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诸葛一中的庞
明山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他用孝顺诠释着

“家庭”的含义，让传统的孝道渗入生活的每个
细节——

庞明山的温度计

在庞明山屋里的显要位置，挂着一支温度计，和笔
者说话时，庞明山不时地去看这支温度计。面对笔者
的好奇，庞明山说：“你可千万别小看了这支温度计，
这是我为了照顾母亲专门去买的，我得靠它观察室内
温度。”

去年 2 月，庞明山 83 岁的母亲突发脑梗塞瘫痪在
床。庞明山兄妹5个，有的上班有的打工，集体商量后，
一致决定每家轮流照顾半个月。

庞明山是诸葛一中的后勤工作人员，负责全校的水
电、水泵和管道的维护工作。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一刻都离不开人。轮到他照顾母亲的时候，他就把母
亲接到学校，这样干工作和伺候母亲就两不耽误。

生病以后，母亲脾气坏了不少，容易着急，尤其是对
温度特别敏感，屋里温度高了低了，都受不了，于是庞明
山买来一支温度计。经过细心观察，他发现把室内温度
控制在20度到28度之间，母亲就平静多了。

“老小孩，老小孩。都说人老了就像个小孩子一
样。”庞明山对这话感同身受。母亲神智时而清醒时而
糊涂，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要躺下。母亲夜里睡觉不
让熄灯，庞明山就整晚整晚地陪母亲说话。如今，庞明
山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忙完了手中的活儿，他就会守
在母亲的床边，和母亲唠嗑，给母亲挠痒，伺候母亲大
小便。

母亲口味淡，爱吃甜食。有一次上医院检查，医生
说老人家缺钠，庞明山根据医生的建议，特意制定了一
份食谱和调养计划。

“照顾母亲就跟照顾婴儿一样，一日三餐既要限量
又要有营养。”庞明山说，“每隔两小时喂一次饭，每隔两
小时翻一回身，每隔两小时做一次按摩……我们兄妹5
个都按计划做。”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庞明山说：“伺候老
人，是子女应尽的本分！” （苗君甫 倪俭康）

红绿灯被盗 群众“伤不起”

近日，笔者从区交巡大队获悉，伊洛大道高铁路口、
开拓大道高铁路口两处红绿灯被人为毁坏，2块太阳能
电池板、4个电瓶、一个信号灯总控制器被偷走，损失四
万多元。

“红绿灯维护的是交通秩序，保护的是我们生命财
产安全，破坏红绿灯设施的人，真是缺德！”网友“洛阳牡
丹120”在伊滨吧发贴表达了自己的愤慨。网友“积雪草
00”也直言，这丢的不是红绿灯，是素质，甚至有可能是
命，这种人，抓住应该严惩。

据交巡大队民警介绍，被盗的路口都是交通要道，
车流量较大，过往行人也比较多，路口红绿灯的失窃极
易给交通安全造成隐患。为此提醒过往司机和行人，经
过这两个路口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据了解，发现红绿灯被盗之后，区公安分局十分重
视，立即责成诸葛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新设施安装之
前，交巡大队加大了这两个路口的巡查力度，及时引导
过往车辆安全通行。同时，公安部门也希望群众在发现
偷盗路政设施的行为时要及时举报。

偷的不是灯，是命！

盗亦有道，这是《庄子》里面的话。庄子说的“盗亦
有道”是：日子过得不好的不能偷，家中发生不幸的不能
偷，威胁到别人安全的也不能偷。然而时至今日，用来
保障交通安全的红绿灯竟被人偷了，想到车祸猛于虎，
让人不寒而栗！

一夜之间，两个路口的红绿灯都被人毁了。没有了
红绿灯，通行秩序就很难规范，交通安全也很难保障，也
与建设和谐、美丽伊滨格格不入。

文明失窃了，隐患埋下了，只有无德之人才会做如
此无道之事。偷的东西或许卖不了多少钱，但造成的损
失是巨大的。红绿灯事关道路通畅与人身安全，如此偷
窃，怎能不让人愤慨与叹息！倘若因此出了事故，就有
谋财害命的嫌疑了。

文明关乎城市形象，安全关乎性命安康，只为蝇头
小利，便取不义之财，殊不知，偷的不是灯，是命！

（陈杰 许鹏楠）

微 话 题

群众殷切盼望《伊滨新讯》改扩版

编辑同志：

读到近期出版的《伊滨新讯》，使人耳目一新，如沐
春风。采编人员精心采编的大量的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关注民生的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似战斗号角，鼓舞
着全区人民集中智慧，万众一心，迎难而上，书写着伊滨
新城开发建设的壮丽篇章。

为使《伊滨新讯》办得更好，发挥更大作用，群众有
两盼：一盼半月刊变周报，使她与经济发展、开发建设
相适应，以免新闻变旧闻，使她变得更有时效性、可读
性，以满足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二
盼采编人员持续“接地气”，使《伊滨新讯》成为群众不
竭的精神食粮。

