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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在郏县
李口镇电子商务产业园采访时，该
镇农家院老板张亚举高兴地说：

“自从镇上建起了电子商务产业
园，俺家的柴鸡蛋不出家门就能远
销各地！”

据了解，今年初，李口镇投资
500万元，建成了拥有26家电子商
务门店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并成立
了电子商务创业培训中心。镇政
府还派出 12名工作人员服务于电
子商务产业园，专门为电商排忧解
难。

自从镇上有了电子商务产业
园后，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把蜂蜜、
柴鸡蛋、石磨面粉、石磨香油、红薯
粉条等特产推向“云端”，赶网络大
集销往全国各地，通过线上完成交
易。

该镇葡萄种植户郑利桥说：
“我今年种植的无公害葡萄全部通
过网络销售到了广州、上海，收入
比往年翻一番。”

据悉，截至目前，该镇已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收入230
多万元，实现增收42万多元。

李口镇农民赶网络大集

电子商务让
农产品俏销全国

□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11 月 7日晚 7点，在石
龙区人民路与昌茂大道交叉口红绿
灯北侧，一辆桑塔纳轿车和一辆助
力摩托车发生碰撞，摩托车驾驶员
受伤，已住院治疗。

当天晚上7点20分，记者在现
场看到，一辆助力摩托车侧翻，车前
大灯处严重变形，车体塑料碎片散
落一地，摩托车倒地后滑行的距离
有五六米。

一位路人说，他散步时突然听
到一声响，之后看到轿车司机把摩
托车驾驶员抱到车上向石龙区人民
医院方向驶去。

昨天下午，石龙区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警怯龙飞告诉记者，他们在
医院见到了桑塔纳轿车司机，该司
机承认自己提前左转弯，逆行占据
对向车道，愿意承担事故全责。目
前，摩托车驾驶员陈先生已住院治
疗。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桑塔纳逆行肇事
摩托驾驶员受伤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2000年，国务院将 11月 8日定为记者
节。和新闻采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在
亲朋好友的鼓励下，年近九十之际重新拿
起笔，历时4年，在第18个记者节到来时，
完成了4万多字的回忆录。

昨天，记者在市区湛南路与新华路交
叉口附近市供电公司家属院见到了92岁
的张公仆。老人一生无子女，老伴已去世，
现在和外甥女张虹一起生活。

生在东北的山村娃

1925年，张公仆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
小山村王家屯，那里是他母亲的娘家。

“分家时我父亲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在
老家无法生活，就来到母亲的娘家，找了间
房子，也没有地。”张公仆说，父亲识字，算
是一个文弱书生，经常在外干一些抄抄写
写的活，常年不在家。“父亲出去干活，也挣
不了多少钱，一家人勉强度日。”

“母亲生了两个姐姐之后才生的我。”
张公仆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父亲很高兴，
给他起名为“希贤”，希望将来儿子能成为
圣贤。

5岁跟着母亲到田间地头捡粮食，6岁
上私塾。甩石打鸟、飞弹射兔、下河摸鱼，
在小山村里，漫山遍野都留下了小希贤的
脚印。

“那时候普通老百姓都很穷，饭桌上少
见荤腥。”张公仆说，他打到野兔、捞到鱼
虾，拿回家去，母亲做出来，是难得的美味。

之后，父亲开始考虑他上学的问题。
张公仆说，虽然当时家里经济困难，但是父
母都大力支持他上学，为此他们全家搬至
一个离学校近的地方。

学鲁迅弃医从文

“上学时没有教材，《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和其他一些诗文，都是老师教，学
生背。”张公仆说，写文章没有本子，就用粉
笔在石板上写。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经
常会有同学把石板放在他的课桌上，让他
帮忙写。

“帮同学们写时，也让我愈发喜欢写
作，这也许就是后来我弃医从文的动力。”

1943年，张公仆18岁，当时东北处于伪
满洲国时期。锦州市成立了一所医学专科
学校，当老师的舅舅建议他学医，于是张公
仆一家搬迁至锦州市。

张虹说：“我小时候听我母亲说，姥姥
家里舅舅最小，还是男孩，一家人都宠着

他。姥爷、我母亲都挣钱供他上学，吃了不
少苦。”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锦州医学专
科学校并入当时的沈阳医科大学，张公仆
和同学们一起到沈阳上学。其间，他看了
不少中外名著，开阔眼界的同时，思想也受
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各地学生
举行了罢课、示威等活动，他决定像鲁迅一
样，弃医从文，“走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
伍中去”。

1948年，张公仆和同学王雪苔及其爱
人在另一个同学穆敬之的介绍下，乔装打
扮前往解放区，赶到河北沧州，根据领导要
求，名字从“希贤”改为“公仆”。之后，张公
仆被送到“正定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前身）深造。

