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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总
编
”

张
智
泉

黄总编 ，好大 的
牌子 ，哪一级新闻单
位的总编 ？

嘿！把人真蒙住
了。哪呀 ，他叫 黄俊
杰，是宝天段 山 区柿
树林车站值班 员 ，因
他主办编辑车站黑板
报，职工们都戏称他

“ 黄总编”。
板报的组稿 、编

辑、书写全 出 自 他一
人之手 ，掐指头数数 ，
打1985年 以来 已经办
了75期了 ，月 月 坚持 ，
不容易 呀 。

说实在的，“黄总编”这个人
长得太一般化了 ，个头一米六零朝
下，按 当 今姑娘找对象 ，该列入 “三
等残废 ”之列 。幸运的是 “黄总编 ”
已在七十年代婚配 ，娃都大 了 ，到
九十 年 代 再 不 为 个 子 矮 发 愁 找 对
象。常言道 ：人不可貌相 ，这话用
到他身 上再合适不过 了 。别 小瞧“黄
总编”人长得不怎样 ，可写字作文
章两刷子呱呱叫 ，不服不行 。钢笔
字、粉笔字 、毛笔字写得漂漂亮亮 ，
有胳膊有腿 ，精神 昂扬 ，叫 人一看
便喜欢 。就凭这一手 ，他 当 黑板报
的总编还有啥说 的 。

别小看这黑板报 ，发挥 的作用
大着哪 。

山沟 里 ，比不上城里文化生 活
热闹 。城里 电影院 、戏院 、新华书
店……只要你有人民 币 ，随便进 出 。
山里人就没这个福份 了 ，鸟窝大个
地方 ，转来转 去还是原地踏步 。闭
塞的 山 区 ，单 调的生 活使这块黑板
报成了职工 的宝贝 ，成 了车站信息
交流 、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 、表扬好

人好事 ，保证安全
生产 的宣传阵地 。
每出 一期 ，职工们
都围成堆 ，品头论
足，指指点点 ，欣
赏一番 ，兴趣蛮大 。

为了把黑板报
办得生动活泼 ，让
职工们精神上得到享受 ，在潜移默化
中得到教育和启发，“黄总编”真是
费尽了心思 。有一年 ，夏季瓜果运输
旺季 ，有些路 内职工和 当 地农民趁机
向站停货车押运人索要瓜果 ，他就编
写了 一组小品文 ，进行法制宣传 ，用
辛辣的文字劝阻群众不要 干损坏铁路
声誉 的事 ，并配上罚款制度 ，登在黑
板上 。别 看不起 “黄总编 ”这块小黑
板，他扬正 制恶 ，给人信念和力 量 。
去年12月 份一天夜里 ，一趟客车在柿
树林车站临时停车 ，有两个抢劫犯在
车上将旅客4000多 元抢劫后逃跑 ，车
站职工发现后临危不惧 ，勇斗歹徒 ，
同驻站公安一道制服抢劫犯 ，这难道
与“黄总编”的板报无关吗 ？

他这个 “总编”也 当得苦 ，尽管
他为了 工作而风风火火 ，然而有 谁知
道他家有 一 本念 不 动 的 经 。他家住 渭
南良 田 乡 ，婆 娘 带 两个孩 子 种 田，一
个儿子患呆痴病 ，为了给儿子看病 ，几
年来 ，工 资 、奖金全填到这个 “窟窿 ”
里了 ，到头来 ，病没看好 ，去 年 儿子
外出 还 丢 了 ，家 里 婆 娘哭 ，娃娃 叫 ，
他疯 了似地 找 了 个 遍 ，快 一 年 了 也
没找 回 来 。为 此 ，他 操 白 了 头 。十
八岁 的 儿 子 不 见 了 ，作 父 亲 的 心头
该有 多 难 过 和 悲 伤 。就这 ，这 么大
的事他 装 在 心 里 ，没 有 向 领导和 同
志们 说 ，一 回 到车 站就埋 头 工作 ，当
他的 “总 编”，编 他 的 小黑 板 。谁
知道他 的 心头 有 这 么 多 的 苦 ，有这

