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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在外经商的赵二军，怎么也没想到，

回一趟郏县老家就走不了了。疫情形势严峻，

老家通往全国各地的客车停运！

赵二军在郏县龙城花园住。为了有效控

制疫情，小区门口设了防疫卡点，24 小时有人

值班。出出进进要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他

怕给大家添麻烦，所以很少出门。

家里做饭的食材越来越少，再不出去，该

揭不开锅了。

犹犹豫豫，时近中午他走出楼道，一股热

浪扑面而来。虽已立秋，可太阳仍然火辣。走

在水泥路上，热气顺着裤腿往上爬，汗一下子

就涌了出来。小区门口的卡点有个大大的遮

阳伞，可是有什么用呢？快被晒化的伞布下热

得令人窒息。伞下四个“红马甲”即使不停地

摇着扇子，脸上的汗珠还是爬满了整张脸。看

到赵二军，其中一个“红马甲”放下扇子认真地

为他测量体温、查看健康码。

购物返回的赵二军再次来到小区门口，四

个“红马甲”正在吃午饭——一人一桶泡面。

值班的桌子上放着几瓶矿泉水，他想那矿泉水

应该也是热的。

回到家里的赵二军心里很难受，卡点值班

人员吃方便面的情形啃噬着他的心。

赵二军是郏县北街人，小时候忍过饥、挨

过冻，仅读过三年书的他一直在家帮父母干

活。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时，他跟

着村里人外出创业，凭着自己的勤劳朴实，最

终发家致富，摆脱了贫穷。

他一直很感激党和政府。脱贫攻坚时他

主动承担了郏县北街八个贫困户的帮扶任务；

去 年 武 汉 疫 情 ，他 以 个 人 名 义 捐 款 十 万 元 。

如今家乡有难，无数党员、志愿者坚守“疫”

线，难道自己只能待在家？不，不能这样，他

要为附近卡点值班人员提供免费餐，为抗疫出

一份力。

没有厨房，他把自己家的门面房腾出来做

厨房；没有做饭的厨具，买；没有燃气，买。两

个长板凳支起一个大木板，就是案板；一张双

层床铺上报纸，就是“橱柜”。油盐酱醋各种调

料，辣椒、番茄、黄瓜各种蔬菜摆在“橱柜”底

层；装着一万个一次性饭盒的大纸箱有序摆在

“橱柜”上层。

亲戚朋友、小区居民听说他要为卡点值班

人员提供免费午餐和晚餐，纷纷过来帮忙。

8 月 17 日中午，北大街社区的 11 个卡点，

近百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吃到了爱心餐——

色香味俱全的肉片汤，热气腾腾、松软的大白

蒸馍。

在衙后街值班的许敬张老人捧着热气腾

腾的饭说：“再也不用啃方便面了……”

在陵园路值班的沙女士端着热气腾腾的

饭，热泪盈眶，直夸厨师做的饭菜香。

…………

赵二军看着这么多人帮忙，心里过意不

去，打算每天给大家发点工资。他刚把这个想

法说出来，大伙就急了。

小区里一个天天来帮忙的 74 岁大妈说：

“二军，咱住一个小区，可是一家人，这话以后

不要再说了。”

赵 二 军 供 餐 标 准 是 一 天 不 低 于 2000 元

钱。赵二军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大的 13 岁，小

的才 2 岁，妻子是独生女，岳父岳母身体也不

是太好，家庭负担真的很大。有人担心赵二军

承受不住。

赵二军笑笑说：“只要卡点不撤，我赵二军

的饭就不会停，卡点值班人员为了大家太辛

苦，一天 24 小时不停歇，我一定要让他们吃

饱、吃好。”

无独有偶，当赵二军免费为卡点值班人员

提供爱心餐时，位于安良镇北街村的杨彩玲女

士每天固定往南街、西街、蜂刘、任庄、鲁庄、田

村、徐楼、狮王寺 8 个村的疫情防控服务点送

饭，每天送 100份左右。

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为卡点值班人员送去

水果、面包、火腿肠、饮料……

卡点值班人员是辛苦的，不论是刮风下

雨，还是酷暑炎炎，24 小时坚守岗位，守护大家

安全。同时他们也是幸福的，这么多人默默关

心着他们。

疫情防控点的爱心餐
◎ 马素钦

人生中总有一些忘不了的地方和忘不了的人。

当年的鲁山县张店红旗高中，就是我忘不了的地方，

那些辛辛苦苦教育培养我的老师们，就是我忘不了的

人。尤其是教英语的陈晨老师，更使我时时记挂，永难

忘怀。

1971 年，持一纸录取通知书，我进入了张店红旗

高中。学校是 1970 年组建的，校舍十分简陋，几排蓝

砖红瓦的校舍，一个宽大的操场而已，一开始连个大

门也没有。但教师却都是顶呱呱的。课程设语文、

数学、化学、英语四大主科，第一节英语课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那时初中不开设英语课，同学们对英语感到既新

