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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人间

□杨景林

学选去世两年多了，但我
总觉得他还活着，他的身影常
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 与 学 选 相 识 交 往 3 0 多
年，他的品行、他走过的道路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
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2 0 0 9年 5月 1 2日早上 7点，
当我从广播里听到山东省委书
记姜异康专程赴潍坊人民医院
看望崔学选，并转达胡锦涛总
书记亲切问候的新闻时，心里

“咯噔”一下，觉得他的病肯定
很严重，于是马上打电话询问
在潍坊的校友，校友无比遗憾
地告诉我：“老崔是癌症晚期，
扩散了，他是用担架抬上飞机
送回来的。他的病耽误了，在北
川太艰苦了，重建任务太重，他
是累垮的……”这消息让我的
心情十分沉重。

2 0 0 8年 1 0月初，我已听说
学选在北川病倒的消息，当时
已经诊断为癌症，在齐鲁医院
做了手术，不让前往探视。我很
挂念他，春节后几经周折终于
拨通了他的手机，听出是我，他
显得很高兴，我问他的身体情
况，他平静地说：“还不错，前一
段动了个小手术，是肠梗阻，现
在没事了。”他还说：“以后还要
去北川工作，等北川新城建好
了，我请你来看看。”

听了他的话我很高兴，真
的认为他的身体会很快痊愈，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哪想到
他竟然病得这么重！看了他在
北川的有关报道，我感动不已，
与他相处的往事不断在脑海中
浮现。

与学选相识于1 9 7 9年1月，
那时我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
任党总支书记，他是7 7级3班的
团支部书记。他给我的印象是
直率、勤奋、认真、能干，口才和
文笔都很好，在同学中威信很
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
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选不
仅是学习上的尖子，也是劳动
能手，三夏三秋劳动，他总是抢
在最前头；挖猪粪是最脏最累
的活，可学选不怕，胶靴不够，
他让给别人，自己挽起裤腿赤
着脚跳下粪坑就干起来，同学
们都很佩服他。

由于品学兼优，学选毕业
后留校任教。记得在第一次与
全系教工的见面会上，他代表
留校同学发言，他没有按部就
班地说一些套话官话，而是雄
心勃勃地表示要满怀激情地勇
攀高峰、要干一番大事业。我当
时听了一震，有些为他担心，怕
老 师 觉 得 他 锋 芒 毕 露 不 够 谦
虚。但这也让我对他又有了新
的认识，感到他是个很有个性、
很有抱负的人。

留校后，学选很快进入了
角色并崭露头角，用行动赢得
了大家的好评。他留校后有近
两 年 的 时 间 在 平 原 县 农 村 蹲
点，他不怕条件艰苦，整日奔波
在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指导农
民生产，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欢
迎，《大众日报》还曾报道过他
为群众做的一些好事。

对待工作，学选舍得下气
力，有股子拼劲。有一次，为了
突击完成一个科研上报材料，
他连续熬夜，累得晕倒在地上，
磕掉了一颗门牙。年轻同事都
说他干起活来不要命，是拼命

三郎。他指导学生实验，每堂课
都要写十多页的教案。他当年
带过的学生、现任农学院院长
张春庆教授感慨地说：“崔老师
虽然只给我们当了半年的班主
任，但他对教学、对学生认真负
责的精神却一直影响着我。”

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
题，1 9 8 4年7月学选调到潍坊工
作。他先后在潍坊市农委、市委
整党办公室和市纪委工作，走
上了从政的道路。1996年底，潍
坊市“一推双考”县局级领导干
部，学选报考了潍坊市建委副
主任、市政管理局副局长这个
岗位。报考这个岗位的有 4 0多
人，竞争十分激烈，经过几轮角
逐，学选脱颖而出，展现了他的
才华和能力。

得知学选走上建委领导岗
位后，我曾不解地问他：“你已
经是纪委的重点培养对象，为
什么还要去考建委这个职位？”
他说：“我父亲是个瓦匠，我对
建筑也很感兴趣，觉得今后城
市建设肯定大有文章可做。我
读了工民建第二学位，我有信
心胜任这个工作。”这番话让我
不禁为他勤奋好学和积极进取
的精神所感动，在机遇面前，学
选可真是个有准备的人啊。

