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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克什克腾旗

经棚镇人民公社，下辖管理着一个“经

棚公社旅店”，人们习惯叫它公社大车

店，每天来自农村数十辆大马车进进

出出，生意很是兴隆。在旅店内大西

屋的边上，有一间小屋，这就是更夫李

富贵的卧室也是灶房。

“更夫”也叫“打更人”，那时为了

社会治安，街里的更夫在夜深人静时，

拿着两根木棒棒，从西街走到东街，敲

着木棒，报告着时辰，有时喊着“平安

无事”的。夜间，人民用“更”、“鼓”计

时，古人将一夜分“五更”，每“更”亦为

两小时，由“夜半三更”这一俗语，可知

“三更”即“夜半”。亦即子夜的23时至

1时。更夫李富贵就是在小屋里那个

马蹄表的指引下，每夜在这大车店里

巡更，一干就是几十年。

李富贵多少有点儿传奇经历，从

小失去父母成了孤儿，他本来姓白，后

来在我姥爷金兆瑞家赶马车的李师傅

夫妇看他可怜，李师傅又没儿没女，便

收养了他，他拜李师傅夫妇为干爹干

妈改为姓李，把他养到十五岁时，也就

是1946年，送他入伍参军，在经棚县支

队回民连当了一名小兵，干些杂务

活。1948年回民连编入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开拔出征，因李富贵高度近视，

智力又不太好，所以部队没带他走，让

他和几位同样有问题的战士回家，当

了两年兵就劝退回家了，既不算退伍

兵，也不是复员兵，人们只知道他当过

兵。

因为大字不识一个，只有满身力

气，李富贵没有正式工作，只好“背大

个”，就是到附近山上砍柴背回来卖，

他干爹去世了，他干妈李老太经常照

顾他，帮他做衣做饭，他也给干妈送

柴，送些米面。六十年代初，他干妈去

世，他忙里忙外，“发送”了她，也算一

个有情有义的孝子。

公社旅店成立时，旅店负责人，回

族代表张平文把李富贵“招工”到旅社

“打更”，没有固定工资，管吃管住，李

富贵非常满意，尽心做好“打更”工作，

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

一到天黑，他就把几个马灯挂在马槽

上，方便车老板子黑夜起来给马添草

喂料。冬天下大雪，他总是先把车店

院子里的雪堆好，早上天一亮就用小

推车把雪推到河套边倒掉。车店里职

工谁家要干泥水活，他总是有招呼就

去。李富贵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粗

茶淡饭、身板倒也硬实，仿佛在这个大

车店里有永远干不完的活，这一干就

是近30年。“文革”时经棚公社改成了

景峰公社，车店里的一个负责人和搬

运队的冯某组织了一个工农造反大

队，把大车店改成了景峰公社工农大

队旅店，有人让李福贵去帮助揪人，他

说，我干不了那些事。有一次他看到

我棉袄上背了一块白布牌子，他说上

面写着啥，我说你自己看，他说我不认

识字，我说写着“10.27派”，他说你们院

住了六七家人，怎么家家都成了“坏

人”，这不是胡闹吗！有人听他一说，

文革是胡闹，立马上前对他说“傻富

贵”你再胡说，把你也揪出来。他说我

一个打更的，揪我有啥用，我这个老光

棍，没有人替我担惊受怕。从此以后

人们就开始叫他“傻富贵”了。

“傻富贵”其实并不傻，大车店张

平文主任，职工石玉清经常帮助他买

粮买油，缝补衣服，他是牢记于心的，

逢人便夸自己的恩人。

年迈之人，最怕孤独，最喜欢儿孙

满堂承欢膝下，可怜富贵老人当年也

当过兵，拿过枪，辛辛苦苦打更近 30

年，这 30 年公社旅店也算是“岁月静

好”，没出现过失窃，也没有发生过火

灾，李富贵没有功劳也应有苦劳，但一

生没有得过鲜花和掌声，见识了生活

的凌厉，却依然

内心平静向暖，

苦了累了，依然

热爱生活，都说

不忘初心，他的

初心就是好好打更，别惹事，了却一辈

子的心愿。其实，在茫茫人海中，我们

每个人，都是微尘，从他身上，让我感

到，财富不是硬道理，权利不是硬道

理，知足的幸福才是硬道理。他无儿

无女，七十多岁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无常”时经棚许多回族同胞前来料

理他的“后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

渐渐忘掉了这位白发苍苍的回族老

人，而他的音容笑貌，却经常在我脑海

中浮现。

经棚公社旅店也消失了，大型宾

