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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月
□ 张长贵

三月的太阳

热情，奔放

山腰，一片菜花开得烂漫
蝴蝶停留在一朵花上

渲染一缕思念

祭奠结痂的破茧之痛

风儿也来寻春，所到之处
花瓣献上曼妙的舞姿

迷醉了一缕春风，也迷醉了我的心

湖岸边的柳枝

悄然绽出一串串小小的芽苞儿

灵动的嫩芽儿

先是鹅黄，继而嫩绿
直至一片深绿

摇掉冬夜残梦，抛来春日媚眼
风起处，迎面而来
一个诗意飞扬的春天

大街上，公园里，爱美的姑娘
早已换上了时尚性感的装束

街心公园，大妈们也不甘示弱
换上了轻松舒适的运动衣

舞动健美的身躯，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一群小朋友，放着风筝奔跑
长长的细线，牵动童心
展翅翱翔的风筝

承载幸福美好的年少时光

宜人的三月

美得就像一首诗

美得就像一幅淡淡的山水画

醉心的风景，仿佛披上一件件彩衣
舞在春天的花丛中，曼妙、风情
或许，这就是春风
为什么一个劲地抒写诗章

为什么一个劲地演绎岁月芬芳的缘由

宜人的三月

如怀春少女有许多心事

宜人的三月

属于女人舞动的裙裾

“粉黛不加饰，姿容应春媚”
宜人的三月

属于诗人与文人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走进三月

春风和暖，思绪如潮
走进三月

便跨进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季节

跨进了一个色彩斑斓

亦真亦幻的美丽王国

→卫卫风风新新唱唱

通才廉吏孙国
□ 周进鹏

与伯父勤勉励学，同为三甲进士 ，成就濮
阳科举佳话；一生守正奉公，“著廉直声”，被同
僚誉为“四知先生”；忠职履守，善治潞安，两任
按察副使、整饬兵备道。 这位乡贤是明嘉靖时
期的通才廉吏孙国。

孙国，生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字子道，
又字道甫，号右川，直隶开州田丈村（今濮阳县
城关镇后田丈村）人。

孙国命运多舛，童年即遭不幸，父亲少壮
病故。 伯父孙聪敞开父辈胸怀，给了孙国更多
疼爱、关照。

孙聪，字用晦，号夷庵，明正德六年（1511）
进士。 发现孙国“幼即颖异，九岁就外，传凡诵
读一过即了悟”，伯父对孙国尤其赏识，寄予更
大期望。 出任合肥知县时，伯父“携以从，择师
教之”。 返回家乡后，孙国矢志科举，于嘉靖十
四年（1535）登进士第。

次年春，伯父病故。 刚入仕途还未及报答
伯父的孙国伤悲不已。 堂兄弟让孙国分伯父一
半遗产，孙国婉言谢绝。 孙国念伯父抚育之恩，
对继伯母叶氏事之若母。

孙国初授工部营缮司主事 ， 谨遵伯父教
诲，对自己言行举止要求甚严，迈好宦历第一
步。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嘉靖帝生母蒋皇
太后去世。 按其授意，嘉靖帝生母当返葬位于
今湖北钟祥的显陵，与嘉靖帝生父合葬。 根据
规制，“工部遣官而主事其次”。 其时，中原地区
遭灾 ，社会治安不好 ，有人怕担责任 ，推诿扯
皮，设法让孙国受命。 孙国毅然受命，出色完成
任务。 此行初展才略，也令同僚刮目相看，夸赞
孙国能负大任。

嘉靖十八年（1539），孙国升任工部员外郎，
后又补户部浙江司员外郎。 不久，又升任工部
虞衡司郎中。 在受命建造麦庄桥（在今北京海
淀区）官盔甲厂期间，一起共事的宦官头目曹
某、吕某，贪婪凶残，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处处
刁难孙国。 孙国奋不顾身，力为裁抑，与他们斗
智斗勇。 宦官多敛财，而盔甲厂一年减省开支
近四十万元。 孙国秉公处事，遭到一些同僚的
忌恨和责难。 明中期的世风日下、官场贪腐之
风，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孙国出任山西潞
安（今长治）知府。其时，潞安府设立不足 20 年，
“宗藩多跋扈，弗若化，百姓恒患苦之，而守土者
力亦莫能禁”。

