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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曲征

放暑假了，离开校园的学生们的安
全问题又成为重中之重，最主要的，就
是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而溺水事故往
往与游泳联系在一起。

孩子总喜欢玩水，这一点好像是天
性。记得少儿时代，男孩子几乎人人都
会游泳，不会的也尽力去学。那时的孩
子胆量也特别大，夏天一到，孩子们不
光到河里游泳，还爬上机井房的房顶，
从房顶上一跃而起，然后头朝下栽进机
井里，好长时间才浮出水面。这个孩子
刚浮出水面，另一个孩子又栽入其中。
尽管危险，但是在机井里游泳的孩子，
从未发生过溺水事故，而在河里游泳的
孩子却偏偏会发生意外，几乎每年都有
溺水事件上演。

游泳时发生溺水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会游泳甚至游泳技术很高，但是在游
泳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
腿抽筋，比如双脚或者单脚伸进石缝里
怎么也拔不出来，比如潜水时头部误入
破损的渔网却挣脱不开等等，有的水区
总是出事，而实际上，这个地方水下一
般有制造事故的隐患。机井里很少发生
溺水事故，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机井里水
很深，水下一般没有导致事故的隐患。
另一种是刚刚学会游泳甚至还不会游

泳而去河边学游泳，被别人哄下水然
后出事。有一次，笔者就被会游泳的同
学牵着手走进水区，水越来越深，当水
位快要漫过颈部的时候，心中十分惊
恐，好在紧接着水位就变浅了，原来那
地方有个小坑，同学故意领我经过吓我
一下。

那时候孩子多，家长照顾不过来，
他们还要去坡地干活，实在抽不出时
间来照料孩子，所以溺水事件就不可
避免。毕竟，小孩子缺乏安全意识且
盲从心理较重，见别人下河，自己也心
里痒痒。

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那时的学校
老师也是坚决反对学生下河游泳。午休
之后，班主任便挨个在男同学手臂上用
指甲划一道，倘若划痕发白，便是中午
时间游泳的证明。班主任便命令游泳的
同学走到毒太阳底下，一晒就是二三十
分钟，同学们戏称“晒油儿”。班主任直
言，就是让你们中暑，也不能让你们丢
命！家长知道班主任是好心，所以即便
把孩子晒得真中暑了，也不会计较。

记得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有事请
假回家，学校找了一个代课教师临时

“客串”我们的班主任，这位新班主任对
待游泳更加严格，处罚更重。

其实，老师也知道我们喜欢水，所
以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也带着

我们来到水边，女同学在树荫下凉快，
男同学则进河游泳，因为有老师的密切
关注，所以一般不会发生事故。

后来，教育部门不断强化安全教
育，严格禁止学生下河游泳、洗澡。老
师对此抓得越来越严，不仅不再带领
全班同学到河边玩水，还严厉禁止同
学们到水区游玩，游泳这项技能距离
同学们也越来越远，许多同学已经不
会游泳了。

因为远离游泳，总体来看，近些年
的溺水事故已经很少发生了，不过，凡
事有利就有弊，远离游泳技能，一旦发
生误陷水区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生还
的希望。近几年，媒体就不断报道因为
不会游泳而导致溺水事故发生的案例。

所以，游泳这项技能还是不能被忘
记的，不能因噎废食。游泳能够增强心
肺功能，增强肌肉力量，还是关键时刻

（比如突发洪水、暴雨时突陷积水）自救与
施救的必备技能。当然，学习游泳要有教
练引导，要在安全区域游泳，要控制游泳
时间。城市里，可以在教练引导下在游泳
场馆学习游泳，农村可以专门开辟设备安
全、符合游泳条件的浅水区，在多位成年
人陪同下，由体育老师或者游泳教练教
授游泳。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
教师）

文/片 赵福平

关羽作为忠义、勇猛的代表，很受
人们的喜爱，历朝历代无论官方民间所
供奉的关公像差不多，基本都是长刀在
握，威风凛凛。但为其建造的庙宇却是
千差万别，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则是一
斗大小的神龛。但把大门门楼改成关公
庙的您听说过吗？

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的岚峪村，
就有这么一座别致的建筑群落。沿着岚
峪村一条曲折的大街，走到大约街心路
北的地方就是关公庙的具体位置了。

这座关公庙非常小巧，宽度也就是
2米多，高有3米，两边为青石精打而成
的石把子墙，石墙下部两块石头竖置作
为迎风。7层之上的外侧垒有精美的池
头，平向装有东西方向的撑梁和顶部构
件。

小庙的顶子起脊，由青色的筒瓦和
弧瓦铺设成一个顶帽，4条边脊的前头
向上翘起。小庙里面的正中供奉着关羽
的塑像和观音的塑像，北面墙上写着

“关公之神”四个大字。由于室内面积狭
小，里面的空间实在局促得很。但从大
街上观看这座关公庙，整洁干净，古香
古色。

听附近的老人讲，原先这个地方的
关公庙是一处由多座建筑组成的庙宇
院落。后来，除大门门楼和一座石钟亭
外，其他建筑全部被拆，这儿也就成了
一个普通的农院。村民实在丢舍不下关
公的供奉传统，所以只好因陋就简把没
有被毁的大门门楼堵上，改成了现在这
个模样的袖珍关公庙了。