么多 的 难 ，有 这 么重
的伤 痕 。

他的 工 作 是 默 默
奉献 的 ，是 平 凡 而 细
小的 ，他 的 名 字 是 鲜
为人 知 的 ，但 他 的 内
心是 深 沉 的 ，是 博 爱
的。他 用 个 人 的 心 血
弥补 近 几 年 职 工 思 想
滑坡 的 空 档 ，这 种 能
量的 释 放 是 无 法 算 经
济账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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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枢也蠹
李念 母

人所 熟 知 的 一 所 学 校 ，有 一 天 图 书 室 的 门 倒
了，几 乎 塌 伤 人 。一 检 查 ，原 来 是 门 的 转 轴 已 朽 。
我不 禁 抚 掌 大 笑，《吕 氏 春秋 》上说，“流水 不
腐，户 枢 不 蠹 ”，枢 乃 门 轴 ，是 经 常 运 动 的 东 西 ，
怎会遭 却 蛀 虫 的 侵 蚀 而 朽 ？一 打 听 ，原 来 学 校 为
抓紧 学 生 课 堂 学 习 ，停止 图 书 借 阅 ，自 此 图 书 室
的门 常 锁 ，室 内 尘 封 鼠 噬 ，书 籍 霉 烂 ，日 深 月 久 ，
这门 枢 亦 逐 渐被 虫 蛀 而 倒 。

是不 是这 样 一 来 ，学 生 的 德 、智 、体 、美 、
劳都 得 到 发 展 和 提 高 了 呢？我 与 几 位教 师 交 谈 后
得知 ，堵 住 了 图 书 室

的门 ，却 堵 不 住社 会

上的 五花 八 门 。如 有
的学 生 不 知道 刘 胡 兰
和雷 锋 等 是 谁 ，而 对
霍元 甲 、十 三 妹 、燕 子 李 三 、济公 等 却 了 如指 掌 。
结果呢 ，学 生 中 间 ，结 帮 会 、拜把子 ，摹 仿侠 士
剑客 行 为 ，约 定 时 间 地 点 ，比 武 打 斗 ，学 校 秩 序
紊乱 。课 堂 学 习 情 况呢 ，课 外 读物 本 为 学 生 的 第
二课 堂 ，与 课 本知识 相 辅 相 承 ，互 增互 补 ，取 消
了它 ，课 本知 识也 变 得 索 然 无味 ，成绩 自 然 下 降 。
当然 成 绩 下 降 ，也 绝 非 限 于 不 读 课 外 书 籍 ，况 且

如今 适 合 青 少 年 的 读物 也 实 中 寥
寥。

户枢 也 蠹 ，又 使 我 想 起 其
它。有 一 家 罐 头 厂 ，原 也 小 有
名气 ，但 厂 长 在 内 部 实 行 人 员
优化 组 合 ，无 视 党 支 部 意 见 ，

“ 优 化 ”的 结 果 ，“化 ”来 了

自己 的 亲 戚 、乡 党 ，“化 ”走
了有 真 才 实 学 与 所 谓 不 听 话 的 人 。结 果 内 部 ，
你贪 污 ，我 盗 窃 ，你 耍 奸 偷 懒 ，我 吊 儿 郎 当 ，

谁管 不 了 谁 ，谁 也 不
服气 谁 ，羊 肉 包 子 从
里边 臭 ，到 后 来 ，产
品质 量 太 差 ，名 誉 下
降，牌 子 砸 了 。

世界 上 的 事 物 实 在 复 杂 得 很 ，有 正 有 反 ，
有优 有 劣 ，人们 往 往 单 打 一 的 要 堵 住 一 种 现 象 ，
而另 一 种 现 象 却 旁 逸 斜 出 了 。要 使 得 “户 枢 不
蠹”，就 应 该 户 门 常 开 ，枢 轴 常 转 ，落 实 改 革
开放 政 策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另 外 还 有 一 点
不可 忽 视 ，还 要 学 会 辩 证 法 。反 之 ，即 就 是 钢
铸的 户 枢 ，也 是 要 生 蠹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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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堂 春 慢 ·古 城 迎 春
徐志 诚

