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柿子熟了 免费来尝

家住诸葛镇马村的马晓峰这两天犯
了愁：他在诸葛煤矿水库东侧的 15亩柿
子陆续成熟了，由于缺少销售渠道，柿子
很难卖出去，如不及时采摘，大量熟透的
柿子只能烂在枝头。

“与其烂在枝头，不如让人免费品
尝。”马晓峰告诉笔者。这几天，闻讯赶
来的市民络绎不绝。果园里，金黄的柿
子挂满枝头，有的还把树枝压弯了，市民
边摘边吃，兴高采烈地与同伴分享摘柿
子的乐趣。

据马晓峰介绍，他种的柿子名叫日
本甜柿，个头小，口感脆甜，可直接食用，
比本地涩柿早成熟一个月。

“8月20日持续到10月中旬，是柿子
的成熟期。人们可以直接来果园摘柿
子，免费品尝，若要带走再算钱。”马晓峰
说。

另外，马先生提醒市民，摘柿子的时
候要注意安全，不要折断柿子树枝，以防
受伤。

张晓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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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十二年如一日把一件简单
的事情做好，更是不简单。64岁的李良杰，是佃庄镇东大郊村
农民，他12年如一日看护辟雍碑，在乡里传为美谈。

“辟雍碑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一会儿不见就心慌”

“爷爷，有人来看碑。”8月2日上午，当笔者来到佃庄镇东
大郊村李良杰的家门口时，他5岁的小孙女拉着奶奶的手转身
就跑，蹦蹦跳跳地回院子里找爷爷。

李良杰刚骑着三轮车从地里干活回来，他满头大汗，手里
攥着两捆豆角，看到笔者，他顾不上手里的活儿，连忙带我们去
参观辟雍碑。

村内小街北，离李良杰家50米远，一处民房院落门头上写
有“太学国宝”四个大字，昭示着这里的与众不同。打开门锁，
走进院内，映入眼帘的是迎门而立的照壁，上面画着一亭一碑，
那碑就是辟雍碑。越过照壁，小路幽静，辟雍碑静静地矗立在
那上着锁的铁门后。

辟雍碑高3.22米，由整块青石雕成。站在碑前，你能真切
地感受到它的气魄与威严。难怪有人称辟雍碑为“巨碑”，仅碑
额就高达1.17米。碑额两侧刻有浮雕蟠龙，栩栩如生。碑额用
隶体题写“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
颂”23个大字，“皇帝”及“太子”几个字皆跳高一格书写。碑正
面碑文共1516个字，用隶体书写。碑阴为题名，共10列。当额
处的1列为15行，其余各列每列44行，每行字数不等，亦为隶体
书写。题名者共408人，分别写着其身份、姓名、籍贯等。

李良杰告诉笔者，“辟雍”二字很生僻，很多人不知道啥意
思，他也是听一些来看碑的专家介绍，辟雍就是太学的意思。

李良杰说，在碑还未圈墙保护之前，这里就是个杂物堆
——玉米杆、破筐子、烂锅等，再加上杂草丛生，没人愿意往这
里来。2001年，村民集体捐资３万余元，为辟雍碑修了现在这
个“家”。房子建起后，他又对院内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了净
化。与其说这里是国宝所在地，倒不如说是他的另一个家。他
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参观完辟雍碑，有一个细节让笔者深受感动。走出大门
后，笔者没有看见李良杰，再拐回门内，发现李良杰正在锁铁
门，即使锁好了，他也要再摸摸锁眼，反复看看，接着他又对小
路两边的花草树木细细检查了一番，最后才把院门上锁。“习惯
了，我每天都这样检查。”

看见笔者手里带的相机，李良杰的邻居告诉笔者，李良杰
也不知道图个啥，自己守了个“金砖”却在过苦日子。

“咱也不图啥，这是国宝啊。”李良杰说。据笔者了解，李良

杰每天都要往辟雍碑所在的小院去上三四趟，清晨、中午、晚上
一次不差，尤其是晚上，多的数不清。“多年了，辟雍碑就像自己
的一个孩子，一会儿不见就心慌。”

“要对得起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李良杰是个农民，没啥文化，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下劲儿
保护辟雍碑？李良杰笑了：“咱要对得起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李良杰告诉笔者，他小时候常在辟雍碑边玩，那时候只当
这是一块儿刻着字的大石头，不觉得它有啥特别。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即使知道辟雍碑是镇村之宝，他也不明白为啥这块石
头是个宝贝。