鲜又神秘，特别是第一节课，大家都鸦雀无声，伸长了

脖子向前看。上课铃声一响，陈老师便大步走进教室，

站上讲台。他三十多岁，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前额

宽亮，目光深邃，穿着干净整齐的中山装，显得格外

精神。他把教案和教鞭放到讲台上，向同学们鞠了

一躬，然后操着浓重的豫东口音介绍自己：“我叫陈

晨，柘城人，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先用英语，

后用汉语，一句句翻译，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陈老

师讲课并不按部就班，第一节课，他并没有教 26 个英

文字母，而是先教了两个短句：一句是“毛主席万岁！”

一句是“早上好！”同学们一下子都兴奋起来，那几天，

人人都在用英语喊着“毛主席万岁！”互相问候着“早上

好！”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后来陈老师对我们说：

“学英语一是要有兴趣，二是要讲求实用，有兴趣能自

觉学，讲实用能逼着学，英语仅靠课堂学习是不够的，

关键是创造英语环境，如果你去英国生活两年，不用教

就会了！”

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们积极进行简单的课外英

语对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到高中二年级，班里几

个英语成绩好的同学，像后来当上大学教授的程远

先和许雅周，都能和陈老师进行比较复杂的英语交

谈了。

陈老师总有用不完的精力，每天都是步履匆匆地

往来于教室和办公室之间。连早晚自习也经常守在班

里，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等人提问。谁问英语题，他讲；

谁问语文题，他也讲；谁问政治历史题，他还讲。即便

是一对一的讲解，他也特别认真细致，直到你弄懂为

止。有一天晚自习，他正给一个同学讲英语语法，忽然

停电，全校一片漆黑，他竟跑出去找一支蜡烛，回来点

着继续讲。

陈晨老师勤奋多才，涉猎颇广。学的是历史，教的

是英语，拿手的是哲学，热爱的是文学。他办公室的书

柜里，文学书籍很多，散文、诗歌、小说都有。有时我们

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会在课外活动时去他办公室或住

室听他朗读诗歌，那是最轻松愉快的时候。只见他头

微微摇晃，头发很有节奏地颤动着，右脚尖还不停地打

着拍子。声音一会儿高扬，一会儿低沉；节奏一会儿急

促，一会儿舒缓，好像不是读诗而是唱诗。

在高中，陈老师对我的英语并没过分严格的要求，

对我的作文倒是非常关心。我的每一篇作文，即便是

语文老师批改过了，他还要看，并在看后当面口头点

评 指 正 。 1972 年 清 明 节 前 ，他 把 我 叫 到 办 公 室 说 ：

“ 清 明 节 全 体 师 生 要 去 烈 士 陵 园 扫 墓 ，你 写 篇 悼 念

文章，到时候代表七一级发言。七零级也有一个同

学 发 言 ，你 可 要 写 好 ！ 相 信 你 也 一 定 能 写 好 ！” 我

费 了 一 天 工 夫 写 成 了 ，稿 子 送 他 ，他 越 看 眉 头 上的

疙瘩越大。“写得不行！不感人，不紧凑，改也不好改，

重写！”

三易其稿，陈老师又看时，看着看着竟读出声来，

读完后还用英语说了一声“很好！”笑着对我说：“今后

你要勤写多练呀！你语文基础不错，将来要在文学上

有所建树。”说实在的，我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主要就

是受了他的影响。陈老师是个好老师，而且是很难得

的“全能老师”。但 1980 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却调出

鲁山，到周口去了。听说后来他去了周口师专，任政史

系主任，晋高级职称，曾主持编写中南五省师专历史系

教材。

退休后，他得了闲暇，搞起文学创作。学古人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数次长途旅行，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