“做新闻是我唯一的理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公仆被分到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工作，在这里他和
同事们经常下厂矿做调查研究，之后对一
些工人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这是他最初
的“采访”。

1952 年，张公仆到《工人日报》工作。
不做表面工作，采访要抓细节，成文时主题
要鲜明……虽然没有经过系统学习，但是
从到报社开始，张公仆和同事们就对自己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之后，他们报道了一
批先进人物。

1962年，根据组织要求，张公仆被调到
吉林省，先被分到了《通化报》，没多久报纸
停刊，他又被调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下称
长白县），在县委机关报《长白报》工作。

在回忆录中，张公仆写道：“做新闻工
作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理想。当初受鲁迅先
生的影响弃医从文，想从思想入手救国救
民，进入新闻出版战线。现在虽然到了祖
国边疆，采访条件艰苦，但是初衷不变。”

张公仆说：“山、河、林、野生动植物，没
来的时候感觉太远。当我来到这里，看到
这些，我已经不自觉地喜欢上了。”

到长白县后，张公仆第一个采访对象
是妇女代表金喜善。“不善言谈，从她嘴里
掏不出多少材料。”这是金喜善给之前采访
她的记者留下的印象。

张公仆翻山越岭来到金喜善家，寒暄
过后却相对无言。尴尬中，张公仆在金喜
善家转了一圈，之后问题就来了：炕桌上的
新手电筒是才买的吗？家里的房间闲置着
是咋回事？院子里为何只见鸡窝不见鸡？
每个问题背后都有故事，“不善言谈”的金
喜善娓娓道来。成功的采访让陪同记者为
张公仆竖起了大拇指。

在长白县近3年，张公仆笔耕不辍，采
访各行各业人物、写新闻、写报告文学，甚
至帮剧团写剧本，用他的话说“收获良多”。

细心发现，采写好新闻

1964年，张公仆被调至《平顶山战报》
工作，此报为《平顶山日报》前身。

随张公仆一起来的还有爱人黄淑芬和
岳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报社在现
在的五一路附近，没有宿舍，职工和家属都
在外住。我们被安排在报社院内东侧一办
公室临时居住。院内有一个喷水池，池中
有假山，水从假山中向外喷。水池周围栽
植冬青，充满生气。对此恬静清新的工作
环境有感，我便写一副对联挂在门两侧：一
庭冬青展新绿，丽日清池荡春风。”

来到报社半个月后，张公仆应当时报
社副总编辑陈兆先的要求，提出了一些建
议：报纸文字要纯正，要炼题，准确运用标
点符号、数字，导语要开门见山，主题要鲜
明，文字要简短精练，稿子要反复推敲、不
厌改等。在回忆录中，这部分内容有16页
之多，打比方、举例子，说得很详尽。

当时《平顶山战报》主要服务对象是煤
矿工人。除了编辑工作，张公仆经常要深
入煤矿采写报道。一位矿工的爱人手被压
断，矿工对她不离不弃，之后矿工腿部患病
致残，他爱人说“我们俩合起来有一双完整
的手和一双完整的腿，这就足够了”，据此
张公仆采写了《黑玫瑰》。看见女工用分绳
器拆解废旧钢丝绳，手不再受伤，询问得知
这是一位爱钻研的煤矿清洁工发明的，他
赶紧采访，之后写了《何半仙传奇》。

张公仆说：“稿子写出来后很受欢迎，
也有很多人向他们学习，这就是报纸宣传
的作用。”

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报纸停办。
他和家人受到了伤害，岳母去世。1970年，
他被调至供电局（今供电公司）工作，担任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1年因病离休。

离休之后，张公仆和爱人回到北京。
在北京，他先后受聘于《中国经营报》《实用
信息报》《中国贸促报》。

“因为舅妈身体原因，他们一生没有生
育子女。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妈害怕舅舅
晚景凄凉，就让我过来跟着他。”张虹说，
1994年，舅妈在京病逝后，舅舅回到平顶
山，和她一起生活。

“亲戚朋友、同学们见面，总是会聊到
以前的事，大家都鼓励我写回忆录。我写
了4年，最初是自己一笔一画写的，有两万
多字，后来是张虹的同事帮忙在电脑上打
的。”张公仆说。

92岁老记者张公仆：四万余字忆平生

张公仆笔耕不辍，书写人生纪事

11 月 7 日上午，在市爱心超市
服装区，救助对象（中）穿上崭新的
保暖服，高兴不已。据了解，入冬
后，爱心超市上架百余件棉衣，还有
棉鞋、棉被等保暖用品。救助对象
可持卡领取。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保暖棉衣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