和辟雍碑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时间久了，李良杰对辟雍碑
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常常有很多专家学者来看碑，”李良杰
告诉笔者，“专家告诉我，辟雍碑记载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和他的
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的事迹，它对研究我国一千六百多
年前晋代教育、对考察学生分布情况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专家
说，辟雍碑的晋隶书法灵活，似用改制的扁笔书写，这对古代书
法艺术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李良杰骄傲地说：“辟雍碑是我
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晋代碑刻，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996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的是国
宝呢。”

“村里人一辈子也没啥机会看到国宝，现在国宝就在俺家
门口，你说我能不护着它吗？”李良杰一边拿出一个小本，一边
对笔者说，“我正在写《辟雍碑管护记》，争取早日写完，让更多
的人了解辟雍碑，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为了它，我得罪了不少人”

辟雍碑自1931年以来，一直存放在村里。当时，一位姓黄
的村民修墓时偶然挖出了辟雍碑，时任洛阳第六区区长的李之
斌是东大郊村人，他听说此事后，为了防止辟雍碑被人盗挖，就
组织村民挖出辟雍碑并保护起来。消息传出后，有文物贩子来
到村里，声称愿用五块银元买一个字。有的村民提出砸碑卖
字，李之斌极力劝阻，辟雍碑才得以保存下来。期间，辟雍碑一
度成为村里的“提款机”，村里没钱，就打拓片，拿到北京卖，一
块大洋一张。1958年，郭沫若专程来到东大郊看碑，辟雍碑的
名气越来越大。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觊觎着辟雍碑，想靠辟雍
碑拓片赚钱。

“现在，辟雍碑成国宝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就怕有人
偷偷去拓片，拿出去卖。”李良杰说。

“街里街坊找过你吧？”
“找过，为了它，我得罪了不少人哪，街里街坊也不理解我，

我有理说不清啊。”
2011年春天，李良杰的侄女找工作，想要一副辟雍碑拓片，

李良杰想都没想拒绝了：“咱不能管不住自己的门，谁来都一
样，不行！”

“俺一家人都支持他”

夜里两点，李良杰的老伴儿睡不着，她起床开灯，披件外套
就出屋了，在家门外，她来回踱步，耐心地等着，直到见到老伴
儿的身影，她才回屋睡觉。“每天夜里一两点，他都要出门看看，
检查一下碑有没有事，他不回来，我就睡不着。”李良杰的老伴
说，“有回他还生着病，都这把老骨头了，也不知道偷懒一回。”

今年收麦，李良杰在自己家的平房上呆着。他一边心急家
里的麦子收好了没，一边眺望着有辟雍碑的院落。“麦子在地
里，我很着急呀，农忙时，我也顾不上家，我还得招呼来看碑的
人。”

在笔者正和李良杰说话的空当，他的孙女从屋里拿出了李
良杰的文物保护员证，递到笔者面前，她害羞地跑到爷爷身后，
不时地偷偷朝笔者看来。“每次家里有人来，她都会从屋里拿出
这个证。”李良杰抱着孙女笑着说。

在李良杰的屋里，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鼓鼓的装满纸张的文
件包，翻开一看，里面一沓沓全是有关文物保护的文件，有的纸
张已经泛黄了，有的是刚刚印出来的，“我把文物保护的文件都
收集起来，咱也学学文物保护的有关政策。”

笔者了解到，除了守护辟雍碑，李良杰还多次参与到野外
的文物保护活动中，只要有文物保护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还
多次被评为优秀文物保护员。在村里，他积极宣传文物保护
法，现在街里街坊都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

“现在，村里加大了对文物的宣传保护力度，谁想偷偷拓
片，村里人都饶不了他；村里还专门设了举报电话，就是我想拓
片，也有人监督啊！”

采访结束时，李良杰的老伴儿告诉笔者：“辟雍碑在他心里
比啥都重要，看护国宝，俺一家人都支持他。”

走村寨
说故事

国 宝 守 护 人 李 良 杰
张晓晨 郭汀喜

一个身有残疾的乡村教师，把33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
淀为精神的沃土。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了生活中最为深奥
的问题——做人，就应该踏踏实实。33年的光阴，青丝变白发，
不变的是对学生的那一份真情。他，就是韩安民。

在平凡中坚守三尺讲台

一桌，桌上是摆放整整齐齐的教案；一床，床边是贴的发黄
的报纸。锈迹斑驳的吊扇吱吱呀呀地晃着，在这间住宿兼办公
的“陋室”内，笔者见到了韩安民老师。

韩安民，诸葛镇韩村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右腿因小儿麻
痹而留有明显残疾，从教33年。

