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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字木兰花•雨寒风厉
韩淑静

雨寒风厉，飘转哀号随处坠。终化尘
埃，可忆曾经郁郁怀。

此生苦短，何计斤斤疏冷暖。最好安
排，收起浮心待雪来。

江城子•小清河复航感怀
权广庆

曾经几代写辉煌，水通航，物流忙。两
岸腾飞，货运进城乡。后遇它因轮弃废，河
污满，众遭殃。

有谋之士荐良方，挖河床，架桥梁，协
力齐心，坚守好儿郎，昨日梦圆终告捷，羊
角口，面鱼尝。

卜算子•南水北调东线
通水十周年有吟

梁绍章
动地舞祥龙，风雨神州走。此去天涯

别有情，千里高歌奏。
水碧稻菽丰，林茂山河秀。泽惠人间

总是春，盖世奇功授！

贺甲辰海军五项赛
刘滨华

强军杯赛聚英才，九校同场竞舞台。
五项比拼倾热血，三天博弈夺元魁。
木兰湖畔风雷动，障碍途中壮志催。
水上奋争齐焕彩，雄姿勃发凯旋来。

无棣冬枣（新韵）
刘明金

瘠田生就数千年，不畏灾荒热与寒。
夏到叶肥花正盛，冬临果脆色尤妍。
形如玛瑙珍珠靓，质似橙桔蜂蜜甜。
串串压枝招客醉，堪称天下第一鲜。

梁才张王庄新村赞(新韵)
王建新

红瓦青墙舍院明，街宽巷净绿垂庭。
长河浩荡村前绕，沃野绵延堤内呈。
南圃香盈寻硕果，东坡翠满乐闲行。
休言黎庶柴门简，此等风光羡客卿。

甲辰小雪剜荠菜
郭新坡

节临小雪错春风，荠菜连畦石路东。
季染南村冬麦绿，诗描北岸苇尖红。
排山倒海镰如剑，拨草寻蛇腰似弓。
满载归疑声唳远，飞鸿列阵在晴空。

冬晨
熊永梅 

独步田畴乡径长，纤芦静立覆晶霜。
园蔬小雪尤含玉，野菊清晨正蕴芳。 
且喜朝霞环旭日，还惊雁阵沐晴光。
时光荏苒无需叹，欣待梅开赏素香。

秋怜黄叶（新韵）
齐鸿儒

烟雨天风日未开，秋光一地入眸来。
晴新莫遣忙人扫，更有芳心不肯埋。 

雪中拾趣 
扈志友 

纷纷朝日落银霄，独秀山川素笔描。
巧夺天工物华造，孩童滑雪逐寒潮。

济南解放后，许多济南人
参加革命，跟着部队离开家乡，
扎根偏远县区甚至乡镇，一干
就是三四十年，践行了“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彭

广仁便是其中一员。
1932 年，彭广仁出生在济

南老东门里顺城街（现大明湖
东南角）。1945 年，时年 13 岁
的他加入儿童团；1947 年在邹

县政府当通讯员；1948 年 5 月
参军，成为一名军医；1953 年 2
月 转 业 后 被 分 配 到 惠 民 县 ；
1955 年任惠民县姜楼区卫生所
所长；1961 年任惠民县人民医

院护士长；1975 年任惠民县大
年陈公社卫生院院长；1985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离休；
2011年7月1日因病去世。

在苦难岁月走上革命道路

彭广仁3岁时生母去世，继
母进门，6 岁的姐姐寄居在外
祖父家。他的父亲是印刷厂
排字工人，继母在美国人开办
的发网厂做工。后来，他的父
亲和继母相继失业，叔叔婶婶
相继病逝。

为帮助弟弟夫妻治病，以及
后来的安葬，他的父亲将房产当
卖了，最后一家人不得不流落街
头，东搬西挪，捡破烂、捡煤核，
沿街乞讨为生。其间，继母相继
生下二子一女，其中一子因病饿
而亡。他的父亲投亲告友，好不
容易被介绍到惠民当排字工人。
半年多后，他的父亲来信，要他们
全家去惠民。继母将家中所有能
变卖的东西全部卖掉，仅只够买
两张车票。无奈之下，他就藏在
几个大包袱下面躲过了查票。

彭广仁的父亲接上他们，
在惠民县城西门街李福庆（音）
家租了两间屋住下。不久，他

父亲随报社搬到北镇（北镇印
刷厂）工作，他们母子四人依旧
在惠民居住。

当时惠民灾荒严重，父亲
工钱很少，根本不够一家人基
本生活所需。继母打零工，他
就带着弟弟拾柴、挖野菜，吃树
皮、草根，全家人都饿得皮包骨
头。有一次，彭广仁顺着护城
河拾柴、挖野菜，走到南关看到
河南岸洋楼上日本兵用饼干喂
猪。他饿得实在难受，就大着
胆子爬进铁丝网拿饼干吃，可
是饼干还没拿到手，便被日本
兵养的狼狗看到。眼看就要被
狼狗扑倒，他不顾被挂破的衣
服，拼命往外爬，腿上也被挂破
好大一块皮，流着血跑回了家，
连饿带吓病了一个月。

