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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玉
我与14岁参加铁道游击

队，后为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的李中亭老人曾有20多
年的交往。最后一次看望老
人家的时间是在2016年春节，
后虽然没再见面，但是在种种
场合，一提起这位淄博的老革
命、老领导，我就引以为荣。
30多年前，老人曾是我企业的
经济顾问。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全
市的乡镇村办企业发展突飞
猛进，我任村支部书记的龙泉
村的发展，以及我个人的进
步，与这位老人有着千丝万缕
的渊源。我的脑海中不时浮
现出与老人在一起的一幕幕，
不由自主提笔写下那一段深
情的交往。

一
认识李中亭老人是在

1991年秋季，因为当时我们
的春晖电暖器在北京百货大
楼卖得火热，所以想在北京
东方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
因为和中科院合作，这在当
地来说是一件大事，当时分
管周村工业的副区长前来公
司召开预备会议，区领导提
出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中亭参加。

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水
平高，工作能力强，后来才知
道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
淄博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曾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改革
开放初期，历任淄博市经济
委员会主任、淄博市体改委
主任，后来是淄博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在北京东方宾馆发布会
上，他的讲话震撼了整个会
场，他声音洪亮，顿挫有节，富
有激情，几句话就全面概括了
淄博的经济形势、风土人情、
文化底蕴。

记得他讲，淄博是历史文
化名城，是一个“五朵梅花”绽
放的组群式城市，是一个重工
业城市，他对在淄博的央企一
个一个进行点评，讲了它们对
新中国的重大贡献……有一
位章丘籍的央视记者，在我身
边小声说，你们淄博的领导水
平真高，在北京见的人多了，
可像李主任这样的领导还是
凤毛麟角。

随着年复一年的认知，我
才知道这不仅仅是单一的讲
话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那
个年代老一辈的建设者、奠基
者务实求真的精神、公而忘私
的工作作风。

二
1992年的春天，李中亭老

人给我村办企业提出了西方
不亮东方亮的企业发展理念，
当时上级政府部门也正在宣
传船小好调头的发展思路，企
业产品单一，市场经济轨道面
窄，抗风险能力不强，所以在
李中亭老人的提议下，再上一
个汽车板簧厂。

李中亭对淄博的工业非
常了解，包括市属企业下放，
又包括区属企业收上来，都基
本出自他手。他说：“继玉，咱
去找淄博汽车弹簧厂挂网
联。”“挂网联”这个名字就是
他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时提出
来的，也就是市属大企业和乡

镇村办企业“挂网联”。那时
乡镇村办企业技术人才缺乏，
通过“挂网联”既展示了大企
业的技术才能，又解决了乡镇
村办企业的技术难题，并提高
了乡镇村办企业产品的质量。
这一做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的肯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落
实办法，收到了很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他的引荐、协调，我
们与淄博汽车弹簧厂建立了
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淄博
汽车弹簧厂出技术，我们出
厂房、设备、资金，用两三年
的时间就打开了市场销路，
在这以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
里，我们占领了一定市场份
额，产品质量和生产环境也
不断提升。我们永远不能忘
记李中亭老人给予的大力支
持，没有他老人家提出“挂网
联”的思路，企业不会有后来
的大发展。

三
北方船厂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大型船厂，也是我公司紧
密合作的供货单位，我们只是
与船厂的中层合作，没有办法
靠近上层，李主任就率淄博市
的代表团赴该船厂，邀请属地
的人大常委会领导一起考察
该企业，受到了该船厂上层领
导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热情接
待，从而我企业的产品提高了
知名度。他当时已60岁有余，
但老人家的思路清晰，点子精
确，办法甚广。

在李主任的倡导与主持
下，我们曾两次赴合肥市，通
过合肥人大的领导们，走进了

合肥汽车制造厂，打开了市场
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企业
多次在烟台、沈阳等地召开产
品订货会，也是这位老人出谋
划策，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丰收。

在那一段日子，李中亭
老人率领着我们先后北上吉
林市、牡丹江、绥芬河，南下
杭州市、长沙市等，密切与这
些城市人大常委会的联系。

当时有“全国人大是一家，
有困难找人大”的说法。在李
中亭老人身边，我看到的不仅
仅是为企业排忧解难，更重要
的是向这位老革命学习了不少
东西。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无私才无畏，无畏方能有为，有
为方能生畏，不管干什么工作，
心里都要想着群众。

斗转星移，接触的人多
了，才了解到老人家在市委、
市政府的威信极高，几十年来
口碑甚好，到处是对老人家的
尊重，一些老人家从区县、市
属央属企业发现、推荐的干
部，工作非常优异。这也从一
个方面体现了老人家大公无
私、识人爱才的风范。

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
恩无穷期。从1991年的北京发
布会到2001年是我和老人经
常见面、也是我时常去讨教的
时间，后又有老人十几年的关
爱、指导，他对我的恩情，我是
永远忘不了的。

令人伤感的是，2022年91
岁的老人家已经走了，我还不
知情，这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弥
补的遗憾。每每想起老人过
去的种种好，我的心，总是隐
隐作痛。

我的恩师
新村你好

□ 李艳玲
从石马南沙井开车，沿

着并不宽绰的沥青路行驶，
就到了名叫老姑峪的村庄。
老姑峪村属于莱芜和庄镇，
在村口下车环视，墙体画色
彩明艳，街道干净整洁，环境
舒适明朗，我们不约而同地
决定，逛一逛这个静谧的小
山村。