孙国伯父长期在地方任职，其宦历官德为
孙国指点了要津、树立了榜样。清光绪《开州志》
载，孙聪任合肥知县期间，体恤百姓，节省开支，
民甚安之。 在平凉、庆阳知府任上，多惠政，断
案如神，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君。

孙国到潞安后，讲究策略，以理服众。 潞安
所辖屯留县有一富豪申某，因殴打本县职官，依
法应该治罪。 申“暮夜持千金行贿公”，孙国不
为贿金所动，毫不留情，并把申某和贿金交于大
巡，获大巡赞扬：“吾今日复见伯起（杨震，字伯
起， 东汉廉吏）， 遂与巡抚一同向朝廷举荐孙
国。 ”

在任三年，孙国注重教化，引领社会风气。
孙国极力支持所辖上党县重修德风亭，以此为
文化地标感化教育民众。 所辖长子县有座东岳
庙，声名显赫，也给不法者可乘之机，他们奸污
信女、愚弄百姓。孙国感到有辱风化，败坏良俗，

此风不可长。 他不惧鬼、不信邪，决心下气力整
治。 他下令捣毁庙宇，把拆下的材料用于修缮
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潞安风气大为改观。

孙国深得百姓爱戴， 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潞安遭遇大旱，百姓心急
如焚。 孙国在五龙庙前率众祈雨。 第二天早上，
“雨如注，四野霑足，民率欢舞”。 当地士绅在府
前立碑，聘请三甲进士、行人司行人张云路撰
文，以示纪念孙国功德。

同年，孙国出任山东提刑按察副使 ，整饬
蓟州兵备。 其时，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
对明朝“贡市”不遂发动战争，烧杀抢掠，威胁
京师，朝野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各地纷纷勤
王，保卫京师。 围绕战与不战，朝廷内部意见不
一，嘉靖帝态度摇摆不定。

刚刚上任十几天的孙国带兵赴援。 蓟州百
姓俘获 3 个俘虏，有人建议：“杀此可自赎也。 ”
孙国不同意：“投降本以为生，杀之则塞其来降
之路，且损吾天理矣，可以弭罪之故而杀图生
之人乎？ ”其意见没有被执行，加之“檄兵赴援
嫌迟”，事后遭到调查。 《明世宗实录》载，嘉靖
三十年（1551）正月，“密云兵备、（山东按察）副
使孙国，通州知州詹贽，昌平州知州萧文明，莅
官未久，情有可原”，孙国等 7 人“姑免究”。

虽然没受到追究，孙国心中却颇有不快，感到
对不起伯父的栽培和期望， 有负于自己多年孜孜
以求的报国之志。孙国平时身体不好，此刻更感心
力交瘁。 他准备告老返乡，不再参与政事。

后来， 孙国又带病出任陕西提刑按察副
使、整饬临巩兵备。 虽经三年调理治疗，孙国病
情仍不见好转。嘉靖三十三年（1554）初，孙国病

情加重。四月初一，这位廉吏能臣带着未了的心
愿，饮恨病故于直隶河间府沧州，享年 51 岁。

乡贤身故去，一代英名传。 与伯父一样，孙
国一生崇德持廉，居官甚有廉誉，扬历二十年，
家计无所增益， 盖冰蘖之操与夷庵宪副先后一
辄也。他去世后，“缙绅大夫无论知不知，无不共
惋伤之”。

清乾隆《潞安府志·名宦》，称孙国“政持大
体，治出通才，兴利革弊，四民各得其所”。 清光
绪《开州志·循吏》，称孙国“著廉直声”。 进士及
第、翰林院国史检讨、征仕郎、参与大明会典撰
修的同乡晁瑮为其撰写墓志铭，发出“造物者不
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弃不获，大究厥成兹又
可悲也。 如公雄材英略，旁不见曹伍世岂多。 觐
其遇事，他人缩衂己独奋前，尝有诡言，官无以
逾”的感慨。