由于工作业绩出色，2 0 0 4

年崔学选被任命为潍坊市建设
局局长、党委书记，后来又被任
命为潍坊市市长助理。担任建
设局一把手后，学选有了施展
自己才能的更大舞台，他有思
路、有闯劲、肯实干、要求严。在
他的努力工作下，潍坊市的城
市面貌有了巨大改观，得到了
群众的交口称赞和建设部的高
度评价。学选和他所领导的团
队多次受奖，获得市级以上荣
誉称号 4 0多项，潍坊市也荣获

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中国特色城市等
称号。2 0 0 7年 1 2月学选被建设
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建设系统
先进工作者称号。

学选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对母校、老师、同学，他一往情
深，对家庭充满爱。只要农大的
人找到他，他都热情接待，工作
再忙晚上也要抽空去看看，
给予工作上的支持。

潍坊有位校友，丈夫下岗
多年，孩子要上大学，经济上和
精神上压力很大，请学选帮忙
找个工作，他说：“怎么不早
说？我想想办法吧。”没过几
天，这位校友的问题就得
到了解决，她高兴地说：

“ 老 崔 可 帮 我 家 大 忙
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学选有个温馨的家，他平
时工作忙，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宋伟操持。一次我问他女儿在
哪里读书，他说：“在南航，上大
三了。”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我便夸奖宋伟是个贤妻良母，
他听后兴奋地大声说：“对啦！
杨老师你算说对啦！”可见他对
妻儿有多么深的感情。但当汶
川地震发生后，他义无反顾地
立即赶赴灾区，全身心投入到
灾区重建之中，他放弃了回家
休整的机会，强忍病痛，一直在
灾区忘我奋战。即使在手术后
的病床上，他还牵挂着北川的
群众，牵挂着北川新城的建设，
他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爱情
怀曾经感动了多少人，震撼了
多少人呀！

学选大学毕业后在多个单
位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无论在
哪个岗位上，他都锐意进取，无
论在哪里他都留下了闪光点。
他 在 支 援 北 川 重 建 中 一 心 为
民、舍生忘死的悲壮之举绝非
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
道德基础。我对他的了解只是
凤毛麟角，但从我主编的《绿野
华章》一书他写的人生感言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内心
世界，了解他是怎样做人做事
的 。他 的 人 生 感 言 是 这 样 写
的———

“一个人立业的资本不能
靠别人送来，只能靠自己的知
识获得。等待机会将失去人生
的价值，创造机会才能成就一
番事业。机会人人有，但它只偏
爱有知识的头脑。社会就像一
条 船 ， 时 刻 都 要 有 掌 舵 的 准
备。”

这就是崔学选的个性，这
就是崔学选的人生观，这就是
一个活生生的崔学选。

2 0 0 9年5月2 1日，我与他在
校时的好友去潍坊看望他，他
很高兴，使劲喊着我们的名字。
尽管已经三个月没有进食，全
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但他仍然
牵挂着北川。我对他说：“安心
养好身体，身体好了咱再回到
第一线。”他眼睛一亮，坚定地
说：“对，再回第一线。”他时刻
牵挂着北川人民。

临别时，学选特意招呼妻
子宋伟与我们一起合影，努力
露出笑容，相机记录下我们这
次会面的难忘一瞬间。这几天
我又把照片拿出来端详，从学
选憔悴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出
他与病魔抗争的顽强。我既为
他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惋惜，又
被他奉献大爱的精神所感动。

学选，我们永远怀念你。

他时刻牵挂着
北川重建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 .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窗外已花开，大地已返
绿，民间踏青、祭扫的清明
时节如期而至。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此时此刻
涌上心头的总是那对亲人、
对故旧、对先烈先贤挥之不
去的思念和怀想。

清明祭奠，是中华文化
悠久的传统。不论是回到故
乡跪倒在亲人墓前，还是漂
泊异地遥祭故友、先祖，感情
一样真挚，思念一样情深。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表达

心中的“一瓣心香”，本刊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特举办
“发往天堂的微情书”征集
活动。