彭广仁病愈后，偷偷爬上
汽车回到济南，成了一名街头
流浪儿。彭广仁总觉得有日本
兵的地方不好，又偷爬上了南

下的火车。谁知火车开到泰安
南边的“东北堡”，由于铁道被
破坏，火车停下了。下车后，他
看到许多手拿大刀片、红缨枪
的人，问他要去哪里，他说要去
没有日本兵的地方。最后，他
在邹县城东“老林店”住下来讨
饭谋生。

后来，他在附近村地主王
允司（音）家里干活，主要负责
放羊。挨冻、挨饿、挨打、挨骂
是经常之事。这样的苦日子过
了半年多，赶上了斗地主、分田
地，地主家的羊分给了贫雇农，
他又给贫雇农家放羊。这些贫
雇农知道他是流浪儿，给他做
鞋、做衣服、做好吃的，他很是
感动。

1945 年，彭广仁参加儿童
团。他利用晚上时间学习文化
知识，白天利用放羊的机会送
信、站岗、放哨。他逐渐懂得了
革命的道理。1947 年 1 月，年

仅 15 岁的彭广仁参加革命工
作，在邹县政府当通讯员；1948
年 5 月参军入伍，在卫生训练班
学习半年后，到部队当卫生员。

彭广仁跟随部队参加了济
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历经大小战斗 20 余次，先后立
功3次。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彭广
仁与在惠民的家人取得联系，
此前家人都以为他已不在人
世。政府得知情况后，确认他
的家人为军属，将家人所住房
屋由租赁变更为分配安置。

在渡江战役后，彭广仁被
调到后方医院工作。1952 年
底 ，随 医 院 整 体 转 业 地 方 。
1953 年 2 月，彭广仁放弃了转
业济南的机会，回到惠民工作。
当年，经同事介绍，他与李庄镇
董家集村性格开朗好学的董振
娥结为夫妻。婚后，夫妻和睦，
育有一女二子。

扎根乡镇卫生所几十年，一切都为病人着想

1955 年，彭广仁担任惠民
县姜楼区卫生所所长，妻子董
振娥在卫生所当护士。卫生所
离惠民县城较远，交通不便，生
活艰苦。彭广仁二话不说，带
着爱人走马上任了。

此时，他的父亲和继母住
在北镇（现滨州市），希望他到
北镇一起生活。但他认为姜楼
区的病人更需要他，以至于直
到父亲病故他也没有搬到北
镇。

1961 年，彭广仁担任惠民
县人民医院护士长。在此期
间，彭广仁无论对待患者还是
同事都尽心尽力，对待患者格
外耐心，有时还会从家中给患

者带水送饭。对去世的人，他
会帮着家属擦洗身体、穿上寿
衣，许多患者家属深受感动。
工作中，彭广仁常加班加点，连
续工作十几小时是常有的事。

彭广仁还把自己所学手把
手地教给学生，先后带出了十
几名护士学员。为让学员能够
更快地掌握操作技能，彭广仁
还会让学员在他身上练习扎
针。

1975 年，响应上级号召，加
强基层卫生院建设，彭广仁主
动要求去惠民县最偏远的大年
陈公社卫生院任院长，成为当
地内科、外科、五官科、放射科
的全科医生。

在大年陈公社卫生院，彭
广仁从 43 岁一直干到 60 岁离
休。这一时期，子女们在惠民
县城工作了，都希望他和妻子
返回县城医院工作。但是，让
彭广仁难舍的是，他这个全科
医生离开了，接替他的同志能
否顶得上？他继续坚守的话，
当地村民可以就近就诊。想及
此，他始终未向组织提出调离
申请。

彭广仁在开药时一切都为
病人着想，对待轻症患者只开
三天的药量，并告诉患者，病不
好可再来就诊；如病好了，就可
以停药，不然拿多了药用不到
就是浪费。对待重症患者，他

则建议去医疗器材健全的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待确诊后再回
来拿药，万万不可盲目用药。
遇到雨雪天，患者无法到医院
就诊，他便背着药箱步行上门
送医送药。

彭广仁责任心强、热心肠，
惠民县多个乡镇卫生院创建都
请他帮忙。黄河水利工程期
间，他以随队医生身份露天就
诊。1989 年，为方便百姓就近
就医，大年陈卫生院在最偏远
的洼里孙村开办门诊。已近 60
岁的彭广仁，将院长职务交与
年轻一代后，又到洼里孙坐诊
两年，直到正式离休。

“尽自己所能为农民提供医务帮助，是报答组织培养的一种方式”

彭广仁曾经感慨地说：我
这个街头流浪儿、给地主放羊
的放羊娃，是中国共产党把我
培育成了一名医务人员和国家
干部，做好老百姓生命健康的
守护者，尽自己所能为农民提
供医务帮助，是我报答组织培