孙国能文能武，诗歌功力深厚。他的诗别开
生面，清新可诵，在家乡很有影响。 八都三尚书
之一王崇庆主纂明嘉靖《开州志》收录 8 首孙国
诗作，是孙国仅存的诗文作品。 今录一二，一睹
文采，也是对这位濮阳先贤的怀念与敬仰：

一

极目天光接水光，西湖胜溉碧源长。
堪伤前日新亭客，不固山河如系桑。

二

岸址宣防传胜地，遥遥潭脉逶迤过。
时惊霹雳兴烟雨，忧国谁闻云汉歌。

积 善
□ 杨庆茹

慈善是一件大事，也可以是一件小事。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一家要饭的。 他

们一家的日子全靠在村里乞讨、捡破烂维持
生计。

要饭的主力，是那一家人的母亲。 她衣
衫褴褛，蓬头垢面，人见人躲，还有一群爱闹
的孩子围着她嘲笑， 就算她的孩子见了，也
是远远地望着，并不会为她解围。

每逢过节，她挨家挨户地要饭。有些人，
听见是她的声音在喊门，就装聋作哑，仿佛
家里没人似的，并不理会那嘶哑又无助的乞
讨。然而，当她要饭要到我家的时候，母亲甚
是热情：听见敲门声，一边大声应和着，一边
脚不沾地地去给她开门， 把她迎到里屋，打
开橱柜给她几个白馒头， 舀满满一大瓢白
面，还把我们姐弟不穿的衣服包裹起来塞给
她。看到她来到我们家里，我心里甚是嫌弃，
嫌弃她身上那股味道，更嫌弃她弄脏了我们
家的屋子，但也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

好不容易她走了， 母亲知道我心里不
满，便安慰我说：“人这一辈子，多行善，便会
有福报。 ”

当时，我听得懵懵懂懂，后才知道母亲
这句话大有来头， 原句是出自 《易传·文言
传·坤文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

母亲不光救济村里要饭的，还救济外来
的乞丐。 只要有人乞讨上门，母亲无一例外
都把家里的饭食、衣服拿给人家。 碰到外地
的，母亲会多了解一下，问他们来自哪，家里
有没有孩子。 有时听完他们的介绍，实在是
觉得太可怜，母亲就把家里的粮食打包半袋
送给他们。 母亲的乐善好施，我们姐弟几个
耳濡目染，碰到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如果有
乞丐敲门，我们也会把吃的、穿的准备几样
送给他们。

母亲说：“救急不救穷，我们帮助的也仅
仅是眼前的几顿饭， 能不能把日子过下去，
还得靠他们自己。但是，人家都上门求助了，
咱们也不能拒之门外，把眼前的难关帮他们
渡过去，我们自己心里也会得到安宁。 ”

话虽这样说，母亲还是牵挂着身边的穷
人。本来，人家缺吃少穿的时候会上门要饭，
可是母亲消息灵通得很，听说人家缸里没有
了米，老人生了病，孩子没了衣穿，她就上门
送去。有时候，母亲还叫上大娘婶子，拿着家
里的食物衣服结队送温暖。 家里聚餐，院里
的人摆席，没怎么动的食物，母亲等人都会
给她家打包好留着。

一个热心肠，几个热心肠，到整个家族
的乐善好施， 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风。 而
今， 我们离开村子十余年， 母亲每次回去，
还会问她的消息， 给她捎带东西。 直到去
年， 母亲回来告诉我们 ， 那个人去世了 ，
活到 75 岁。

作为子女的我们， 母亲的言传身教，形
成了一种无形的慈善力量，种下了一颗慈善
的种子。 看到路边的大熊猫爱心衣物回收
箱，看到一座座爱心捐赠亭，我们都会走近
瞧一瞧，仔细阅读捐赠说明，或听取志愿者
的介绍，回到家里打包衣物，仔细分类。我们
知道，送出去的不只是爱心，还有灵魂的安
宁。

→金金堤堤出出发发

运河古村植此青绿
本报记者 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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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的一天， 记者赴南乐县元村镇曹
庄村采访，还未到村口，便远远看见田畴阡陌、
街头巷尾满是人。男青壮劳力在挖坑培土，大姑
娘小媳妇在施肥浇水，一派忙碌景象。人们走过
的地方，一棵棵树苗“挺身而出”。

