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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
踏过的路径上阵阵花香鸟语，我耕耘过的田
野上一层层金黄翠绿，我怎能离开这河叉山
脊、这河叉山脊……”这是由著名女中音歌
唱家关牧村深情演唱的经典歌曲《多情的土
地》，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不知感动多
少人，至今仍回荡在我耳畔。监利市容城镇
是我生活工作近 50 年的地方，也是我深深
爱着和依恋的热土，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一枝一叶，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近、那
么温馨，让我魂牵梦萦。

容城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灿
烂。春秋时即得“容城”之名。据《监利县
志》记载，公元前 506年，河南许昌的许国为
郑国所侵，寻求楚国庇护，迁徙过来，为楚所
容，故改囯号为“容城国”，系楚之附属国。
监利置县于三国时期吴黄武元年（公元 222
年），距今已 1800 年历史，因“地富鱼稻”，

“令官监办之”而得“监利”之名。治迁今址，
容城镇虽几度更名，但仍一直为市辖镇，市
政府所在地。“曾经沧海变桑田”，作为监利
第一大镇，又滨临长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使得经济加速发展，让城区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境内高楼林立，绿树掩映，精致小巧
的游园遍布社区街道，遍地皆佳景，无处不风
光。荣获国家级园林县城，省级文明、卫生、
园林和森林城市的浓郁氛围充溢着这座城市
的每个角落。烙下了监利人民筚路蓝缕、励
精图治、拼搏奋斗的足迹，谱写了中国现代化
监利篇章。是波澜壮阔、奔流不息的长江，孕
育和滋润了容城这片富饶的土地，让我们看
到了变化与永恒。她就像镶嵌在江汉平原
的一颗眀珠，光彩夺目，璀璨生辉。

蛇年春意盎然，万物复苏时节，年逾
古稀的我乘兴对这座被誉为“小城大爱”
的容城，主要是城区主干道沿线公园进行
了一番游览。

称之为主干道的玉沙大道全长 2389
米、宽 30米、是城区的交通枢纽。她不仅是
容城镇的地理脉络，更是历史的记忆与文化
的承载，见证了由小城到大城的蜕变与发
展。就像一条腾飞的巨龙，龙首是龙腾广
场，龙尾是百晟首府，龙身七条横行连接线
好似七对龙爪（指 7 处十字路口）。龙头雄
视万里长江，形成龙盘虎踞之势。大道两旁

高楼鳞次栉比，商户延绵不绝。座落着市、
镇党政机关、学校医院、邮政银行、酒店车站
和广场超市等，这里已然成为监利人民政
治、经济、文化娱乐的中心。我漫步街头公
园，闲庭信步，体验和欣赏身边的锦绣繁华，
一路车水马龙、一路气象万千，顿感赏心悦
目，神清气爽。走进几处风格迥异的公园，
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吸引了我的眼球。
目之所及，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疏影横斜、
暗香浮动。特寻得一诗：“江汉监利稻香浓，
碧叶洪湖菡萏红。伍子中心观闹市，屈原四
野览新容。东西江浪奔腾壮，南北虹桥飞跨
雄。古道华容今换貌，小城大爱有春风”。
正好印证了我的所思所想。

我的第一站是龙腾广场，步行至荆江干
堤下，迎面看到的是一块巨石上镌刻的“龙
腾广场”四个金色大字，逎劲有力，闪闪发
光。这是一座高雅而富有现代气息的城市
广场，十多座望江楼拔地而起，直插云霄。
广场倚江傍堤，远离闹市，空间宽敞，景色优
美，空气新鲜，每天吸引众多市民来这里观
赏美景、唱歌跳舞、散步纳凉、休闲娱乐。与
之毗邻新落成的长江外滩湿地公园，就在干
堤外依江而建。过去曾经辉煌的龙头企业
化肥厂、磷肥厂、水泥厂、造纸厂和砖瓦厂早
已不复存在，昔日浓烟蔽日、沙砾遍地的境
状，已被蜿蜒 3.7 公里千亩森林草地的江滩
公园所取代。园内树木成林、花草连片，草
长莺飞、鸟语花香，这里辟有休憇凉亭、人行
栈道、游乐场、江泳基地、灯光球场等，一应
俱全。站在荆江干堤上，俯视夜幕下的江滩
公园，灯光闪烁，音乐悦耳，江风习习，游人
如织。美丽的长江外滩与早期建成的西门
渊滨江公园连成一线，珠联璧合，相得益
彰。公园内设有运动区、健身区、舞蹈区、戏
曲区、乐器区、沙滩区和民艺区等，还有体现
监利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的浮雕，湘鄂西红
色展区，诗词文化长廊，观鸟赏鱼亭台，大型
草地和露天剧院等，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
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风景
宜人的美丽画卷。