春意 盎 然 ，酥风送 暖 ，晨 光 煦 照 梅花 。
渭水 新歌 ，波 上抖 它 丹 霞 。
雁塔插 霄 辉 煜 ，万 树增瑞 千 家 。

待九寒过 后 ，细 雨濛濛，滋 润 新 芽 。
马年 加鞭跃 马 ，跨科峰 险道 ，莫 负 韶 华
兴利 还 须 除 弊 ，扫 尽 黄 渣 。
改革 宜 张 正 气 ，向 四 化 、风叱 雷 咤 。
八景 年 年 叠 翠 ，星 火燎原 ，势 在 沧 涯

谢村 黄 酒
高曼 玲

千百年来 ，凡是到过陕南洋县 的游客 ，无不
赞美洋 县 的谢村黄酒 。

据考证 ，谢村黄酒 已有三 千 多 年 的历史 了 。
本世纪六十 年代末 ，在洋 县黄酒厂附近 出 土的历

史文物——商 王朝时期的青铜酒器 “㽮”便是证
明。不知从哪朝哪代起 ，在洋 县 民间流传 了 一句

“ 不喝谢村酒 ，空往谢村走”的 口 头禅 。
谢村黄酒 ，不仅能饮用 ，而且早在古代 中 医

经典上就被推宠为 中 医方剂 中 的药 引 子 。更有甚
者，此酒倘若 充 当 厨室佐料时 ，竟能驱除鱼 肉之
腥气 ，为肉菜增添了特种香味儿 。由 于谢村黄酒
是一种多功能的保健饮料 ，因此 ，她被 中 国保健
协会列为 “保健饮料 ”亦非偶然了 。

谢村黄酒 的饮用 ，既 同一般酒 类的冷饮之法 ，
又有黄酒独到 的热饮特 色 。黄酒温热饮用 ，香气
四溢 ，五脏俱安 。尤其受到那些不能饮用辣酒 的
老者和女 士 的喜爱 ，更受广大酒友的推举 。实为
晏宾赠友不可多得 的珍品 。

君若气血双虚 、脑力不足 、气力不够 、精 力
不佳 ，则可试用 黄酒蒸鸡法进补 。方法 非常简 单 ：
用子 公鸡一只 （乌骨鸡最佳），加谢村黄酒 一 市
斤，置于 陶器 内蒸熟 ，即可连酒带 肉分次饮服 。
体极弱者 ，亦可加入红枣适 量蒸之 ，美食家们若
愿在食前 调入蜂蜜 ，其效更雄 。

洋县谢村黄酒 已 获陕西省优质旅游产品奖 、
陕西省群众评议 “信得过”产品奖 、中 国 首届黄
酒节一等奖等奖 品殊荣 。自 1987年 广州“春交会 ”
出口 以来 ，现 已畅销国 内二十 多个省市及西德 、
香港等 国 际市场 。

梅先天下春
恒庆

“ 万花敢向雪 中 出 ，一树独先天下春。”梅
花，枝干横斜 ，凛然如铁 ，花朵素雅 ，幽香盈盈 ，
它将严冬推 向 身后 ，把春意呈现在人们面 前 ，成
为报春的使者 ，被誉为 “东风第一枝”。

梅花 以幽香而著称 ，素有 国花之美誉 。它浓
而不艳 ，冷而不淡 ，没有一种花象梅花那样清幽 。
古人认为梅花有 四贵：“贵稀不贵繁 ，贵老不贵
嫩，贵瘦不贵肥 ，贵合不贵开。”枝疏则神韵潇
洒，干瘦则骨格清癯 ，株老苍劲古朴 ，花合则含
而不露 ，枝斜则多 姿俏丽 ，更加赏心悦 目 ，秀美
动人 。

