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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乡回家乡··谋发展谋发展””
———念故—念故乡乡

蝉

小城半夏翠繁生，高树蜩蝉叶底鸣。
参得世间三五味，于凉薄处道深情。

感

久付诗心月一轮，人前懒辩假和真。
且看今古风云事，何物人间不作尘？

立秋

溪亭小坐几分清，不觉流光又一程。
十里荷风香未老，云天木叶已秋声。

秋

西风入夜满楼台，小菊云衫淡淡开。
断续蛩声情未尽，竹箫一曲月边来。

秋夜感怀

心思渐淡笔难收，逝水千条任尔流。
坐看西风无好句，半钩寒月一帘秋。

夜

不合浮生道有无，喧嚣难抵一身孤。
知音最是窗前月，叠尽诗山我做奴。

菊

又见溪前小菊开，清霜满目入妆台。
人间写下多情句，情转凉时恐自哀。

无题

今生自诩韵风流，淡月清辉纵远眸。
不许霜花翻旧梦，孤身坐老一江秋。

无题

浮华一地少清音，帘外秋风乱弹琴。
不赋高山流水调，吾心何以解君心。

感疫苗事件

风色凄凄雨满城，魔行天下世人惊。
可怜一纸轻柔字，空为苍生怒不平。

致七七事变81周年（新）

又见卢沟晓月寒，狮桥弹迹血斑斑。
风尘难掩深深恨，史镜铭心当永传。

黄河北跨济阳划区有感

济水涛涛过万家，南颜尽展北笼纱。
今朝谁执千秋墨，一笔催开两岸花。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组诗
◎肖凤英

我七岁那年，刚解放不久的1953年暑假开学，父亲
领我进了本村小学的大门，念一年级。启蒙老师是一
个年近半百，身材魁梧的谢老师。看上去谢老师常板
着面孔，一副庄严的神情，实际上将学生视如己出，待
学生态度和蔼，循循善诱。有一次我趴到课桌上睡熟
了，他轻轻走过去，把我小心地抱到他怀里，然后在教
室里踱来踱去。那时教室是村子里的一座关帝庙改成
的，空间宽阔，复式教学，有高年级的几十名学生。一
阵哄堂笑声和同学们嘈乱、刺耳的声音把我从酣睡中
惊醒，这时老师才将我轻轻放回到座位上，生怕我掉到
地上被摔碎似的。我使劲睁开睡意惺忪、眯缝的双眼，
老师那慈祥的眼睛盯着我，微笑呢！我知道错了，立刻
羞得面红耳赤，深感无地自容。这比他狠狠训我一顿
更受教育！

1954年春节寒假即将结束，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新
学期开学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师拜年。教我问一
声老师好，过年好以后，先磕三个头，然后叫声“谢老师
给您拜年了”，随即跪在老师面前磕头拜年。那时学校
只有两位老师，其余那位老师我照样问好之后，冲他磕
头拜年。周围的同学凑过来看热闹，老师迭忙扶起我
来，我拎着书包，有些腼腆，快步跑进了教室。

1955年春节过后将要开学了，父亲教导我，你以前
考了好成绩，得了奖，全是老师辛辛苦苦教你的结果，
开学后第一件事就要问老师过年好，磕头拜年，千万不
能不尊敬老师，不能忘了感恩……可走进校园，见两位
老师带领学生在园子里打扫卫生，只问了老师好，见许
多双眼睛盯着我，还见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在一旁嘁嘁
喳喳，仿佛又在议论我给老师磕头拜年的事，一丝“个
别”、“不好意思”的念头向我袭来，头也没给老师磕，红
着脸，加入了打扫校舍的行列。

中午放学回家，父亲问我给老师磕头拜年了没有，
我知道违背了父亲的教导，闷不作声坐到一边。父亲
生气了，厉声训斥，不依不饶，直到我答应一定在下午
给老师磕头拜年，才允许我吃了午饭，这场风波才平息
下来。

四年的初级小学，每逢春节逢春节后开学的第一件事，就
是给老师磕头拜年。几年的初小生活，受过我磕头拜
年的启蒙老师除谢老师外，还有刘老师、李老师、王老
师等多位老师。

父亲为啥这么尊敬老师呢？对老师有如此深厚的
感情呢？虽然父亲多次给我讲，但因我当时年龄小、不
懂事，总不很清楚很不明白。现在，比较懂得了父亲的
初心，比较懂得了个中道理。