馆在家乡随处可见，小区内安了监控，

保安骑着电动车巡逻，谁还记着当年

那些风雨不误的“打更人”呀？

小时候，父母给他起名叫“富贵”，

也许盼他长大后娶妻生子，过着富贵

人家的生活，但生活给他开了许多“玩

笑”，虽然没有荣华富贵，但也算是幸

运的人，“打更”扫院，心自安然。写此

短文，也算是对这位回族老人风雨人

生的纪念吧。愿他在“天堂”里不再

“打更”，过上真正的富贵生活。

更 夫 李 富 贵
■马守喜

我小时候，我们村有一盘在露天

地的石碾子。妈妈一边抱着我，一边

用力地推着碾棍，一圈一圈围着碾盘

转。如果没有爸爸帮忙，妈妈只有费

力地推碾轱辘后边的那条碾棍，因为

她要一边推还要一边用左手在碾盘上

忙活，或是用手划拉，或是用笤帚往上

扫滚落到碾轱辘压不到的米粒。而我

在妈妈的怀里还捣蛋，妈妈就一边用

力地推碾子，一边骂我兔崽子。

到了妈妈推碾子我能在后面跟着

跑的时候，才知道石碾子在露天地要

大人不开心。原因是一遇到雨天和刮

风，就没法推碾子了。而雨天正是人

们不能去地里干活、有时间推碾子的

时候。后来生产队长说：盖个屋吧。

半截土墙上边用泥坯垒，中间放

了一架木柁，木柁与两端的土墙搭了

檩条，檩条上面铺了被捆成圆捆的秫

秸。队长一声令下，全村的男爷们都

挑着木桶到坎下水井跳水合泥。然后

叫着号地往房上抛泥。也就半天功

夫，就像个碾坊了。大人干活的时候，

孩子不让靠前。等到太阳没山大人走

了，我们几个孩子才轮到进碾坊：哦，

里面好黑哟。外面还不太黑，里边就

黑咕隆咚的。是因为碾坊太封闭，除

了窄窄的门口，墙上才有饭盆那么大

个洞。为什么不多打几个洞，或是安

一扇窗户呢？我们谁也回答不出来。

不管咋说，我们村算是有个像样

的碾坊啦。这样，一年四季，无论刮风

下雨、白天黑夜，只要你想碾米碾面，

只管去碾坊好了。碾坊都像现在的自

动取款机，时时刻刻恭候着人们。

推碾子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固

定碾轱辘的是木头框，尽管木头的材

质是最结实耐用的榆木。而且榆木是

干透了的，是队长盯着木匠的手一凿

一斧、丁是丁卯是卯做成。这木匠就

是我父亲。我家成分不好，父亲哪敢

有半点懈怠。但木头框还是时不时要

坏的，就导致碾轱辘脱轴了。那么大

的石头，如果只是一个女人在碾坊，是

没法矫正重装的。这时，碾坊里时常

会传出女人的，类似于杀年猪那样的

声音-----开始吓人一跳，以为是女

人被哪个“牲口”男人抱了，或是大碾

盘底下突然窜出的一只老鼠，钻进了

女人的裤管。那时候女人的裤子都很

肥，裤裆都很大。碾坊就会应声跑来

许多“救兵”（那时候的人可不像现在

人这么复杂，人倒了都不敢去拉。怕

被讹上）。后来久了，人们也就不在

意。不就是掉脐了嘛。大不了你先歇

会，在那黑旮旯尿泡尿，等着去人帮她

安上。因为要用力气，女人往往赶男

人去。并嘱咐男人：到碾坊门口先咳

嗽声再进去。男人不搭话就走了。至

于为什么女人要说这句话，从来没有

一个女人解释过，也从来没有一个男

人问过。

生产队有妇女队长，这个很必要，

哪个女人有“事儿”了就跟她们自己的

队长请假。一下要请两三天假。当然

请假的时间可不管你地里的活忙还是

不忙。就有时男队长跟女队长瞪眼：

嘿，也不管个忙闲！就见女队长轻描

淡写一笑：你忙了就别拉屎尿尿行

吗？男队长就蔫了去。可我妈妈不给

假。我家成分不好，女队长说你得好

好表现啊。过几天我要你跟别人挣一

般多的补助粮。每次这样说，我妈妈

就像被打足了气的车胎。粮食，这一

天天趴死望活不就是为了一家人填饱

肚皮吗？到我十岁的时候，妈妈又给

我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人六

张嘴两个劳动力。我十岁，能吃极了。

女队长不给假，妈妈只有晚上才

能推碾子（爸爸晚上被队长派去看护

生产队的菜园子）。好在我已经知道

心疼妈啦，要帮妈妈推碾子。我才十

岁呀，将够得着碾棍。妈妈不用我，熊

我，我就跟着前头那根碾棍跑。后来

妈妈就要我跟着跑了，不过提醒我：你

脚丫抬利索点，看这爆土狼烟，土都跑

到碾盘上和到面里了。我就乐，妈妈

骂了我一句不知愁，也乐了。后边碾

棍上的妈妈好像一下来了力气，碾轱

辘转得比刚才更快了。

由于是晚上（有时要排班到很

晚），碾坊里要点煤油灯。灯在墙的窝

里，尽管时常一跳一跳的火苗很大，弥

散在碾坊里也只有微弱的光。都比不

得月圆时的露天地亮。灯的方向碾盘

上的米面勉强能看得清，远的那面就

黑乎乎了。但妈妈依然能碾出全村最

合格的米。这不是我的说法（妈妈说，