紧接着来到城区中心的玉沙广场，又称
音乐广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修建
的一座大型公共活动场所，为广大市民提供
一个集休闲、娱乐和社交为一体的公共空

间。广场的设计和建设，注重美观和实用
性。园内树木苍翠，草坪茵茵，石凳摆放整
齐，立柱路灯错落有致，小径纵横曲折，游人
漫步其间，心旷神怡。清晨，有人习武练剑
做健美操，有人吹拉弹唱跳广场舞，还有人
甩空竹打砣螺。夜晚，华灯初上，霓虹闪烁，
人们品茶聊天，京汉楚花鼓戏票友轮番登
场，营造出温馨而活跃的氛围。广场中心的
音乐喷泉更吸引了大量市民，喷泉随着音乐
节奏变化，形态各异，成为广场的一大亮
点。一位市直机关退休干部湛先生说：“我
每天清早就来到这里，玩一会空竹，演奏一
会乐器，还活动一下身子骨，有了这些场所，
我们退休后的日子也好打发了。”他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当我走到曾被称之为龙须沟式的林长
河时，被眼前一幕惊呆了，过去的一条污泥
浊水的臭水沟，现已建成了湿地公园和法制
文化游园。周边是市人民医院、章华小学和
幼儿园及监利忆美当代城公园。贯穿监利
城区的林长河，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
态修复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治理措施，发生
了巨大变化：出现在眼前的是校内读书朗
朗，桥下流水潺潺；河水清澈透明，两岸杨柳
依依，一派生气勃勃的万千气象。特别是荆
楚楷模文化长廊，格外引人注目，展示了市
内外上百名各条战线先进典型的动人事
迹。每一位人物都有一段传奇故事，每一处
风景都是一幅流动画卷，无不激励人们披坚
执锐，奋楫笃行，再创新的辉煌。

我边走边看，先后游览了民建、刘八台
小游园和禁毒文化广场，还有章华公园等，同
样是花草繁茂，浓荫蔽地，鸟儿自由飞翔，花
儿竞相开放，游人悠然自得，园内安谧静寂，
处处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真是

“小巧玲珑锦上花，精雕细琢映彩霞”。据市
园林管理中心赵主任介绍：这些小游园都叫

“口袋公园”，就是市民“家门口”的公园，利用
城区高楼大厦之间“巴掌大”的边角地、零碎
地、闲置地等，通过见缝插针式布局建设，贴
近市民生活的城市微空间，让老百姓推窗见
绿，出门心怡。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
见园”，面积一般在 400 至 10000 平方米之
间。目前城区已拥有大小公园40多处，这对
于高楼云集的城市而言，犹如沙漠中的绿

洲。虽然不像综合性公园功能齐全，但也豪
不逊色，依然绿意盎然，春风拂面，阳光普照，
身心舒畅，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城市的人文温
度。这真是“公园景色真宜人，花草绿意满园
春。蓝天白云伴鸟鸣，微风吹拂心静神。步
行小径桥水流,湖光山色倍精神。踏青游玩
好时光，快乐自然相近邻”。

最后一站是龙尾的百晟首府，仰望 13
栋摩天大楼巍然屹立，令人头晕目眩。百晟
广场商业建筑面积为 5 万平方米，共有 5
层。是监利市目前最大的商业小区和超市，
定位为家庭一站式趣生活地标，汇聚了众多
知名品牌，满足各年龄层客群的生活需求。
广场通过多元化的业态组合和丰富的品牌
选择，致力于为监利市消费者打造一个集亲
子、人文、社交、品质为一体的新型购物广
场。其内设有幼儿园、休闲购物中心、餐饮
娱乐中心、时尚精品专卖店，孩子上学、家人
购物一站式服务，这里还经常举办大型公益
性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个难忘的
狂欢节和购物节。现在，玉沙大道仍在延伸
和扩展，其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