父亲出生在积贫积弱、多灾多难清朝末年的贫苦
农民家庭里，长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复的贫困生
活。为子填饱肚子，祖母时常给大户人家义务碾米，
就图赚人家的谷糠以充饥。这般光景穷人的孩子哪
能读得起书呢？父亲见人家七八岁的孩子去读书，也
十分渴望，几次闹着去上学，终因家庭困难，极不情愿
地辍学回家。那时姑姑尚未出嫁，家里好口人却只有
不足的两亩薄地。祖父祖父东借西凑了几个钱，买了头小
牛，土地少而瘠薄瘠薄，，所收所收获庄稼秸秆根本不够牛吃，一
年大多时间坡里割草喂牛坡里割草喂牛，秋冬季节则靠拣柴火供一

家人做饭烧。父亲总忘不了读书，把从私塾带回家的
书放在炕头，一早一晚的看；上坡干活时便常揣在怀
里，休息时便掏出来就读，把不认的字标下来，就抽空
跑到学校请教先生。他常常早出工，到坡里抓紧割满
一大筐野草，把草筐悄悄放置到教室的院墙外，蹑手
蹑脚在窗外或门口外听老师讲解，当老师发现了这位
年少的旁听“常客”时，就喊他到屋里学，这时候，父亲
就把平时积累起的一堆难题请老师解答。这位老师
就是邻庄——北郭家村的一位姓张的老先生。他私
熟功底颇深，为人善良，和蔼可亲。他见我父亲聪明
好学，就主动到我家做我祖父的工作，极愿意收下这
个学生，并免除跟他念书的书杂费。我父亲乐意了，
可祖父因家里经济拮据而勉强同意父亲在不误割草
拾柴、不耽误农活的情况下，可以让父亲去读书，好心
的张老先生也破例允许我父亲走读，父亲常常先割满
一筐草放到校园里一口大铁钟后面，然后跑进屋里听
先生讲解。即便是这样，也没坚持多久。念了两季子
之后，终因家庭困难，父亲又不得已辍学，拜谢了先
生，流着泪回家务农。先生舍不了肯刻苦读书、求学
上进的孩子，父亲也对先生恋恋不舍，不甘心当文盲
的父亲又跟先生上了两个冬季的“夜学”，父亲勤学好
问，先生耐心辅导，热情鼓励，让父亲识了很多字，懂
得了许多道理。这就是父亲尊敬老师的最主要原
因。后来父亲能精略地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农家
杂字》《朱子治家格方》《颜氏家训》等书籍，能够看懂
报刊的一些浅显文章，还能亲自给在外工作的孩子们们
写信，读毛主席的著作，1957 年全村成立了高级农业
合作社，父亲被选为副业组组长，既给社里砖窑场当
记工员、会计，还是参加管理的场长。假如没有当初
读书学文文化，哪能胜任这些工作？当然，父亲的文化
水平除了在学校学习外，主要还是靠平常靠平常素目的阴雨
下雪天，晚饭后的时间，冬天农闲时间见缝插针自学
得来的。

旧社会，长期以来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理念，这种思想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学而
优则仕”，读书能做官，亘古至今，那是少数人的事，对
大多数社会人来说，是渺茫，是奢望，是遥不可及的
事。那么像父亲这样的人为什么还把老师、教育看得
非常神圣呢？我初入校门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不止一
次地讲过：写字算题的纸不能乱撕，纸是圣人创造的；
写了字的纸更不能乱扔，上面的字是圣人发明的；课
本不能损坏，尤其不能撕课本纸擦屁股，上面是圣人
的话，否则就是糟塌神灵，亵渎圣人，永远学不会学不
好的……父亲把教育看得如此神圣，是他相信“读书
明理”、“读书有用”，读书对开启心智，对做社会有用
之才不可或缺。两千六百年前开创“有教无类”大众
教育先河的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我

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所以，父亲要求我一入学要祭
孔，春节给老师拜年磕头前先磕三个头，还三个差距
是磕给孔老夫子的。常言道：“神三鬼四”。给孔子拜
年磕三个头，正是把孔老夫子当作神灵而顶礼膜拜
的。在那小农经济漫长社会的底层，那些像父亲的启
蒙老师那样的教书匠，一代代以孔子为楷模，享受着
仅仅几斗红高梁的菲薄待遇，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
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默默无闻地为孩子们
读书识字而坚持着，为普及国学而不懈奋斗着，他们
的知识总该尊重吧，他们的奉献精神总该受到赞许
吧，他们辛勤的劳动总该令人肃然起敬吧，作为他们
的弟子，春节给先生行跪拜磕头之礼，并不多么过分，
在情理之中，不应说三道四，不值得大惊小怪。常言
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徒如父子”。儿子春节
给父亲跪拜行礼，为什么弟子就不能给先生春节行磕
头之礼呢？在旧社会这样做是普遍现象，大行其道，不
这样才不正常。世间往往少见多怪。回忆起当年遵照
父亲的教导，我给启蒙老师行跪拜磕头之礼拜年，在有
些人看来似乎有些迂腐迂腐、个别、另类，可笑和无聊，我却
至今不感到后悔！