“种子落土要踩墒，树也是。 这早春天气忽
冷忽热的，没准还会有倒春寒。 踩结实了，小树
苗才能扛得住风雨；踩结实了，小树苗才能扎根
快，憋着劲儿往上长。 ”村民崔振修一边给一棵
新栽的树苗踩土定植，一边乐呵呵地说。

“振修叔怎么也来了，不是没通知你们这些
年纪大的人参加吗？ ”正在为另一棵树苗浇水的
曹庄村妇联主席张可景说。

“义务植树，人人有责，年纪大的人也有责
啊。 再说，这是小常书记组织的活动，不叫俺参
加俺也坐不住。春来空气好，俺也正好来活动活
动筋骨。 ”

“敢情好。 ”张可景说，“那您老人家悠着点
啊。 ”

树苗笔直修长，枝头萌动新绿，记者一下子
认不出来是什么树。 张可景笑了，指着近处、远
处的树苗说：“金叶榆，这道路两旁的百八十棵，
还有村前村后的百八十棵，都是金叶榆，是小常
书记几经考察筛选引进的新品种树。 等到夏天
恁再来看，俺村就更好看了。 ”

崔振修、 张可景说的小常书记， 全名常濮
凯，南乐县人民代表大会派驻曹庄村第一书记。
崔振修和老伴体弱多病， 唯一的儿子又精神不
正常，说话行事有点儿没把门，缺乏自主生活能
力。前年冬天，常濮凯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发现
了这个问题，详细询问记录了他家的情况，帮他
们落实了“两不愁三保障”政策，他家从此有了
一份稳定收入。这解除了崔振修的一大心病，对
常濮凯怀有一份感恩的情义，故说“小常书记组

织的活动，不叫俺参加俺也坐不住”。
记者是从曹庄南头进的村， 此刻常濮凯正

带领驻村工作队员在村北头植树。 因为距离有
点远， 记者就和在近处忙碌的曹庄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曹世院攀谈起来。 “说实话，小
常书记刚来俺曹庄那会儿，大伙儿心里还嘀咕，
上面怎么给派了个毛头小伙子来？ 看那一张娃
娃脸，分明就是个孩子嘛！别说能不能开展帮扶
工作，能不能在村里住下来都难说。谁知人家不
仅把俺这当成了家， 还把家打扮得越来越漂亮
了，里里外外大变样。 小常书记就是不寻常，啥
事都要好……”说起常濮凯，曹世院赞不绝口。

二

“恁问大伙儿为啥都叫他小常书记啊，”张
可景笑嘻嘻地说，“这个自然也有说头。 ”

张可景告诉记者， 常濮凯是个 90 后，2021
年 9 月初来曹庄村的时候，还不到 30 岁。村“两
委”班子成员都比他大，喊一个小伙子为书记，
大家都觉得生分， 也有点拗口。 他倒没一点架
子， 让大家喊他小常， 或干脆叫他名字濮凯就
行。 可人家再小，也是县里派来的领导，故小常
也不大好喊出口，更不好直呼其名。 “后来，大伙
儿集思广益，决定叫他小常书记。父老乡亲们也
都说，小常书记这称呼好，又亲切又顺口，干群
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张可景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常濮凯说，“干群
关系一拉近，工作就好开展了。 ”

曹庄村坐落在元村镇西南 3 公里处， 是运
河故道上的一个古村落， 也一度是个深度贫困
村。 在县人大的结对帮扶下，村子虽于 2016 年
实现整体脱贫，但基础差、底子薄，群众随时可
能因病、因学、因灾返贫。常濮凯说，他自小在农
村长大，对父老乡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

衔接，驻村伊始，常濮凯即深入田间地头，与百

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单位
时还有可能过个双休日，一驻村，常濮凯也不分
节假日、昼与夜了，一天到晚地征询梳理干部群
众的意见建议，寻求增收致富的路径。通过走访
调查，常濮凯发现，制约村庄发展的根本原因，
是村里没有支柱产业。