你一个小孩子知道个屁），是全村人的

评价。就有不少女人向妈妈取经，妈

妈只是一笑。再跟妈妈推碾子的时

候，我就留意上了。秘密终于被我发

现：当谷子被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妈

妈就把那只高挽着的袖子落下来，在

黑乎乎的碾盘上，用袖子粘；如果粘到

还有带皮的谷粒，妈妈就说：还得压几

圈。当然，妈妈得穿那件缀着好几块

补丁的、能粘得起谷粒的毛蓝布褂

子。我的妈妈真聪明！

后来石碾子被淘汰是因为农村有

了电，有电就有了碾米磨面机。电闸

一合，随之响起的机器轰鸣像是对石

碾子的嘲笑。闲下来的石碾子当然就

没那么多人尊重了，先是碾坊漏了没

人修补，后来干脆就拆了；只把檩条抽

走，剩下残横断壁。本来光溜溜的碾

盘落满泥土。再后来，人们觉得碾盘

碍事，干脆就用吊车吊开。

依年轻人，就埋了或砸碎，可老人

们却拿出了豁命的样子。我冲在前

头，我说我提个建议，就把碾盘放在广

场吧。如今，广场一角的碾盘，年轻人

和孩子们放肆地在上面玩耍；我却不

是，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繁星满天、跳舞

的人散去时，一个人脚步轻轻凑到碾

盘跟前，伸手摸——似乎一下就摸到

了妈妈的手-----

石 碾 子
■田夫

高梁，58岁，新开地乡新道梁村蒙古营子组村民，全家3口人，2016年

人均纯收入3011元识别为贫困户。

多年来，高梁由于患有腰间盘突出疾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致使家里

缺少劳动力，家里的生活日渐走上了下坡道，生活贫困。

就在高粱面对未来的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精准扶贫给他带来了奔向

幸福生活的信心。2017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帮助他协调

农行贷款4万元，购买了4头母牛发展养殖业。在走访入户的时候，村党支

部书记范玉龙鼓励他：“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美好生活在不远处等着

你”。

如今，高粱凭借着自己踏实能干的韧劲儿，稳扎稳打，

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家里的母牛存栏数已达到12头，2019年人均纯收

入达到了13571元。回顾奔跑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这些年，他感慨地说：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乡村干部的真帮实扶，我有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

高粱把小康梦想变为现实
■通讯员 陈淑红

王振广同志，一名从教32年的老教师、一名回到家乡

驻土城子镇土城子村开展脱贫工作的老同志，自从踏上这

片故土，他放下“粉笔”，拿起“画笔”，描绘起村里致富奔小

康的梦想蓝图，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乐于奉献的情怀。

从教室到村委会，工作转变。他从学习开始，线上“电
子笔记”、线下“手写笔记”双管齐下

如何尽快从教书育人的工作状态进入驻村开展帮扶工

作，可难不住王老师，他放下“教案”拿起“书本”，像小学生

一样一门心思地钻进了脱贫攻坚政策学习上来，他将村里

所有与脱贫攻坚有关的政策书籍包括上级发文，一一汇总，

在村委会二楼的一间闲置办公室里，他认真学习起来，四个

月的驻村时间里他记录了厚厚的3本手写笔记。有些政策

需要解读，他怕影响村委会办公效率，就搬来家里的笔记本

电脑，利用有限时间认真研磨，就这样，他又建起一本电子

学习笔记，随鼠标点开摘录部分：3 月 25 日，“作为非党人

士，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扶贫攻坚工作，国家如此重视、顶层

设计如此精细，各级政府如此扎实有效落实。”3月30日，他

看了村第一书记一篇关于脱贫攻坚信息后，写到“我期待驻

村凯旋那一天”。

关于脱贫攻坚的手写笔记——“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通篇隶书章法，整齐美观，让人叹服。

