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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庆儒

从我记事起，就发现在我们家堂屋
的老式抽屉桌子上，放着用玻璃相框镶
嵌的一张奖状。恍惚记得，那是父亲在
参与位山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时得到的、
他自认为最珍贵的奖状。

在我没上学之前，只知道那是父
亲的奖状。上学之后，我慢慢认识了
奖状上父亲的名字——孟宪民。奖状
的内容已模糊，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
有“枢纽”两个字，当时不认识，更不理
解。

我父亲生于1930年农历正月廿五，
病逝于 2009 年农历十月初九，享年 79
岁，老家在阳谷南街狮子楼附近。我祖
父孟昭著从军在外，1937年“七七事变”
后从河北保定府南下到了南京。1942
年从南京回了一次家，走后便杳无音
信。在那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年月，
父亲和奶奶寄居在奶奶的娘家——阳
谷城北的张海村，由奶奶的父母帮衬着
度日。饥寒交迫的岁月磨炼着我父亲
的性格，促进他成长。

1945 年，我父亲追随革命前辈，参
加了农民会、看青队、模范班，成为革
命积极分子；1946年由马传义、王秀英
介绍，申请入党；1947年正式成为一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5月参加了位
山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农业合作化后
担任社委；公社成立后任生产队队长长
达 22 年，后来又担任生产队现金保管
员，一直到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
到户。

1958年，聊城地区大旱。为了统筹
解决黄河山东段的防洪、防凌、灌溉及
工农业用水问题，5月1日，国家开工兴
建位山引黄闸工程。父亲参加了在东

阿县位山村开建的黄河位山水利枢纽
工程，这项工程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项
目之一。此项工程建设会聚了20多个
县的27万民工，我父亲在工地一干就是
一年多。浩荡的民工队整天在施工工
地热火朝天地喊着号子拼命干，有人负
责凿石头，有人负责用石夯夯实大坝地
基。一边是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一边是
铿锵有力的夯号声，现场气氛紧张又热
烈，民工们辛苦并快乐着。父亲负责与
工友抬石头，垒筑截流大坝。为了赶工
期，即使吃不饱肚子，也勒紧裤腰带，打
起十二分的精神拼尽全力苦干。三伏
天，父亲与众工友白天挥汗如雨，脊背
晒得黝黑发亮，晚上休息还要忍受蚊虫
叮咬；数九寒天，北风刺骨，工程照样进
行。

在我父亲离家一年多的时间里，
当年我 53 岁的奶奶因为思儿心切，颠
着“三寸金莲”，边走边问路，不知用了
多长时间步行百余里，终于找到了位
山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工地，找到了
她牵肠挂肚、相依为命的儿子。奶奶
看见我父亲又黑又瘦，衣衫破旧，心疼
得号啕大哭。父亲更心疼我奶奶，难
以想象我奶奶这一路上承受了怎样的
疼痛，颠着裹过的小脚步行了这么远
的路，终于来到这陌生的地方。父亲
担心奶奶磨出血泡的双脚不能再走
回家，就向位山当地的村民，借了一
辆手推独轮车，把奶奶推回了家。父
亲随后推着那辆独轮车返回位山枢
纽建设工地，继续与众工友一起并肩
作战，奋斗在施工一线。

我的父亲和27万工友，舍小家为大
家，昼夜在施工工地拼命苦干，可谓风
雨无阻。受的苦、遭的罪、付出的心血
和洒下的辛勤汗水，位山的一草一石都

有见证，27万民工刻骨铭心，位山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

1959 年 12 月 9 日下午 5 时 30 分，
黄河截流工程顺利合龙，父亲和 20 多
个县的 27 万民工，见证了“腰斩黄河”
的奇迹，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着
无限智慧和胆量的劳动人民，用自己
的一双手、一双脚和一副铁肩膀，在那
么短的时间里，在滔滔黄河的激流之
中，筑起一道长 336 米、宽 58 米的拦河
大坝的壮举。这一伟大实践将永远载
入中国人民治黄史册。

父亲一生为能参加这么有历史纪

念意义的黄河截流工程，感到无比幸福
和自豪。他在此项艰巨的工程建设中
被评为积极分子，获得了一张异常珍贵
的奖状。

我父亲生前视这张奖状如生命。
父亲的奖状，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钢
骨铁肩勇挑重担、吃苦在前躬行敬业
的责任担当，兑现了对沿黄人民的深
情承诺。

父亲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父亲
的奖状，已成为我们的传家宝，永远激
励着后辈前行。

（图片由作者提供）

父亲曾参建引黄闸工程

□ 李奇 耿仁国

阳谷县大布乡土山寺村位于阳谷县
城北 7.5 公里、大布乡政府驻地东北 3.5
公里处，东临京九铁路和羊角河，南隔省
道 249 线与李楼村相望，西与吕超凡村
接壤，北靠魏庄村。

元末明初，该村北曾建有一所大寺
院，院内碑上刻有“土山圆明寺”，寺院
的四周有飞沙聚成的土丘，大者如山，
群众称该寺为“土山寺”。山西洪洞迁
民沿用此说，以寺定为村名。

土山寺村北和村东南，各有一座
土山，都是风吹起的扬沙堆积形成的，
高约数丈（一丈=3.33 米）。土山上及
其周围种植着很多杏树和桃树，每到春
暖花开，土山寺村周围就变成一片花的
海洋。

20 世纪 70 年代，土山寺大队各项
工作积极主动，成为大布公社的先进典
型。他们带头搞好村级道路整治、新村
规划，1970年还有5名知青前来驻队，大
队党支部书记朱先魁也被选为公社模
范。

1975 年，阳谷一中高二年级，当时
分政治班、理论班（文科班）、文艺班、红

医班和财会班等多种班别。李奇、刘建
英、杜春丽等 5 位同学热爱文学，爱好
写作，他们选了理论班（文科班），经常
在一起探讨文学写作技巧，共同提高写
作水平。

1975 年春，这 5 位同学由大布公社
团委书记刘怀平带领，去土山寺大队做
社会调查，同去的还有县文化馆负责摄
影报道工作的馆员杜中江。

春风拂面，舒适宜人。一队青年骑
着自行车行走在阳谷县城通往土山寺
大队的乡间小道上，很有一种“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境。

土山寺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先魁热
情接待了这群激情澎湃的学生，他们
一起来到村北栽满杏树的土山上，席
地而坐，热烈交谈。当时，开阔的土山
上，杏花盛开，繁花似锦，草长莺飞，春
意盎然；山下 ，5 名文学青年风华正
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围在朱
先魁周围，仔细聆听，认真记录，热烈
讨论。此情此景，情景交融，人仿佛在
画中。

县文化馆馆员杜中江择机拍照，留
下了这美丽的瞬间，成为幸福的回忆。

恰同学少年

位山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及誓师大会现场

土山寺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先魁（前排左二）和学生交流。 杜中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