所到之处，监利城区面貌焕然一新，我
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容城镇的飞速发展
让我始料未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尽管我只仅看到了玉沙大道
两旁部分景观，但窥一斑而知全貌。这些
公园不仅增加了城市的绿化率，还盘活了
城市碎片地块和闲置地。既提升了城市的
品位，美化了城市环境，又为市民提供了休
闲娱乐和锻炼的场所，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这种幸
福充满在生活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草
坪、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
一种乐观的心态，就能发现和感受幸福，幸
福就无处不在。晚清著名学者监利人王柏
心诗曰：“轩敞瑶台宿暮鸦，寒光一道俯平
沙。才生兔魄金钩重，乍满珠胎玉镜斜。
何处银桥窥羽曲，试酣绿酒玩窗纱。道人
夜半吹云管，惊醒骊龙吸月华”。诗句将人
们带入了一个如梦似幻的仙境，展现了监
利容城的独特魅力。此时此刻，那首“我深
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的旋律又在
耳畔响起，让我完全陶醉在如此富有诗情
画意的绿色家园里。

2025 年 3 月 12 日，监利市作家协会发
布消息，“恭喜 93 岁高龄的贺雄老兵，成功
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值得祝贺！”我反复
看了多遍，心里充满喜悦！不由得回忆起
了我的写作之爱，追求着我的文学盛开之
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今年 7 月份，
我参加工作有 76 年了，爱好写作也有 60
多年了。这 60 多年来，我一贯爱好写作，
这与我在部队和地方多年从事政治工作，
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参军以后，先后在湖
北军区监利县指挥部文教干部训练班和
湖北军区沔阳军分区文艺干部训练队学
习过半年时间，然后分到部队做文书和文
化干事工作。由于经常出墙报和黑板报，
这引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随后，我向
《湖北日报》和《湖北子弟兵》投稿，在参军
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被采用 10 多篇，更
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调到海军南海
舰队工作后，驻守海岛，巡逻海疆，对海
军、海岛、海洋非常热爱，产生了特殊的感
情，因而拿起笔来，写了《椰子树》《海上生
活赞歌》《全能训练在海上》和《风风雨雨
抢架发射台》等诗歌和通讯，都被军内外

报刊发表了。特别是贺龙元帅在 1959 年
元月 31 日，视察海军 161 军舰时，鼓励我

“要写海军、写海洋、写祖国、写家乡”，此
后，我不断以诗歌来颂扬祖国、赞美家乡，
经过不懈努力，前后共创作诗歌歌词千余
首。从部队转业到供销合作社，也是干的
政 治 工 作 ，继 续 坚 持 写 作 ，成 效 较 为 明
显。曾在《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商
报》《农民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
老年报》《辽宁省老年报》《黑龙江省生活
报》、浙江省《钱江晚报》、福建省和四川省
供销社社刊、山西省财经学院学报、《湖北
日报》《荆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闻、通
讯 400 多篇。由于写作积极，获得了一些
荣誉。1957 年 12 月，受到了海军南海舰
队湛江基地政治部的“会议嘉奖”。1990
年 12 月，被《中国商报》评为优秀通讯员，
并上北京领奖。在全国商业企业之歌有
奖征集活动和全国工人歌曲征歌活动中，
我作词的《供销合作社之歌》（周 守 宏 作
曲）分别获得“优秀奖”。我将这首歌曲编
入了专著《供销合作之歌——贺雄作词歌
曲选》。湖北省供销社专门发出通知，要
求全省各级供销社订购此书，加上《中国

商报》《中国合作经济报》等 8 家报刊的报
道 ，被 称 为“ 供 销 合 作 社 有 了 自 已 的 社
歌”，结果全国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 87
个供销社单位订购了此书。这首歌曲，表
达了全国供销合作社 580 多万干部职工的
心声，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一篇我写的关于贺龙元帅视察海军
161 军舰的文章，采用不同的题目，在全国
24 种报刊上发表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片
段，留下了难得的珍贵资料。

一本我写的《贺雄唱监利》的书，收录了
诗歌和歌词 340首，其中，有 40多位作曲家
谱曲入书的有 135 首，内容都是讴歌监利，
赞美家乡，离曲可读，看曲可唱，在音乐界堪
称首例，独具风格，全国有 13家新闻媒体先
后作了报道，社会反响尚好。

随后，我又出版了《贺雄诗文集》《贺雄
作品集》，合计有4部专著。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又紧
贴时代，创作了《口罩之歌》《中国一盘棋》
《保卫大武汉》等 18 首歌词，经作曲家谱曲
和歌手演唱，在“QQ 音乐”“全民 K 歌”等
六大音乐平台上线，我作词的歌曲飘荡在
神州。