国，在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首散文诗歌，并结集出版发

行。今年五月，他托人把他的《行吟集》赠我，并写信嘱

咐我“好好读书，多多练笔，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一辈子教书育人，呕心沥血，八十多岁了，还一如

既往地教导和鼓励相隔数百里、分别数十年的学生，这

样的老师，又怎能让人忘记呢？

我的“全能老师”
◎ 段俊生

227.浪子宰相

李邦彦（河南沁阳人）性格外向，长得一表人才，

业余爱好十分丰富，写诗谱曲，编个段子，说个笑话，

整天嘻嘻哈哈，自号为李浪子。李邦彦尝自我吹嘘

道：“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这还真

不是吹，李邦彦从皇家秘书（起居郎）升至翰林学士，

宋钦宗时代大大方方做了宰相，人称“浪子宰相”。

金人闻之冷笑曰：“宋朝果无人。”

228.卿见朕否

清道光年间，罗文俊（广东佛山人）以翰林院侍

讲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身份，先后出任山西学政、陕甘

学政、山东学政和浙江学政。罗学士是个近视眼，一

丈开外啥都看不见。道光皇帝召见罗文俊时笑问：

“卿见朕否（你能看见我不能）？”罗文俊叩首曰：“天

威不违颜咫尺（皇上的形象永在眼前）。”旁边的大臣

都夸罗文俊会说话。

229.臣本钓徒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著名诗人查慎

行（浙江海宁人）任职翰林院编修，同事皆呼为查翰

林。康熙皇帝喜欢召集大臣在皇宫钓鱼赋诗，查慎

行有诗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很受

皇上称道。康熙皇帝召见查慎行时，太监亦呼之为

“烟波钓徒查翰林”。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亦

属海宁查氏族亲。

230.皇上主讲

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二月上旬，咸丰皇帝

亲临国立中央大学（太学）举办讲座。皇上玉音朗

朗，先后主讲《中庸》“致中和”一节及《尚书》“皇天无

亲”四句。旁听者包括王公大臣、政府各部委主要领

导及太学生近万人。 （老白）

时光如水，转 眼 走 过 半 生 ，随 着 世 事 变

迁，家乡的一草一木也逐渐模糊，唯有门前的

那条小路像一条彩色的飘带，时常萦绕在我

的脑海。

家乡门前的小路通向生产队的稻场，仅

能过架子车，路面坑坑洼洼，常常残留着不深

不 浅 的 水 ，一 脚 踩 下 去 ，总 会 给 路 人 以“ 惊

洗”。到了雨天，水和泥交织，叫人寸步难行，

苦不堪言。

每当丰收时节，路两边就会盛开五颜六色

的小花，花朵不大，红的、白的、黄的、粉的应有

尽有。我认识的有荠菜花、蒲公英、喇叭花、紫

云英。微风拂过，各色小花儿竞相摆动，仿佛

在向路人招手致意。我常常采来小花戴在头

上，美滋滋地跳跃在大人们中间，感觉自己像

一只美丽的蝴蝶。稻收季节，架子车在小路上

来回颠簸运送稻谷，金黄的稻穗映衬着人们的

笑脸。

我和小伙伴喜欢在小路边玩耍，捡糖果

纸、捉蟋蟀。闲时，把晶莹的糖果纸洗净整理，

折成星星，再连起来做成手镯，戴在手腕上。

把蟋蟀装进瓶子里，在星星眨眼睛的时候听蟋

蟀的叫声，别提多开心了。那是属于我们的童

年时光，单纯而又快乐。

那时候，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看到人家

有自行车，我和父母整天哼唧要买自行车，父

母拗不过，给我买了辆黑色二八飞鹰牌自行

车，让我引以为豪了一阵子。

一个阴雨淅沥的早晨，趁着母亲下地，我

悄悄推上自行车到小路上学着骑，一只脚踩着

踏板优哉游哉开始滑行，很快就晃晃悠悠骑行

起来。尽管小路上有水有泥，我乐此不疲。没

想到一个趔趄，人仰马翻，连人带车冲进路旁

的水沟。姥姥怕我吓掉了魂，赶紧找来耙子捞

向水面，口中念念有词，喊着我的小名：“小春

子，回来了，回来了！”