关于研磨重要脱贫政策及文件精神的电子笔记——民

情分析、心得体会，样样不落、娓娓道来，令人起敬。

从教师到帮扶干部，角色转变。他从进组入户开始，村
情、户情、帮扶情，情情牵动着他家乡情怀

王老师的“驻村”，在大家眼里，更像是回来的乡贤，正

如他自己所言：“这是我的老家，能在退休前回到家乡，为家

乡尽些绵薄之力，是我一辈子的荣幸。”王老师认真履行驻

村职责，积极入户走访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委会制定脱贫

计划、建立健全工作台账、整理完善村、户档案。在王老师

的电子笔记中详细记载着每一户贫困户的情况，“尹来成肺

气肿、孙永林脑卒中后遗症、王树芝换膝盖、宋全河鼻癌、娄

世发直肠癌、娄万文肺癌……”

经常与村两委人员去中草药育苗基地去覆盖被大风破

坏了的地膜，也是经常事儿，为村里的大事小情他没少费了

心思。他精心于土城子村的脱贫，把驻村工作当作他的第

二事业来做，村里事、贫困户事，他事无巨细的关注关心着。

从关心学生到关心驻包村和村两委干部，他从点滴小
事做起，给了扶贫干部们家的温暖

他像关心自己的学生一样关心着身边这些忙在一线的

扶贫干部。他协调单位为村里购置电脑；他自掏腰包为村

里购置电脑耗材；他带领大家工作之余打羽毛球活动筋骨；他协助伙计们

分担村里各种工作任务……

带着亲情驻村、带着热情解难、带着真情帮扶。王振广老师初心不改，

依然如春蚕似蜡炬，将智慧和力量毫不保留的奉献在脱贫一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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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
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

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

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如何关注天气防御山洪

春夏季节，要注意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要注意
查看防汛、气象部门发到手机上的信息，了解近期是
否会有发生暴雨的可能。

（1）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午
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

（2）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墨云隆起，一般午后
会有强雷雨发生。

（3）多日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
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夜或凌晨会有强雷
雨发生。

（4）炎热的夜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
忽西，一般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

（5）看到天边有漏斗状云或龙尾巴云时，表明天
气极不稳定，随时都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暴雨来临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
1.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

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
2.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3. 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

使人跌倒。
4.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混浊及夹杂泥沙时，

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
5.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

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6.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

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
7.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

全地方暂避。
行车遇险自救

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
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车速度。
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设法将车
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并第一时间
报警求助。

行人安全防御
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快到地势较高

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
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防汛安全

警示标志。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
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当我们遇到险情怎么办
（1）要冷静沉着，果断应对，在防止和延缓险情

扩大的情况下，应就近利用广播、打电话等预警措
施，迅速向可能受威胁的居民传递警报信息；

（2）及时拨打乡镇政府或旗防汛办值班电话寻
求帮助，打求助电话时要说明事发的详细地点、险情
程度、被困人数、联系电话等，以便及时实施紧急援
救，也可以拨打其他社会求助电话进行求助。

山洪暴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
洪水猛，高处行，土房顶上待不成，睡床桌子扎

木筏，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
度险情。

（1）如遇异常天气要经常对房前屋后进行检查，
留心附近山体变化，看山上是否有裂缝，滑坡迹象等

（2）城镇居民、商场、学校、企业等要熟悉周围环
境，自备必要的防水、排水设施，如帆布、编织袋、沙
石、木板、抽水泵等，并在必要时做好人员疏导转移
等工作。

（3）受到洪水威胁时：有组织地提前向山顶或高
地等高处转移。

（4）突遭山洪袭击时：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
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山谷出口往

下游跑。不轻易游水转移，以防止被山洪冲走。
（5）被围困于低洼处或木结构住房时：来回挥动

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排、门板、
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下转移。

（6）发现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者折断
时：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

泥石流暴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
（1）泥石流与暴雨洪水通常结伴儿而生。当暴

雨到来前，居住的山沟有可能暴发泥石流，应搬迁到
安全地点暂时避难。

（2）暴发泥石流是由沟顶开始的，发出的响声好
像“轰……轰……”的打炮声。白天或者黑夜，在屋
里避雨时，听到这种声音，要迅速跑到室外向山顶转
移。

（3）暴发泥石流时间很短，请扶老携幼轻装转
移，尽量不要寻找和携带食品、饮料。

（4）转移路线应事前选定，清除沿途的障碍物，
避免急速上山时，浮石、滑坡伤人。同时要防雷击、
电线伤人。

(郭洋洋 孙远宏王伟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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