我离休以后，一直爱好写作，收获颇丰，
被湖北省委、荆州市委和监利市委先后表彰
为老干部先进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沸 腾 的 戎 马 生 涯 ，使 我 得 以 锻 炼 成
长，从一个失学的学生，成为了部队的军
官 ；42 年 的 政 治 工 作 经 历 ，使 我 得 以 成
熟，从一个无知的青年，成为了高级政工
师。我个人的成长，我写作的成就，都要
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都要感谢伟大
的祖国。我要不辜负党的培养教育，始
终坚持我的人生信念，继续写作，追求卓
越，高唱主旋律，歌颂新时代。

最近一个时期，监利市作家协会、监利
市音乐家协会、荆南文学社以及监利市的亲
朋好友，纷纷在微信平台上表扬老兵，对我
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表示关注与鼓励！

有一位资深的监利文人老师，对我发微
信幽默地说：您加入省作协“这是迟到的爱，
您应该得到的，祝贺您！”。

我自已感到：
迟到的爱不为迟，
晚开的花更潇洒！
愿将余热再加劲，
珍惜时光向前跨！

晚开的花
□ 贺 雄

说来惭愧，我从没想到过“非遗”和我的
家乡监利市柘木乡能扯上什么关系。2007
年某日，忽从媒体得知，本乡赖桥村的劳动
号子《啰啰咚》成了省级非遗，当时我简直惊
掉下巴，感觉有些不真实。那个蜗居在长江
边与水患长年搏斗、不为人知的穷困乡村，
竟有这么一个好东西？我所在的池口村与
赖桥村毗邻，小时候我也常在田间插秧，这
种“插秧歌”时有耳闻，但并不成篇成调，演
唱者也是随兴吟咏。于是找来相关报道细
看。一年过后，《啰啰咚》竟成了国家级非
遗。于是，我从质疑到求证，再从到接受到
向外人宣传，作为家乡的一种文化品牌，我
理所当然地为之骄傲，并一直琢磨着应该为
它写点儿什么，否则有点“无颜见江东父
老”。

一拖又是数年，直到今年 3 月末，我因
它事偶然回乡，直到见到《啰啰咚》背后的真
正发掘者赖晓平先生，我心中的所有的疑团
方烟消云散。

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是从这位乡村医生
的个人爱好开始的。

赖先生是赖桥村人，1978 年，他准备读
高中，因父亲重病辍学在家务农。次年，其
父病危，找左邻右舍及亲戚朋友凑足三百元
后，转到长江对面的湖南省岳阳地区人民医
院治疗。时任主治医师的谭仲斌见其一家
老小哀哀无助，为其垫付了一千元押金后，
亲自主刀手术。

赖晓平的父亲病愈后不久，谭仲斌因骑
自行车不小心摔成骨折。谭是外地人，在当
地举目无亲，只好一纸电报发到赖桥村，赖
父二话不说，连忙丢下农活带着赖晓平赶去
岳阳护理。并在一个月后，将其接到家里住
下，直到康复。

患难之交结下的深情，让谭仲斌决定
康复后带走赖晓平，“我要把他培养成一名
赤脚医生”。就这样，谭仲斌把赖晓平带到
了岳阳医院。经过三年刻苦学习，赖晓平
于 1981 年通过省乡村医生考试，取得执业
资格，当上了乡村医生。此间，谭仲斌见赖
晓平对地方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为全面
提高他的文化素质，建议他自修大学语言
相关课程，赖晓平从此打下了扎实的文字
功底。

小时候，赖晓平经常听到田野里传来长
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一唱众和的
悠扬歌声。他利用走村串户出诊的机会了
解到，那首民歌是江汉平原世代相传的插秧
时的劳动号子《啰啰咚》。他敏锐认识到，
《啰啰咚》是古代劳动人民用勤劳智慧创造
的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如不及时挖掘整理，
很快会失传，于是一头扎了进去。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赖晓平利用业余时间，经常
帮他人插秧，请老人教唱。每年农闲时候，
他把老歌手请到家里当教练，并安排他们晚
餐。当时，全村人都不理解，很多村民冷嘲
热讽，说赖医生“想出名想疯了”，他的老婆

也极力反对，觉得他“发神经”。
几年以后，赖晓平在村民中挑选了几个

嗓音条件较好的农民作为传承对象，只要一
有空闲，就把他们召集到自己屋前的一棵重
阳古树下排练。村里的秧插到哪里，就让他
们把插秧号子《啰啰咚》唱到哪里。这样一
来二去，《啰啰咚》唱出了名，加上一些民间
文学爱好者的传播，各级媒体开始报道。