寇店镇杜寨村 杜阳春

读者来信

笔者手记：“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勾起我们美好的回忆。去
年，“爱情天梯”故事里的刘国江、徐朝清两位老人
感动了中国，让我们相信自有真爱在人间。如今，
宋福有与宋英子的相知相守，也让我们懂得，世间
仍有相濡以沫的真爱，仍有历久弥坚的相伴，让我
们懂得了婚姻是一生不变的承诺和守候。

4月7日中午，笔者在诸葛镇西棘针社区见到了今年68岁
的宋福有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宋英子。春日温暖的阳光下，两人
显得平静而满足。

突发重病

宋福有原本有个温馨幸福的家，日子虽不富有，但也有滋
有味。

2003年10月3日，正在地里种麦的老伴儿突然栽倒在地，
经医生诊断，是脑梗塞！自此，老伴儿除了生活能基本自理外，
家里地里的活都不能干了。

为给老伴儿治病，宋福有四处寻医。他们找过偏方，做过
针灸，看过中医，每年吃的中药不下两百副，病情也不见有什么
好转。就这样，在病情的反复中，宋福有陪老伴儿度过了4个
年头。

2007年端午节那天，宋福有陪老伴儿输液，中午输完液回
来，老伴儿喊了一声疼，就不省人事了。再次醒来，老伴儿彻底
瘫痪了——不能动，也不能开口说话。

瘫痪后，老伴儿什么都怕，怕生人靠近，怕大的声响，怕单
独一人……她一怕，眼泪就会流个不停。但只要宋福有在身
边，拉着老伴儿的手，老伴儿就会很安心。

相濡以沫

早上7点，宋福有就要起床、淘米、洗菜、做饭，然后伺候老
伴儿大小便、穿衣……宋福有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 10
年，习惯了。

看天气不错，宋福有把老伴儿推到外面晒太阳。老伴儿
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宋福有不时地替老伴儿擦擦流下来

的口水。每隔一会儿，宋福有就把老伴儿抱起来，让她站半
分钟。“不能老坐着，对身体不好。哪怕站几秒，她也很高
兴。”宋福有说。这期间，宋福有和老伴儿的手一直紧握在一
起，没有松开过。

多年来，宋福有和老伴儿早已成了“连体人”。虽然老伴儿
不能说话，但是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宋福有都心中有数。

邻居也感慨，这对夫妻，真不容易！老宋就是宋英子的“翻
译官”，旁人看不懂的手势，他一看就明白。

男儿有泪

已经68岁的宋福有除了要照顾瘫痪的老伴儿，他还要伺
候年迈的母亲。

“母亲93岁，去年2月份去世了。”提起母亲，宋福有哽咽
了，“母亲和妻子都要照顾，那段日子真难！”

宋福有兄妹 3 个，他们商量着，母亲每家轮流照顾一个
月。因为宋福有家情况特殊，兄妹们想着就别让他照看了，宋
福有却说：“这是咱妈，再难也要照顾。”

刚开始伺候母亲那几年，母亲还能自己拄着拐杖在村里到
处走走，妻子也能自理。宋福有除了多操点心，日子过得也不
是很难。

2007年5月的一天，母亲不小心摔坏了胯，再也站不起来
了，也是这一年，妻子彻底瘫痪。宋福有肩头的担子一下子重
了起来。同时要照顾两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宋福有说：“有时我
觉得自己都要撑不下去了，但是再难也要坚持！”

母亲老了，怕孤独，不愿单独住，而老伴儿身边也是一刻不
能离人，宋福有决定，三人同住一间屋子。晚上，宋福有不断起
身，一会给老伴儿翻翻身，一会去看看母亲。

“伺候母亲，一晚上最多起来过九回。”宋福有说，“老伴

儿就更不用说了，只要她一醒，就得翻翻身，一晚上少说也得
四五回。”

不离不弃

宋福有家里有3个可移动的座便器，是他专门为老伴儿买
的。家里的台阶上，搭了个1.5米宽、8米长的厚实木板，这是他
专门为老伴儿做的。因为他和老伴儿住在后屋，老伴儿不想一
直躺在床上，想出去走走，看看太阳。于是他就用这块板为老
伴儿搭了个“专用通道”。

为了老伴儿，宋福有付出了太多。他可以整晚不睡，就为
了陪老伴儿听收音机。即使听着听着，老伴儿睡着了，他也不
敢关。因为只要一关，老伴儿就会马上醒来。

夜里老伴儿大小便，宋福有平均一晚上要起来五回。“刚开
始那会儿，她至少有一百五六十斤，抱不动，现在瘦了，能抱动
了。”宋福有笑了。

去年7月，宋福有因为心肺疾病开刀住院，直到现在，他的
胸口有时还会疼。“老喽。”宋福有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俺现在
就是老伴儿的拐杖！”

