁入，如今这门手艺在山东已经
失传。2010年，北郎店琉璃不对儿
被平顶山市政府确定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北郎店的奇特还在于村里的
古柏树。村子中部有个地方，人称
后坡。据说是宋代有人在此炼焦
冶铁，堆放炉渣而形成。附近村民
建房挖地基时还挖出不少马蹄铁，
这说明北郎店亦是古人互为争夺
兵戎相见的宝地。

古人在这个渣堆上栽种了三
棵柏树，现在每一棵都有两抱粗，
树干苍劲，枝柯相接，依南而北一
字排开。近观，见到政府部门设置
的古树保护牌，上面写着树龄 500
年；退而远观，三棵古柏浑然一体，
俨然一只奔腾欲起的雄狮，尾巴横
扫，后爪有力蹬地，前爪腾空，激情
昂首。春天，这里野花满坡，径曲
香飘；冬日，这里草木萧疏，天高云
卷。在后坡上，三棵古柏四季都彰
显着雄性的健美。“村委”委员房保
玉说：“这三棵古柏是北郎店的标
志之一，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悉
心呵护着，无人折动一枝一叶。”

“党的富民政策见真情暖人
心，村里又派驻这么多扶贫干部。”
身体结实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小社
一脸自信。听他讲，村里的规划正
在逐步展开实施：电网改造、煤改
气工程、道路硬化户户通、石龙河
治理、打造琉璃制品特色街、带领
村民脱贫攻坚奔小康……

石龙河绕村欢唱而过，咏颂着
北郎店人的聪明才智；古柏树默默
傲立，见证着北郎店村一路走来的
踏实奋进。作为扶贫干部，我也深
深爱上了这个神奇的村落。

小 城 大 医
●蔡文瑶

两次寻常邀请，对宋兆普的影响却非同寻常：

第一次在2009年，他受民政部门之邀，到福利院进行了一次例行考察。

再一次是2015年，一位新疆朋友过来看他，闲谈中的一句邀请在他心里激起千层浪花。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次邀请竟成了他行医生涯的转折点，最终让他的精神得以升华……

老家的图书馆
●茹喜斌

神奇的北郎店
●王万正 关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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