“小常书记脑子活络，” 曹世院说，“敢想敢
干， 很快提出一个借力发展、 培养特色产业的
发展思路。 跑完了村子的角角落落， 他又马不
停蹄地去多个县直部门跑， 协调资金、 确定项
目。 驻村当年， 他就为俺村争取专项资金 100
万元， 建立了一个食用菌种植基地、 一个中草
药种植基地。 这两个基地既妥善安置了脱贫户
就业， 还吸纳监测户入股分红， 数百名群众实
现增收致富……”

“为啥说小常书记不寻常呢？ ”曹庄村副支
书崔进法接过话茬说，“就因为他有眼光， 能看
见大伙儿看不见的商机。 ”

按张可景的话说，这个自然也有说头。

三

常濮凯告诉记者，他在单位也是个小字辈，
跑跑颠颠的事儿非他莫属。 日久天长， 脚底生
风，健步如飞，反倒有点闲不住了。他发现，曹庄
村虽然偏居一隅，但站在村子北头望去，新建的
南乐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轮廓就在眼前。
公园水天一色，花草树木扶疏，亭台楼榭错落，
甫一落成，即吸引附近居民前往休闲娱乐健身，
也招徕外地游客慕名了解观光运河文化。 遥想
当年， 隋唐大运河重要水道———卫河漕运兴盛

时，这里曾是南来北往的水陆码头，河里舟楫林
立、千帆竞渡，岸上店铺林立、商贸兴旺。依托元
村镇打造运河古镇的契机，常濮凯提出“文化兴
庄，旅游兴庄”发展理念，带领大伙环村嫁接栽
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食用价值的瓜果， 环村修
建骑行采摘两不误的旅游线路， 旨在让旅客在

体验乡野骑行乐趣的同时， 又能体验到采摘的
乐趣。

路修好了，景观带像模像样了，瓜果也次第
成熟了，但怎样把游客吸引到“酒香巷深”的曹
庄村，仍是一个未知数，总不能一个个地去吆喝
吧？ 就在部分群众担心一切会不会是无用功的
当口， 城关镇西街关村文娱团体敲锣打鼓地助
兴义演来了。原来，常濮凯两头忙，牵线搭桥，积
极探索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新模式，
让曹庄村与全县最有名的西街关村缔结成了友

谊村，以期实现优势互补、信息互通、发展互助、
合作共赢的目的。西街关村不仅经济搞得好，群
众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 其自编自演自导的相
声、小品、戏曲、秧歌等节目，样样叫座。 2020 年
春节， 西街关村的龙舞曾参加全国春节联欢晚
会郑州分会场演出，好评如潮。 他们一来，别说
运河文化公园的游客都跟着来了，山东聊城、河
北邯郸的游客也闻讯赶来了。

节目精彩、瓜果飘香，空气清新、环境怡人，
有看戏入迷、采摘上瘾的游客忘了时间，沉醉不
知归路，到头来不得不借宿曹庄村。常濮凯一发
不可收，又在此基础上趁热打铁，充分利用闲置
土地及房屋资源，引导并规范村民发展农家乐，
丰富庭院景观， 打造运河古村， 建设集餐饮、
住宿、 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农家小院， 迎接四
方宾朋。 2022 年夏秋两季， 曹庄群众在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 收入翻番， 实现生态农
业与文化旅游的有机融合，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凡事因地因时制宜，是小常书记的一大工
作特色。他说俺村地处运河故道，土质多为沙瓤
土质，盐碱严重，而金叶榆生命力强，耐旱耐涝
耐盐碱。 多种金叶榆树，可有效防风固沙，缓解
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一句话，跟着小常书
记一起干事创业，我们都跟着长学问、长见识，
也越干越带劲，越干越年轻，越干越有奔头。 ”曹
世院说。

金叶榆，榆科榆属，亦乔亦灌，系白榆变种，
因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彩色树种， 又名中华
金叶榆。 金叶榆叶片呈金黄色，明亮艳丽，脉络
清晰。 比起普通白榆来，金叶榆“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生长周期长，枝条萌生快，树冠更丰满，
造型也更丰富。

回望曹庄，新栽的金叶榆迎风摇曳，横成排
竖成行，立竿见影地为村子增添一道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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