核
心
提
示

我是你的伴 你是我的拐
张晓晨 苗君甫 倪俭康

三
月
三

上
南
山

又是一年三月
三，万安山上人声
鼎沸、锣鼓喧天。

我区及伊川、
宜阳、偃师等周边
县（市）区的游人香
客纷至沓来，或游
山玩水，或顶礼膜
拜。万安山石怪林
密、清泉涌流、曲径
通幽，山顶建有祖
师庙，每年农历的
三月三，周边群众
有登山朝拜祖师爷
的习俗。

阮现武 摄

你见过用烙铁在木板或者丝绸上作画吗？在我区诸葛镇
司马社区就有这样一位农民，痴迷烙画创作几十年，无怨无悔，
作品行销全国。日前，笔者走访了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梁全来，听他给咱们说一说神秘的“烙画”。

一枝独秀的伊滨烙画

大家都知道洛阳牡丹甲天下，但很少有人知道咱伊滨的烙
画也是名声在外、不可小觑。

梁全来的烙画《清明上河图》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帆船委员会举办的“扬帆奥运”工
艺美术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该作品由8幅长2.5米、宽1.34米
的画板组成，比原画放大7倍，其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美在当今
烙画界极为罕见。

前不久，一位台湾同胞慕名拜访梁全来，欲出资50万人民
币购此画，梁全来婉言谢绝。梁全来说，他希望能在合适的时
候把这幅画捐献给国家。

除了《清明上河图》，梁全来最得意的作品是《秋趣图》——
盘旋环绕的葡萄藤以清晰自然的纹理展示出岁月的痕迹，细致
均匀的勾勒与随形赋色的晕染诉说出叶的韵致，细若发丝且优
雅翘曲的秧须唱着欢快的调子……让人很难联想到这是铁与
火共舞的效果。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烙画是一门陌生的画种，梁全来饶有
兴致地给笔者唠起了他结缘烙画的往事——

梁全来小时候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上课时照着连环
画和书本上的小人描红；大人们在田间干活时，他就捡根树枝
蹲在地头画田野的风景和人物；有时父母会给他钱让他去小卖
部买个油盐酱醋啥的，他就把剩余的钱攒起来买图画纸。慢慢

地，梁全来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小画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全来在洛阳市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

《烙画技巧》，他被书中内容所吸引，当即掏出了口袋里仅有的
三元钱把书买了下来。为此，他没钱吃饭，没钱坐车，饿着肚子
走了50多里回到家。从这之后，梁全来就和烙画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买来火钩和螺丝刀，开始尝试着在废弃的木板上进行
烙画创作。

为了进一步扩展烙画题材，他决定买个相机把外面的大好
风景照下来，作为自己烙画的底本。可当时家里连温饱都解决
不了，哪有闲钱买相机？梁全来狠狠心拿出六百斤救济粮换了
一台牡丹牌相机。当时，梁全来的大女儿还未满两岁，见他把

一家人的口粮都给粜了，妻子气得大哭了一场。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

到生时是熟时。”梁全来正是靠着对烙画的那一份痴迷，终于形
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烙画也成了一张宣传洛阳的“名片”，
走向全国。

对于烙画，梁全来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你知道吗？烙
画不仅有中国水墨画的气韵，还有浅浮雕艺术的视觉冲击力，
是中国画中一个极为珍贵的品种，被收录到世界重点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梁全来说，“烙画的创作过程和技法极为
复杂，不仅要注重把握火候和力度，更要秉承中国画‘意在笔
先，落笔成形’的精髓。”

梁全来在他的烙画作品《山泉牧归》中，不仅以铁笔巧妙运
用了勾、勒、点、染、擦、白描等各种中国画技法，还以深浅有致
的色调清晰地展示出近、中、远景的层次感，且纤细入微，画中
山石、水流的自然之势于细腻自然的纹路肌理中浮现出来，以
单纯古朴的烙画色彩透视着世外桃源般的悠然意境。

谈及下步打算，已届花甲之年的梁全来依旧雄心不已，他
说，一枝独秀不是春，他希望能办一所专业的烙画学校，将这门
古老的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相关链接：

烙画，又称火针刺绣，“火笔画”。“烙画”是以烙铁为笔，高
温代墨，利用碳化原理和控温技巧，在竹木、宣纸、丝绢等材料
上烙绘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的中国特种工艺美术。相传烙画源
于秦汉时期，最早是工匠们为美化木制家具而以烙铁在家具上
烙制花鸟鱼虫等图案形成的技法。

烙画具有较强的立体感，酷似棕色素描和石版画，因此烙
画既保持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具有西洋画严谨的写
实效果。

一枝独秀不是春

——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梁全来

万安山下“烙”丹青
阮现武 王振华 倪俭康 文/图

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艰难才
能体现爱情的珍贵。宋福有与妻
子结婚 44年，妻子患病 10年，5年
瘫痪在床，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
弃。宋福有既是妻子的老伴儿，又
是妻子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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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梁全来在介绍《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过程。

孝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