韩安民的基本情况平平凡凡、简简单单，谈不上可歌可泣，
更谈不上惊天动地。如果告诉你，从1978年从教至今，整整33
年了，他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早退过一次，更没有旷课过一
次，所教的学科在全镇每年的考评中总是名列前茅，你信吗？
你还认为他平凡吗？

该镇中心校的常雷鸣老师说：“韩老师这辈子不容易！”
1979年，韩安民22岁，到韩村小学做了一名代课老师，月

薪60元，这样的工资标准一直到1995年转正后，才有所改观。
整整15年，一个月60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不是没动过
辞职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韩安民告诉笔者，20多年前，一位老校长对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老校长说：“民师工资低，待遇也不好，
你可以干，也可以不干，但干就要踏踏实实，咱不能耽误了孩子
们！”正是这句话，让他变得心无旁骛，一头扎进教书育人这个

行当，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到如今的两鬓霜花，一干就是30多年。

在平静中满含热忱

韩安民今年55岁，家就在韩村。
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开校门，看护学生做值日，然后

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放学了，总是等学生离校后，
才最后一个离开。

学校的门窗坏了他修修，花坛的草木乱了他剪剪，同学间
闹矛盾了他劝劝……韩安民的生活平静如水，波澜不惊，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

1998 年，韩安民到刘沟小学支教，刘沟小学在南部的山
上。学校考虑到他身有残疾，走路不便，就说换别人去吧。他
坚决不答应，说，“俺能行”。韩村到刘沟七、八里的山路，正常
人骑车都费劲，他却从春暖花开骑到漫天飞雪，风雨无阻，每天
骑自行车往返于韩村和刘沟之间。一年里，没耽搁过孩子们一
节课，年终考评，他所教的二年级和四年级数学全镇第一。

“到刘沟支教，家里的农活咋办？”
“咋办？老婆干啊！”韩安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不怕你笑

话，只要是学校的事情，我浑身都来劲儿，其他事情都没这（教
书）要紧。”

去年12月，韩安民的爱人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中年丧妻的他，强忍悲痛安葬了妻子，两天后便重又回到了
讲台。“没必要急着上班，应该在家歇一歇，等缓过劲儿了再去学
校”，笔者说。韩安民沉默了一会儿，说：“说我心里不疼是假的，
但一到学校，见到孩子们，心里所有的烦恼和疼痛就都忘了。”

少年夫妻老来伴，笔者能体会眼前这个中年汉子内心的愁
苦，但更能体会他看似平静的外表下一颗对工作满腔热忱的
心。

在平常中一丝不苟

农村小学，人手少，课业重。韩安民除了担任毕业班数学
课以及班主任外，还负责着学校的安全工作。

4月28日下午，韩安民上完课，发现学校墙头的几块砖松
动了，就独自搬来梯子，迈着并不灵活的双腿吃力地爬到墙上，
准备把砖换掉，不小心一脚踩空，“咕咚”一声，从两米多高的墙
上摔了下来……经医院鉴定，韩安民手腕骨折，需打石膏固
定。在处理伤口时，他疼得直冒冷汗，同去的几个老师都禁不
住落泪。

爱人刚刚离世，自己又骨折，真是雪上加霜。韩安民这下
肯定是不堪重负。可处理完伤口，他便兜着打了石膏的胳膊来
到了学校，老师们都劝他：“急着来学校干啥，不再歇一段时
间？”他说：“伤的是左胳膊，不耽误右胳膊写字啊……”

世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韩安民有个“焦麦头天”的比
喻，说是农忙季节到了，学生也进入了本学年的收尾阶段，这也
叫“焦麦头天”！韩安民说：“‘焦麦头天’是他一年中最忙的时
候，地里要夏收夏种，学生这边要中考，都是大事，一点儿都不
能马虎。”

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
和韩安民在校门口挥手作别，蒙蒙细雨中，他鬓角的白发

挂满了雨珠……

韩 安 民 ：粉 笔 无 言 写 春 秋
苗君甫 阮现武

4699户家庭获218万元独生子女奖励

伊滨讯 今年以来，我区认真抓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优惠政策的落实，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的适时、足额发放。截至目前，已为全区4699户独生子女家
庭发放奖励费218万余元，发放到位率100%。 （李真真）