来稿力求情感真挚感
人，文笔洗练优美。既定位
为“微情书”，所以篇幅要
求精短，字数限定在300字
以内。欢迎广大读者热情参
与。

来稿请发至
qm85193207@126 .com

本次征集活动截止于3

月30日。

□孙道荣

看电影，一部新上映的
大片，很多人是排了很长时
间的队，才买到票的。故事
临近结尾。有人已经站了起
来，开始退场。但影片并没
有结束，主题音乐还在响，
很好听的旋律；演职人员的
字幕，才刚刚打出，中间还
穿插着一些拍摄花絮什么
的。更多的人站了起来，退
场，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扭
头张望。没有几个人有耐心
等到“The end”，虽然那
可能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离场，似
乎有什么急迫的事情等待着
他们。

可是，奇怪的是，大多
数人走出影院的大门之后，
并没有急忙走开，而是站在
门口，闲聊着电影的内容。
他们宁愿这么站着回味，也
等不及把电影的最后一幕看
完。

看演出也是如此。无论
多么精彩的演出，总是未及
演员谢幕，就有人急匆匆地
站起来，开始离场。等到大
幕重新拉开，全体演员出来
向观众谢幕的时候，剧场内
早已乱糟糟一片，过道上挤
满了争先恐后退场的人，没
有几个人在意舞台上频频致
谢的演员。他们等不及了。
我不知道舞台上演员们的感
受，那一定是特别令人垂头
丧气吧。

每次坐飞机，我都会有
一种压迫感，这感觉来自飞
机降落的那一刻。飞机还在
跑道上滑翔，广播里反复地
提醒着，“乘客们，飞机还没
有停稳，请不要站起来，请不
要走动，请不要打开行李架，
请不要打开手机……”但一
点用也没有，一个乘客站了
起来，又一个乘客站了起
来；一个乘客打开了行李
架，又一个乘客拿出了自己
的行李；一个乘客站在了过
道上，又一个乘客挤了进
来；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打
开了手机……在飞机停稳，
机舱门打开之前的几分钟，
总是飞机上最混乱的时刻，
大家拥挤着走下飞机，仿佛

时间无比紧迫，一分一秒都
等不及了。

然后，所有的乘客又都
拥挤在取行李的地方，等待
着传输带将他们的行李运过
来。他们明知道会在这儿等
待行李，也不愿意遵守秩序
在飞机上多呆一秒钟。

火车更糟糕。火车还没
有进站，车厢里的乘客都已
经全部站了起来，拿好了自
己的行李，挤到门口或过道
上，迫不及待地等待下车。
火车停车时惯性很大，在
“哐当哐当”的刹车声中，
人们东倒西歪，前后摇摆晃
荡，很不安全，但这丝毫也
不能阻止人们第一个跳下车
的决心。

事实上，第一个匆忙跳
下车的，与最后一个从容走
下车的，其间绝不会超过两
三分钟，但是，大家都等不
及了。

每年我都会参加几场朋
友、同事的婚宴，每参加一
次，我就会为新人尴尬一
次，遗憾一次。豪华的酒
店，丰盛的酒宴，温馨的场
面，浪漫的时刻，满座的亲
朋，一切都预示着这将是一
场值得永久纪念的婚礼，可
惜，我至今所参加的婚宴，
竟没有一场是“善始善终”
的。

经常菜还没有上齐、新
人还在挨桌敬酒，就已经有
人站起身，揣上喜糖，告辞
了。等到新人端着酒杯来敬
酒时，酒桌上的座位已经空
出了好几个。

最尴尬的一次，是参加
一个同事的婚礼，我坐的那
一桌都是新娘的同事，新郎
新娘来敬酒时，堆满了菜肴
的酒桌边，只剩下了我和另
外两个同事，新娘的笑容，
无比尴尬，无比落寞。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
人们，越来越急迫，越来越
浮躁，越来越焦虑，人们总
是迫不及待，总是神色匆
忙，似乎一分一秒也等不及
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如此
急切地催促着人们，但可以
肯定的是，绝不是时间。

从容一点吧，等等我们
的心。

等不及

逝者档案

●姓名：崔学选
●终年：54岁
●籍贯：山东莱州
●生前身份：潍坊市市长
助理、潍坊市建设局局长、
山东省援川办新县城建设
组组长、山东省援建北川工
作指挥部总指挥助理

清明将至，

本刊举办

“发往天堂的微情书”

专题征稿

投稿信箱：www. 3207@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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