微雨过后，只此青绿。
这样的空气或许更适合走进
小山村。那巨幅长画向村内
延伸开去，顺行漫步，两面墙
体描绘了雄壮的山峦，红叶
遍山，瀑布倾泻，孤帆碧影，
竹报平安，寒梅报春，秀美房
舍掩映其中……“共建美好
乡村，共享美好生活”“美丽
村庄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
差”……画卷一直延伸到村
庄的另一头，不仅展现了村
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
是新时代下美丽乡村的一个
缩影。

朋友看到我发的照片
极感兴趣，原来她与小山村
有些渊源。“以前那村那个
穷啊，去过几回，路很窄。”
这是朋友多年前对这个小
山村的印象。她好友的父
亲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教师，退休后醉心琴瑟笔
墨，庄里乡亲有个啥事都喜
欢找老教师商量，拿主意。
老教师儒雅睿智，言谈抚慰
心灵。我想，这也是朋友对
此记忆犹新的缘故吧。

我百度了一下老姑峪
的村庄建设，“老姑峪村结
合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曾经偏僻落后的
小山村正悄然发生着改
变……”家乡旧貌换新颜的
报道让许多久未回乡的游
子们特意驱车回家探视。
惊喜于乡村变化，难忘淳朴
的民风、民俗，夏天时，许多
游子们都会回来住上一段
时间。山村巨变离不开人
的聪慧睿智，高瞻远瞩，希
望这样的乡村一直美丽
下去。

眼前是即将丰收的金色
麦田，土地湿润得让你想俯
身亲吻，万物旺盛地疯长。
农人挑着肥路过，满脸惊喜
地和我们热情搭讪。愿这样
的新村不仅有美丽的外衣，
更要富强！

□ 顾长水
沿着博山西部的崇山峻

岭盘旋而上，穿过劲风呼啸的
齐长城风门道关，一路逶迤，
好不容易才来到悬崖上的村
庄——— 逯家岭村。

逯家岭地处淄博博山和
济南莱芜接壤的大山之中，在
著名的齐长城风门道关遗址
旁边。这个村的先人们就地
取材，在山顶上盖房造屋，开
荒种地，繁衍生息，村子被称
为“悬崖上的村庄”。

逯家岭，逯姓居多。据
《逯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逯
姓迁此建村，因村址在山岭顶
上，故名逯家岭。

逯家岭的先人们顺着岭
顶一溜南沿的悬崖随山势开
凿出房基，用就地开出来的石
头盖成坚固的石头房子，祖祖
辈辈延续下来。

古村里的老宅、路面、台

阶用料全部都是当年就地取
材的山石。饱经沧桑的石头
房，铮明瓦亮的石板路，屹立
百年的石头墙，尚能使用的石
磨和石碾，所展现的依然是古
色古香的朴拙样貌。

坐落于岭顶之上的逯家
岭，从古到今流传下来这样一
则俗语：“冲了泰山顶，冲不了
逯家岭。”由于该村十分偏僻
且富裕户较多，过去时常有盗
贼、土匪来抢劫银粮和牲畜。
为防匪患，保家护民，清朝咸
丰年间村人同心协力在南岭
的要道上修建起一处护村的
寨堡，每晚派人轮流把守。从
此，土匪打劫再未得逞过，而
今这座护村寨堡仍保留完好。

逯家岭村还有遗存尚好
的孙阁老故居，记载了一段孙
阁老知恩图报的故事。孙阁
老，本名孙将斡，祖籍茶业口
镇阁老村（阁老村系因其而得

名）。明末之时，孙将斡还未
出生，其父就因病去世了，其
母身无分文，四处讨要流落到
了逯家岭村。村民逯知民见
其瘦骨嶙峋，着实可怜，便收
留她住了下来。逯知民家也
不宽裕，吃了上顿没下顿。孙
将斡的母亲不忍心长久居住，
无奈之下便又辗转到了博山
的大岭村。几个月后，孙将斡
就出生在博山的大岭村。后
来孙将斡中了状元，官拜大学
士、阁老。大岭村因其考中状
元而更名为“状元村”。

孙将斡小时候听母亲讲
是逯家岭的逯知民出手相助，
才保全了娘俩性命，对这份恩
情念念不忘，官拜阁老后回逯
家岭寻亲，出资为逯知民设计
建造了一处院落。该院北屋
是二层石房，第二层建有石月
台和石栏杆。山岭古村中的
石月台、石栏杆和门外院墙上

的“拴马石”，无不彰显着建筑
的精美细致程度和曾经的繁
华。现该院保存相对完好，被
称为“孙阁老故居”。逯知民
的善良之心与孙阁老的感恩
之举也被当作村风村训，世世
代代流传下来。

土地承包以后，岭上的生
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村里
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外出经商
打工，一些老年人还在岭上留
守，有的种些菜蔬庄稼，有的
在岭上放羊。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许多有头脑的年轻人
利用村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回
村建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馆，
吸引游客前来休闲旅游，昔日
荒山野岭上的逯家岭真正火
了起来。

石崖石巷石头房，承载的是
古村人的不屈、勤劳和智慧，传
承的是古村人的厚道、感恩和善
良，期盼的是文明、富足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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