11名竞聘校长走上新岗位

伊滨讯 8月20日，11名校长通过竞聘走上新岗位。为
加强校长队伍建设，区教育中心按照“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
学校”的理念，一改以前任命校长的做法，在暑假期间开展校
长竞聘工作。此次共设置11个竞聘岗位，59名教师参与竞
聘，在区纪检及人事部门的全程监督下，经过笔试、演讲答辩
和民主测评，这11位优秀教师脱颖而出。 （王顺杰）

志愿服务活动受欢迎

伊滨讯 8月26日，我区志愿者在诸葛镇开展敬老志愿
服务活动，为空巢老人以及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帮助。根据
统一安排，本活动将于每周五、周日开展，持续到9月30日，服
务内容为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
体。

棘针变枣树，这些孩子有一手

伊滨讯 你能把棘针变成枣树吗？西棘针小学的孩子们
就能。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学习了拉枝、剪枝、环剥、嫁接等
枣树管理技术，今年5月，终于在棘针上成功嫁接枣树。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校外实践活动的文件精
神，2011年，西棘针小学把村民韩朝强的枣园定为劳动实践
教育基地，师生每个月到枣园学习、劳动一到两次。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枣树管理技术，并动手把100多
棵棘针（葛针）嫁接成枣树，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如今满园的枣树，不仅开了花，还挂满了枣子，品种达60
多种。 （倪俭康 马晶蕊）

上门服务暖民心

伊滨讯 “真是太感谢政府上门服务啦！像俺这种腿脚
不利索的，还真经不住那折腾。”面对区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
佃庄镇河头村村民李运通高兴地说。

8月17日至20日，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携带电脑、照相
机、指纹采集器，对佃庄镇河头村李运通、首阳山郭坟村杨金
才、省工人疗养院（诸葛粮所）袁少庭、缑氏官庄村杨玉度等6
名离退休人员进行指纹采集上门服务。

据悉，为方便患重病或卧床不起的离退休人员进行指纹
采集审验，社保中心安排专人负责，深入到香山水泥有限公司
采集指纹。截至目前，300多名离退休人员的信息采集工作
已基本完成。 （孟新建）

瞧！红绿灯亮了

伊滨讯 近日，大家发现，我区主要交通路口的红绿灯亮了。
这是交巡警大队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便民

举措。
据悉，我区交通主干道路口安装的部分红绿灯由于电力

供应不到位无法正常开启。针对部分群众交通意识淡薄，交
叉路口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的情况，交巡警大队积极协调，争取
资金25万元，购置了6台新款移动式太阳能红绿灯。8月18
日配发到位后，他们立即请专人在信号灯下安装了固定底座，
安装到辖区各盲点路口。此举大大提高了群众出行安全感，
有效降低了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 （许鹏楠）

图为义诊现场。 王会婷 摄

学雷锋 讲文明 树新风

你有困难 我来帮办

庞村镇开展“零上访村”创建活动

伊滨讯 为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
序，庞村镇积极开展“零上访村”创建活动，夯实信访第一道防
线。该镇重新明确各村党支部书记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
负责全村信访协调、处理、稳控工作，镇信访部门对各行政村
信访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考核。镇政府每年从各村经费中扣
除 4000 元，按 1:1 比例配套资金，作为信访工作专项奖励资
金，对每月“零上访村”进行奖励，激励村组干部协调解决信访
矛盾、化解苗头性不稳定因素。每月7日前，镇“零上访”工作
领导小组根据各村上访量情况，公布当月考核结果，连续两个
月排名末位的行政村，要向镇党委、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王海燕）

佃庄镇给垃圾找到了“家”

伊滨讯 这些天，相公庄村的李大妈逢人就说：现在真
好！每天都有环卫工人上门收集垃圾，再不用把垃圾堆放到
家门口了……

佃庄镇地处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区。近年来，随着伊洛
两河“四岸”的治理开发，生活垃圾处理难问题成为考量政府
管理能力的一大难题。以前离河滩近的村子就把生活垃圾堆
放在河堤旁，远一点儿就堆放到村口路边儿，环境脏乱差，蚊
蝇乱飞。为彻底改善村民生活环境，该镇与偃师市首阳山镇
协调一处荒沟，建设垃圾填埋场，专门处理生活垃圾。并将全
镇19个行政村划分为4个大片区，每个片区设立一个垃圾集
中堆放点，配备一辆垃圾清运车，专人负责按时入户收集垃
圾，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郭汀喜 刘会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