那个暑假，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条

小路，也成为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我经常

前 面 载 着 妹 妹 ，后 面 带 着 弟 弟 ，穿 梭 在 小 路

上。有时也会疯狂一把，作出飞翔状，吓得弟

弟妹妹用小手紧紧抓住我。小路虽凹凸不平，

却带给我无穷的乐趣和笑声，那笑声冲向田

野，冲向天边。

也曾坐在小路旁，目送母亲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身影，漫无边际地幻想，这条小路的尽

头到底在哪里？是通往遥远的天际？还是通

往美丽的省城？多年来，母亲背着稻谷弯着

腰、吃力地走在小路上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

的脑海。每当想起，不觉一阵心酸，联想当下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愈加懂得珍惜。

小路是我的希望之路，它承载着我童年的

欢乐，少年的记忆，成年的怀念。

时间的列车，一晃而过。不觉间，四十年

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

北，我也从家乡来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这块富

饶的热土，在平顶山安居乐业，成长自己。

党的好政策使家乡日新月异，那条小路变

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不再是过去水和泥的组

合。路边绿树环荫，柏杨挺立，花儿含笑。站

在路旁，看风吹麦浪，闻稻花飘香，真可谓“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那条柏油马路成为

乡村与大千世界紧密相连的重要通道，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致富路。

放眼乡村，一条条“看得见蓝天、望得见碧

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道路正通向美好

远方。

◎李俊

老家门前的小路

公 园 静 谧 地 躺 卧 在 县 城 西 南 一

隅 ，不 施 粉 黛 ，却 风 姿 绰 约 ，仿 佛 是 一

首 隽 永 的 诗 ，能 让 喧 嚣 的 万 丈 红 尘 退 避

三 舍 。

碧绿的草坪如茵似毯，鲜嫩的草尖上

挂着露珠，像是一片会呼吸的土地。

月季花竞相开放，硕大的花朵一朵挨

着一朵，挤挤扛扛，灿若云霞，宛若一片燃

烧的烈焰。

青砖铺就的甬道曲曲弯弯，恰如一片

绿叶上的叶脉纹理，把整个园区巧妙地串

在一起。园区中心，绿草鲜花簇拥着一处

造型别致、再现汉代冶铁场景的群雕，形态

逼真，惟妙惟肖，像是穿越了时空，一下子

把我们带回到 2000 年前。

一 个 人 走 了 过 去 ，又 一 个 人 走 了 过

来。一对年轻的情侣挽手走过，一对踯躅

的老人在咀嚼沧桑。

路边的石凳上，留着儿童攀爬嬉戏的

笑声，也燃烧过爱的海誓山盟，散发着爱和

被爱的温度。

一 片 月 牙 形 的 水 域 ，波 光 粼 粼 ，清

澈 见 底 ，铺 满 天 光 云 影 。 沿 水 池 周 围 ，

形 态 各 异 的 奇 石 随 意 布 局 ，每 一 块 又 恰

到好处。

一株需两人方可环抱的大柳树，虬枝

盘错，树龄当在数百年以上，像一位耄耋老

人，苍老但却健在，默默地垂首在路边，追

忆古老的图腾。

宽阔的广场里，欢快的舞曲，曼妙的身

影，一起汇聚成幸福的交响……

花与草，水与石，人与自然……它们和

谐相处，用自己的语言交谈，一切都像是不

经意的，是自然的呈现，但我知道，这一切

又绝对是精心的营造。置身于此，让人有

一种冲动，想要在现实里复活古圣先贤，在

唐诗宋词里氤氲一方净土。

这里是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冶铁遗址东西

长 1100 米，南北宽近 420 米，面积 33.5 万平

方米，是一处汉代大型的冶铸工厂，其文化

层厚达 2～5 米，时间在西汉中前期到东

汉，跨度约 300年。

此时，天空是蓝的，是那种看了让人心

静的蓝。漫步园区，放眼望去，绿草如茵，

花开遍地，除了这儿一处、那儿一处大小不

一、形状各异、铺着鹅卵石的“灰坑”“陶窑”

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之外，和其他的公园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考古资料却明