2006 年，赖晓平带领本村 7 个农民歌
手，前往武汉市，到扬子江音像出版社进行
申遗录音。刚进录音棚时，在场的音乐专家
们对几个素面朝天的农民都不看好，等到录
音结束后，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方石给予
了高度评价：“《啰啰咚》是带有山歌风味的
水乡田歌，浓郁的方言接音传声，具有独特
的江汉平原楚音楚调特色。”有了一批专家
的肯定，2007年，《啰啰咚》被纳入省级非遗
名录。2008 年，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地文化馆出于各种考虑，没有为赖晓
平申报传承人资格。他作为义务挖掘整理
者，却始终以一个传承人的职责严格要求自
己，并在十几年时间里投入仅有的财力，义务
培养了多批农民传习人员。先后组织村民参
加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湖北电视台等重
要媒体举办的文化展演活动。近年来，他还
为当地两所小学培养了十多名小学生《啰啰
咚》演唱歌手，并将他多年潜心挖掘的当地民
歌资料整理成《楚水流韵》《荆南水乡歌谣

集》等书籍。
2021 年 3 月 20 日 ，笔 者 来 到 赖 晓 平

家中。急性子的赖晓平一个电话，四位
《啰啰咚》的演唱者王斯斌（男,68 岁）、陈
凡珍（女,77 岁）、蒋冬生（女,72 岁）、王 冬
生（女,76 岁），很快从毗邻的住户中走出
家门，集合到那棵高大的重阳树下。在赖
晓平的指挥下，四个人明确分工，王冬生
打闹台，蒋冬生讲本，王斯斌发呜头声，陈
凡珍接二声。刹那间，高亢嘹亮、错落有
致、醇厚悠长、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响彻在
乡村上空。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
家乡的插秧歌，被深深震撼，这些在田间
地头涌动的劳动号子，像平原上起飞的群
鸟，带着荆南水乡的特色与风情，扑楞楞
飞向远方。

《啰啰咚》的名气越来越大，价值不断得
到认同。当地政府于 2020 年投资 400 万
元，在该村兴建一座《啰啰咚》文化传承馆和
一个占地面积 2000平米的《啰啰咚》文化广
场。另外，还将 8间闲置的小学教室改建成
农耕博物馆，分别展示古老的农耕农具和生
产、生活工具等。馆内将陈列 2000 多件历
代文物，布展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专家设
计，年内有望向游客展出。

远方的朋友，请到我的家乡来，聆听一
曲动人的《啰啰咚》。这是纯朴醇厚的荆南
古音，如饮监利粮酒。

天籁悠悠，乡愁盈盈。

一曲秧歌动江汉
□ 易 飞

喜看容城遍佳景
□ 彭桂生

李忠树是我的同学，我们从初中
开始一直要好，双方的成长过程也
都十分熟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确认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尝试教育体制
改革，我们俩都是赶上末班车的那
一批人。那个时候，我们在姜李中
学上学，方兴未艾的高考热潮让我
们也激情燃烧，欲欲跃试，可我们小
学和初中确实没有学到能够拿得出
手的东西。李忠树的大哥正好在白
桥小学任教，白桥邻近尺八镇，和知
识群体更加贴近，能够得到一些我
们无法获取的资讯。于是，我们俩
就一起把从他大哥那里拿到的数学
复习题册刻蜡版油印，一部分出售，
一部分自用。此外，我们一同找复
习资料自学恶补，后来又分别去了
不同的学校回炉重读，记得当时他
去了陶市中学，我去了魏杨小学，他
准备初中毕业考中师，我却在冲剌
高中。

李忠树从陶市中学毕业后，考上
了松滋师范，而我则上了棋盘高
中。忠树1984年师范毕业分配到何
堡中学，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工作
后的忠树像大哥一样在经济上支持
我，每年寒暑假我们三人还会在一
起聚，直到我毕业后去了连云港，那
个时候，忠树成了何堡中学的骨干
师资，书教得有模有样。

因为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加上
忠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深得学
校肯定，学生们喜欢听他讲课，领导
喜欢他的认真负责。正在我们都为
他感到自豪的时候，忠树突然停薪留
职了，听说是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生
活，独自到福建去做茶叶生意。而此
时的我却因工作分配，留在了北京。
虽然我们分别去了不同的城市，但兄
弟情谊丝毫没有因为距离而冲淡。
在福建做生意，靠的是圈子，而能否
入圈取决于你是闽南人还是外地人，
所以忠树的茶叶生意没有能够顺利
的进行下去，后来，他便回到荆州做
药品生意，药店在他的操持下经营得有声有色，短短几
年就发展了横跨湖北和湖南的数个连锁药店。这时，忠
树却把已经形成稳定收益的几个药店分给了自家的兄
弟姐妹，让大家都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而他却从头开
始，开创养老事业，把心底蕴藏的敬老情结变成现实中
的敬老行动。