新旧社会两重天，天翻地覆慨而慷。新中国成立
70年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习近平新时代。政
治、经济的深入改革，使祖国变化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祖国发展蒸蒸日上，更加繁荣昌盛，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增，安居乐业！在改
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时段，人们更加重视人才的
关键作用，因此，人们比此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尊师重
教！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老父亲生前对我
意味深长的教导，千万不能忘了老师的启蒙之恩、师徒
之情、教育培养的深情厚意。用跪拜磕头的方式（或礼
仪）给老师拜年，虽然早就淡化了，消失了，摒弃了，然
而每逢春节给老师拜年的老规矩、老习惯我一直没有
忘怀，保留着，坚守着，继续着，并且将这根接力棒，递
给子孙，传承下去。

那些在校的莘莘学子和曾经在各级各类学校上过
学读过书的人们，发自内心的为他们认认真真备过课，
上过课的老师，为一丝不苟给他们批改作业的老师，为
热爱教育、默默无闻的老师，为爱生如子，对学生一视
同仁的老师，为“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循循善诱
的老师，为在教学园地辛勤耕耘的老师，为教书育人呕
心沥血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无
私奉献一生的老师，为什么不可以给自己记忆的老师
以各种各样的礼仪形式给他们拜年，恭贺新春呢？不
但可以，而且应当。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当然以进步文
明简便的为好，即以表达自己真诚浓厚的尊师敬师的
情怀，使春节过得更富意义，丰富多彩。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村

给老师拜年
◎孙云峻

近年来，济阳的发展突飞猛进，可以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济
阳越来越好，作为济阳人，心里也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作为在外
地生活的济阳人，虽然经常回去，但是每次回家总是不同的感受，总
是有不断的惊喜。

老家在稍门最偏远的小村，基本上四面环水，我小时候最大的感
受就是与世隔绝。几条出村的土路，雨雪一下，基本上很多天都难以
出门，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通上柏油马路。随着济阳经济
的飞速发展，农村建设成效明显，不光村村通公路，实现了楼上楼下、
电视电话（现在电话好像基本也没有了，现在都用手机），自来水、冲
水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可以说真正迈向了现代化文明。机械化和
现代化逐渐把村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闲暇时大家也开
始跳起了广场舞，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济阳城区的发展
更是一日千里，随着内部挖潜不断深入，招商引资红红火火，济阳经
济飞速发展，城变大了，楼变高了，道路更宽阔了，绿化也越来越好
了。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也增加了很多，家家户户的小
汽车从“有没有”转变成了“好不好”。物质生活丰富了，同时济阳人
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更注重文明了，更注重健康
了，健康意识深入人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济阳的生态环境
改善，随着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
澄波湖旁、体育公园、黄河公园内每天都有人锻炼身体，跑步、遛弯、
打球，不管什么方式，都反映了大家更加热爱生活，更加关注自己的
健康。

虽然在北京安家落户，子女的身份证都是110开头，但我内心深
处不变的是籍贯“济阳”，故乡永远是故乡。每次回家，都喜欢到处走
走，寻觅过去的学习生活痕迹，寻找童年的快乐。最让人感到欣慰的
是，经济发展没有冲淡“人情味”，济阳的乡亲还是那样的热情。与很
多大城市不同，济阳保留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的“街坊”情谊，即使
住上了楼房，邻里之间也是经常走动。在马路上、公园里，可能会意
的眼神、不经意的搭讪，就让原来不认识的人迅速的找到共同的话
题。正如我对妻子说的那样，在济阳有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热情，这
就是要经常回家的最大理由。岁月悠悠时光虽然一去不返，故乡那
些熟悉的人正在逐渐的离我们远去，那些熟悉的地方也都已旧貌换
新颜。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怀旧，但是不必伤感，我们要拥抱现在、面
向未来，在对过去温馨的回忆中迎接故乡新的惊喜，新的济阳就是我
们新的家。