养的一种方式。
当他离休离开大年陈的时

候，许多村民舍不得他走，还有
许 多 人 到 他 家 里 送 土 特 产 。
2010 年前后，一名大年陈乡果
农到县城卖土特产，恰好遇到
彭广仁女儿彭学燕买水果。在

闲谈时听出了大年陈口音，彭
学燕便说起父亲以前是乡卫生
院院长彭广仁。这位果农激动
地说，原来你就是彭院长的女
儿！说什么也不要钱，还一定
要到彭广仁家里送水果。老百
姓用这种质朴方式表达对一个

曾经在缺医少药的特定历史时
期给他们带来无限温情的老院
长的敬意。

本文系作者根据彭广仁子
女回忆录和相关档案资料整理
而成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济南人彭广仁扎根惠民献身乡村医疗事业回眸

李宗刚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黛玉
扶着紫鹃回到潇湘馆，刚进门，

“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
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
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
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
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
来了’”。

黛玉被自己养的鹦哥扇了
一头灰之前，刚在薛宝钗那里碰
了一鼻子灰。这一鼻子灰纯是
她自找。人家宝钗头天晚上因
宝玉挨打的事跟哥哥薛蟠生气，
整哭了一夜，早晨起来正两眼红
红的，无精打采。偏碰上林黛玉
不看眉眼高低地打人家的趣，说
什么“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
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
疮”——这不是有意刻薄耍贫嘴
吗？所以宝钗就没怎么搭理她。
黛玉一肚子没好气，回来又被讨
厌的鹦鹉吓了一大跳，便一时忍
不住小姐脾气发作、爆了粗口。
我每看到此处，都忍俊不禁。

真是谁家养的宠物随谁的
脾气。宝钗正没好气，黛玉多嘴
多舌去招惹她，讨了个没趣儿；
黛玉回来也没好气，那鹦哥偏往
她身上扑，挨了骂，不说消停些，
反而饶着小鸟舌头，学起紫鹃平
时支使雪雁的话儿来。这还不
算完，那鸟货越发蹬鼻子上脸，
居然又学林黛玉吟诗，长吁短叹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
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
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
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

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
素日姑娘念的，难为它怎么记
了”……这是一段多么灵动欢愉
的描写啊。就连脂砚斋也不禁
莞尔，批道：“哭成的句子，到今
日听了，竟作一场笑话。”

说到“掀帘子”，倒又是一个
有趣的话题。“掀帘子”，又叫“挑
帘子”或是“打帘子”。在老北京
人家的旧式四合院，严寒的冬
天，通常会使用棉帘、毡子帘、皮
帘、草帘等；到了酷热的夏天，则
会使用竹帘、纱帘或珠帘等。皇
宫、王府及有钱有势人家大四合
院的房宇前都建有走廊，其屋门
外冬天多安装个挡风门或挂个
厚厚的棉帘子，入夏后拆下风门
挂上竹帘，以避蚊蝇、防风雨，卷
起即可通风，很是方便。有客人
来时，打起帘子以示欢迎；客人
走时，主人会对仆人喊：“打帘子
送客！”

这么说吧，上至两宫皇太后
的政治舞台道具——“垂帘听
政”，下到百姓市民的俏皮话儿，

“狗掀帘子——拿嘴对付”，帘
子，简直是老北京一道文化风景
线。

打帘子这活儿，通常都是地
位低下的人干的。《红楼梦》第二
十三回，贾宝玉被叫去他父母的
房间，为他打起帘子的，便是赵
姨娘。

清代军机大臣中地位最低
者，常被戏称为“打帘子军机”。
军机大臣入值，领班大臣手捧奏
章等率先前行，余者以职级资历

为序，鱼贯跟从。至乾清宫奏对
处，则领班大臣放慢脚步，位列
最后之军机要快走两步，趋前将
帘子卷起，让诸军机依次通过。

“上面”召对毕，仍如是而退出。
想来这军机处的领班大臣，有如
潇湘馆的高级丫鬟“紫鹃”；而那
最后一个“打帘子”的军机大臣，
恰似鹦哥口中被紫鹃呼来喝去

“快掀帘子，姑娘来了”的低等丫
头“雪雁”。

谙熟清史的台湾著名历史
小说家高阳，提及这“打帘子军
机”，还曾把抬轿子的轿夫与之
作比。

说这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
的形容，前面第一个昂首天外，

叫作“扬眉吐气”；第二个叫作
“不敢放屁”，因他位置正在“老
爷”前面，一放屁则“老爷”首当
其冲；后面两名轿夫，前面的一
个，视线被轿子挡住，因而叫作

“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亦
趋，只有跟着走，那就是“毫无主
意”。

而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
四名轿夫一样。领班大臣自然

“扬眉吐气”，奏对时，照例只听
他一个人发言；第二个叫作“不
敢放屁”；第三个进军机不久，还
摸不清楚底细，以“不辨东西”形
容，亦是刻画入微；至于那最后
一个，“打帘子军机”，当然更是

“毫无主意”了。

“雪雁，快掀帘子”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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