忠树的第一个旗舰养老院——白桥老年公寓于
2016年投入运营，至今已经容纳数百名老人，他所照顾
的老人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子女在外打工的长托老人，一
种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忠树少年时是由其爷爷奶奶
抚养长大，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老人的心情和需求，自白
桥养老公寓开张以来，他的耐心、爱心、善心、孝心及同理
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所收留的老人有些来自湖南、河
南、广东、江苏，甚至更远一些的省份，很多是因为其周到
而细心的服务传递了好的口碑而主动寻上门来。

忠树是个孝顺的人，他悉心地照顾着自己的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让他们安享晚年，家里也都以他为自豪，因
为他的孝悌，使得他在李家本姓中拥有相当高的威望，他
被选为族长，邻里乡亲间的矛盾纠纷都喜欢请他主持公
道。他曾经跟我讲：老人们都不容易，我们也正在老去，尤
其是那些儿孙长大后都在外地打工的，让留守乡下的老人
十分孤单，平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不用说小灾小病
没有人照管，大灾大病无人送医。正好我在家里，就算是
替他们的后代尽点孝心。所以，他对待老人就象自己的长
辈一样，知冷知热，嘘寒问暖，把老人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
来照顾，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让老人们感觉到真情就在
身边。

忠树的养老院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高龄老人多，基本
都是古稀之人；二是基本都为全托式。老人们都以院为
家，一托好几年不回家，过年过节都在院里，有些身体好
的老人还在院子里种起了菜。由于多数老人年纪偏大，
养老院里配有专门的医药护理，定期体检，护工也都是
40岁至50岁的职业妇女，做女儿、媳妇和母亲的，既有照
顾人的经验又有足够的耐心。李忠树夫妇则吃住在养老
院，每天 24小时听从老人的召唤，哪怕是半夜，随叫随
到，毫不含糊。除了料理老人们的生活起居，忠树平常对
院里设施、食品配置、卫生情况、换季时的被褥及衣服更
换等等一切大小事务，都亲力亲为，生怕委屈了老人，影
响了他们的健康。他经常和员工及家人说，办养老院和
办幼儿园是一样的，必须慎之又慎，不得出任何差错。俗
话说，一人难尽百人心，有时候老人也会使点小性子为难
护理人员，忠树总是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让护理员换位
思考。“老人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像对待自己的
父母一样对待老人。”忠树的言行举止，深得老人们的赞
许，也令员工心服口服。

有了养老院，老人们就有了家，平常大家一起散步
聊天，定期安排和自家孩子视屏，原本独居的老人，来到
养老院后却焕发出活力，尤其是过年过节大家欢聚一
堂，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有说有笑，附近学校的孩子们也
把养老院当做“爱心基地”，逢年过节或假期给老人送礼
慰问，表演节目，十分温馨。

我每次回去都要去忠树的养老院看看，每次去都会有
不一样的感受和感动。最近一次回去，又高兴地看到忠树
的白桥养老公寓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有了新的提升，老人们
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适。同时，相距白桥约3公里的吴尔养
老院也已正式投入运营，这是一个能够容纳160人的养老
社区，白墙红瓦鳞茨栉比，既像学校，又像宾馆，设施齐全，
场地开阔，散步绿道、健身中心、游乐场所、医疗中心一应倶
全，每个房间都有单独卫生间，配应急呼叫，带给入住老人
宾至如归的感受。我去的那天，正遇上院里统计今年准备
回家过春节的人数，大多数老人表示愿意留在养老院，不愿
意路上折腾，院里热闹，况且院里还准备在春节期间组织体
检，编排节目，想来团聚的子女们也可以来客房居住。

忠树一心本着“不以赢利为目的，为社会奉献一片
爱心”的初衷，保本微利，通过家庭式的经营养老事业，
既解决了年轻打工人的后顾之忧，又为空巢老人们提供
一片安心的养老之地，把自己的孝心延伸向社区，为和
谐社会建设尽着自己的心力，虽然他所做的这一切看起
来很不起眼，但平凡中的伟大折射出其非凡的人格。

李忠树，问渠哪得清如许？一片冰心在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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