时代的进步浩浩荡荡，历史发展一往无前，在变与不变中，相信
济阳会越来越好。

作者系济阳街道稍门管区白衣店村人，现在北京工作

济阳的变与不变
◎高 彬

黄河健身公园即景
放目公园花木鲜，花香鸟语醉心田。
牡丹园内怀愉悦，瞭望塔外忆当年。
昔日冷僻少过问，如今热点多悠然。
人生短暂惜时贵，故土乡情思绪翻。

黄河古镇抒怀
回眸古镇看沧桑，展望未来日久长。
座座古楼展画卷，条条老巷见荒凉。
今朝顿悟人生短，昔日曾思闯四方。
流水无情常自励，光阴有限壮心藏。

济北公园即兴
济北公园妙趣存，奇花异草焕精神。
假山亭外鸟林叫，真水塘边舞乐频。
时遇相知互问好，巧逢佳节看红尘。
健身娱乐心畅快，春满人间惠庶民。

观文体中心广场音乐喷泉

异彩流光耀夜空，奇思妙想乐无穷。
八方观众入佳境，笑语欢声贯始终。

游澄波湖风景区
十里澄湖展异彩，风光无限恋徘徊。
春秋游览好时节，冬夏自拍任剪裁。
四面园林美如画，一湖碧水抒心怀。
休闲娱乐惠民众，胜景怡情招客来。

赞新济阳巨变
开放改革看济阳，天翻地覆奔康庄。
高楼座座拔地起，平路条条通四方。
十里澄波展画卷，一城春色昭吉祥。
沧桑历尽人间换，共创辉煌赞故乡。

作者系城区居民

咏新济阳组诗
◎田万和

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征文启事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风流人物。

2019 年适逢中国 70 年华诞之际，济阳区
人民医院也迎来建院 70 周年。70 年来，
历经漫漫悬壶济世路，医院已发展成为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保健、康复于
一体的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70年来，医
院高举救死扶伤的大旗，践行着“以病人
为中心”的服务宗旨，薪火相承，砥砺前
行；70年来，医院继承着齐鲁礼仪之邦，孔
孟之乡的文化之底蕴；秉承着儒家仁者爱
人，以人为本的文化之精神，创新与发展
出独具特色的医院文化与理念，医院发展
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与局面。

70 年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一饭之
顷；70年的历史，不是一笔一划一言之蔽；
70年的发展，不是一人一力一蹴而就；70
年的道路，不是一分一厘一步千里；70年
的积累，不是一丝一缕一夕之功；70年的
精神，也绝不是一张一弛一成不易。蓬勃

发展的医院凝结着一代又一代医护人员
的心血汗水和无悔青春，承载着各级领导
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无私相助。

为迎接和庆祝医院建院70周年，还原
历史、记录当代、追寻文化、彰显人文，展
现医院建院7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沧桑巨
变，深情回顾医院在服务社会、护佑健康
中的感人事迹与辉煌成就，济阳区人民医
院与《新济阳》编辑部特共同举办济阳区
人民医院建院 70 周年大型有奖征文活
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稿对象：关心、支持济阳区人民
医院建设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
病友，医院全体在职及离退休职工。

二、征稿内容：追溯医院建设与发展、
历史与事件；回眸在医院就医、就诊的难忘
经历；叙述医患情缘，真情故事；记录医护
人员工作中的艰辛与喜悦、感动与收获等。

三、征文要求：体裁不限，记叙文、议

论文、散文、诗歌等形式均可（作者必须在
文章末尾注明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文章需原创，严禁抄袭。

四、征文字数：记叙文、议论文、散文
字数千限 2500 字以内，诗歌限 100 行以
内。

五、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日前。

六、奖项设置：稿件择优在《新济阳》
报发表。

征稿截止后，组委会将聘请专家进行
评奖，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部分优秀作品
还将集结成册，每位获奖作者均赠送一本。

七、投稿方式：征文请WORD格式发
送至《新济阳》编辑部邮箱xjyfukan@163.
com，来稿请注明“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
70 周年征文”。 联系人：尹聪 ，电话：
84232018。

2019年5月24日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公众调查需要两次信
息公开,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
众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
督。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查阅方式：

公示期间，公众可到环评单位
或 登 陆 网 址 http：//jnzf.jinan.gov.
cn/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拟建项目周围的个人、相关部

门以及本项目周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用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1）建设单位：
1、单位名称：光大环保（中国）

有限公司
2、地址：济南市孙耿镇

3、联系人：孙经理
4、联系电话：182 0641 2179
（2）环评单位：
1、单位名称：山东省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地址：济南市历山路50号
3、联系人：杨工
4、联系电话：0531-85870071
5、邮箱：52570591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
贵意见。

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新建渗滤液和浓缩液全量处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公告单位：光大环保（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