梅花之所以被人们喜爱 ，主要原 因在于 ：一
是它独步早春 。正 如宋代诗人陈亮所吟：“一朵
忽变先 ，百花皆后春 ，欲传春消息 ，不怕雪里藏。”
二是它不畏严寒 。陈毅 同志曾 在 《冬夜杂咏 》赞
美它：“隆 冬到来时 ，百花迹 已绝 ，红梅不屈服 ，
树树 立风雪。”三是它清香 四溢 。前人说它：“花
外见晴雪 ，雪里 闻香风”。如果摘上一枝 ，供养
室中 ，十余 日 馥香不绝 。加上它花色艳丽 ，铁干
劲枝 ，疏影横斜 ，就更惹人喜爱 。所 以 ，历来人
们把它和松 、竹誉为“岁 寒三友”，又将它和兰 、
竹、菊共称 “四君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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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 不 衰 的 中 山 装
树魁

中山 装源于 中 华民
国初期 。由 于 中 山装 的
造型毕挺 、庄重 、大方 ，
一经在 中 国 流行 ，便经
久盛行不衰，至今 已有
八十 多 年 的历史 。

中山装 的 问世 ，富
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辛
亥革 命取得 胜 利 以 后 ，
建立起 中华民 国 。孙 中

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
统，成立 了临时参议院 ，
制定 了 《临时约 法》，
中国 改用 国 际通用 的公
历，以五色旗为 国旗等 ，
一改清朝 旧 制 ，建立新
秩序 。但在革命党人穿
什么制服问题上 ，产生
了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
穿长袍马褂 ，戴瓜皮帽 ，
这样可 以保持 中华民族
的特点 ；另一部分人主
张改穿西服 ，理 由 是彻
底向 旧 制度告别 ，跟上
世界潮流 。而孙 中 山 则
力排众议 ，认为长袍马
褂穿着 罗 嗦 ，行动不便 ，
已不适应 工业初具规模
的国 情和世界风情 ；而
穿西 装 则 意 味 抵 制 国
货。他主张根据 日 本学
生装式样创造 一 种简便
的中 国 制服 。他早年在
日本居住时 ，看到 日 本
学生 穿 的 立领 、单排扣
的学生服 ，款式简洁 ，

穿着灵便 ，可加以改革
引进 ，将立领改成翻领 ，
将暗袋改为明贴袋 ，制
成中 式服装 。服装师就
按孙 中 山 的方案 ，设计
了早期的 中 山 装 。它和
现在 的 中 山 装 略 有 不
同，据李康主编 的 《中
外服装 词典 》记载：“最
早的 中 山 装 ，领子是单
的，后 背有缝 ，后背 中
腰处装有腰带 ，前 门襟
钉九粒 扣 子 ，胸 前 的 小
明贴 袋 和 下 面 的 大 明
贴袋 上 折 有 胖裥。”
新制 服 做 成 后 ，孙 中
山首 先 穿 起 来 ，后 来 ，
人们 就 把 它 叫 做 “中
山装”。

1923年 2月 ，孙 中
山击 败 陈 炯 明 叛 军 ，
第三 次 在 广 州 建 立 政
权，就 任 大 元 帅 府 大
元帅 ，再 次 商 讨 革 命
党人 的 服装 时 ，对 中
山装 进 行 了 改 进 ，才
成为 现 今 中 山 装 的 款
式。

在当 今 世 界 时 装
不断 进 化 创 新 ，款 式

变化 无 穷 之 际 ，中 山
装却 始 终 保 持 了 它 的
基本 造 型 。不 仅 被 公
认为 中 国 的 “国 服”，
还以 它 特 有 的 魅 力 ，
受到 外 国 人 的 青 睐 。
1 965年 ，坦 桑 尼 亚 总
统尼 雷 尔 访 华 时 ，对
中国 政 府 官 员 穿 的 中
山装 产 生 了 兴 趣 ，回
国后 ，把 中 山 装 加 以
吸收 改 造 ，也 创 制 了
坦桑 尼 亚 “国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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