明白白告诉我 ，作 为 当 时 为 数 不 多 的 大

型 冶 铁 基 地 之 一 ，鲁 山 汉 代 冶 铁 遗 址 曾

创 造 了 四 个 世 界 第 一 ：最 大 最 完 整 的 冶

铁 高 炉 ，有 一 废 铁 块 重 约 30 吨 ，推 测 该

炉需 150 人以上换班；出铁口与出渣口分

开连续作业，能提高冶炼效率；利用自然

河流作动力鼓风，节省劳力，推测若采用

拉风箱鼓风需 20 人合作；首次发现填料

工 作 台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冶 炼 高 峰时期，

窑炉应在 30 座以上，其冶炼工人当在 5000

人左右。

这不能不让人惊叹！闭上眼，可以想

象得出当时劳作的盛况。也难怪，古人善

于依河而居，而这座大型的冶铁工厂，西依

八百里巍巍伏牛山，东瞰一望无际的黄淮

平原，紧靠碧波荡漾的大沙河，智慧的先人

必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当然还

有那丰富的铁矿石、茂密的森林资源，于

是，也就有了当时最大的冶铁工厂横空出

世，伴随着奔腾不息的沙河水，兴盛数百

年。仅目前出土的就有炉渣、炉壁及鼓风

管 残 铁、泥 模 范 块、矿 石 块、矿 石 粉 以 及

墓葬、陶窑、水井、水渠、贮水池和一处椭

圆形炉基及其相关遗迹，是继 20 世纪 70

年 代 郑州古荥河汉代冶铁遗址后又一重

大发现。

岁月承载了历史的脚步，城市积淀了

文明的精华 。 一 件 件 出 土 文 物 ，辉 煌 着

一 个 朝 代 ，也 辉 煌 着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明 。

徜 徉 在 冶 铁 遗 址 公 园 ，我 总 是 把 脚 步 放

得 很 轻 很 轻 ，生 怕 一 不 小 心 踩 醒 了 脚 下

那 熊 熊 燃 烧 的 炉 火 。 恍 惚 中 ，我 似 乎 能

听 到 冶 铁 工 人 粗 犷 的 号 子 ，能 看 到 炉 火

熊熊、铁花四溅的繁忙场景，还有那一个

个智慧而勤劳的身影。不远处，亘古流淌

的大沙河水碧草青，练带般擦身而过，它

历经了当年的喧嚣，穿越历史的烟云，伴

随着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一路奔涌，

吟唱着一首无法抵达的民谣，一直走到了

今天。

“ 谁 家 玉 笛 暗 飞 声 ，散 入 春 风 满 洛

城。”行走在这片沉静的土地，地面之上，是

绿的草，是红的花，是蜂飞蝶舞，是郁郁葱

葱、生机勃勃。泥土之下，那被岁月封存

2000 多年的秘密，那看不见的厚重文化，

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长在青青

的草尖上，鲜艳的花朵上，嫩绿的叶片上，

还有情侣的呢喃中，老人的笑靥里……传

递一种古老而博大的情愫和特有的厚重，

随时光推移，历久弥新。

走在这沉静的泥土之上，后人的脚步

会愈加坚实，愈加豪迈，道路也会愈走愈加

宽阔。

沉静的土地
◎ 李人庆

经鲁山县人民政府批准，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 1（幅）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鲁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鲁网挂告字
【2021】09号）鲁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
《规划条件通知书》。

备注：为支持我县经济建设，竟得人必须在鲁
山县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进行开发建

设。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

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

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1年 8月 24日 9时 00分至

2021 年 9 月 21 日 16 时 00 分登录河南省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1 日 16 时 00 分（地块编号：
2021014）。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
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
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 至 2 天之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2021014 地块：2021 年 9 月 13 日 10 时 00 分 00 秒至
2021年 9月 23日 10时 00分 00秒。

挂牌网址：http://td.hnggzy.com。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
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

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
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
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
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

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
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

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
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7、Win8、Win10；浏览器
请使用 IE10 以上版本，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
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
动请到交易系统“服务指南-资料下载”中下载，并
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
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
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5-3372168 3372862
联系人：李女士 王先生

鲁山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8月24日

序
号

1

地块
编号

2021
014

地块
名称

20210
14

土地位置

鲁山县张
店乡白象

店村

地块面
积

1295.19
（平方

米）

土地
用途

其他
商服
用地

容积
率

容积
率≤
0.8

建筑密度
（建筑系

数）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

20%≤
绿化率

出让年
限

40年

有无
底价

有底
价

起始
价

142万
元

保证金

142万
元

竞价
增幅

20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