幸存下来的石钟亭位于院内的西
南角，通高4米，由4根粗壮的四棱石柱
支撑起钟亭的上部亭帽。在石柱顶端的

两个方向，挖有深深的凹槽，四块长石
卡进石柱的凹槽内就形成了钟亭的连
续过梁。过梁的上面再由平放的石板叠
涩收缩成一个方井，再上面的南北两个
方向各装有一块三角形的亭山，亭山的
下部中间插有一根比较完好的木质钟
杠。这也是笔者在长清境内见到所有的
钟亭中，唯一还有木钟杠的石钟亭了。

这座钟亭非常完整，就连亭顶上
部的亭脊，鸱吻，檐板两方的瓦当图
案都没有任何损毁。只是位于东边亭
额上的题字被凿，所以现在也就无法
知道石钟亭及整个关公庙院落究竟
建于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不过从小庙
风格及石钟亭和亭内钟杠腐蚀情况
综合判断，这些建筑应当建造于清朝
乾隆至同治年间。

现在这两座建筑已被济南市人民
政府列入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些关
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人，副
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葛曲径通幽

游游泳泳

这座关圣庙有意思

关关公公被被供供奉奉在在大大门门里里

马光仁 李志

近日，在由中国百家文化网、世
纪百家国际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雅
集京华.·诗会百家”全国首届诗会评
选中，归德街道石官村66岁农民焦方
海的诗荣获一等奖。

焦方海是农民，一边种田一边
打工；他是诗人，吟唱生活歌颂时
代，讲述自己的故事。农民？诗人？这
两个似乎离得很远的词组合在一
起，就是他真实的身份——— 石官农
民诗人焦方海。焦方海白天面朝黄
土，晚上仰望星空；忙时荷锄劳作，
闲时笔耕不辍；他饱尝生活的艰辛，
却过得诗意盎然，他把自己的200多
首诗词集成，取名为《草根涂抹诗
词》。

“黄河水连天，急流湍旋，千古
渡口无驻船。万里流域不扬帆，浮桥
连岸。忆昔水为患，房塌田淹，背乡
离井去讨饭。当今黄河习性变，丰收
连年。”这是焦方海写的《浪淘沙·黄
河》，讲述了黄河岸边村庄的今昔。
焦方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
家地处黄河沿岸，盐碱涝洼地，家乡
的黄河，非汛期时，一路奔腾喧嚣的
波涛，变得舒缓而温情。但是，每到
汛期，洪水来袭时，肆虐的河水像脱
缰的野马，冲出河槽，裹挟泥沙，漫
过庄稼地，淹没村庄。

年复一年地过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
活，既劳累，又充满无奈。生产队时
期，为了多给家中挣点工分，十四五
岁的年纪何惧苦累？《挖粪》一诗就
讲述了焦方海在生产队劳动的故
事：“队有粪池七八方，责成一日清
除光，苍蝇逐臭团团转，挣分哪顾累
和脏。”焦方海谈起自己少年，由于
兄弟姊妹多，他从十二三岁就成了
生产队里的劳动力，要干各种农活，
有诗为证：《劳动》“村东拔麦两手
泡，村南锄草耪了脚。村西复收交过
手，村北拉车翻入壕。”

焦方海吃农家饭，干农家活，想
农家事，说农家话，他写的诗，有写
新农村的，有写农业劳动的，有写农
家乐的。这些田园诗真淳质朴，客观
地描绘出了农村的新貌和农民的生
活状态。“一棵蔓生三四个，兄弟相
依土中卧。身体肥胖椭圆形，紫色衣
裳把身裹。香甜可口人人爱，春时插
秧秋收获，切片晒干可酿酒，蒸煮烧
烤上餐桌”——— 这是焦方海写的《红
薯》。“一员大将九尺高，身上长满杀
人刀。腰挎一柄狼牙棒，供人生活把
酒烧。”朴实形象的语言把玉米活脱
脱地呈现在你的面前，齿形的玉米
叶子边沿，把它比喻成了“杀人刀”，
玉米槌比喻成了“狼牙棒”，真是妙
哉。还有《大蒜》一诗：“沃土为棋盘，
棋子是蒜瓣。我指天对弈，相博丰和
歉。布局正苍秋，决胜待夏天。薹长
蒜头大，蒜农笑开颜。”把蒜农种植
大蒜写得活脱脱。

焦方海虽然早过花甲之年，但
精神矍铄，记忆力特别好，说起诗和
词，他津津乐道，他喜欢诗词，喜欢
创作，怀揣诗人梦想多年的他，暗自
下了决心要在晚年圆自己的诗人
梦，出版自己的诗作。他是农民中最
会写诗歌的诗人之一，他又是能写
诗又会种地的农民之一，农民与黄
土地最有感情，因此焦方海的诗歌
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透着从社会最
基层对社会生活和人生阅历的深深
感悟与沉思。

诗诗歌歌散散发发
泥泥土土芬芬芳芳

大门改成的关公庙和墙内的石钟亭相

依为命。（资料片）

▲石钟亭内部有木头钟杠，这比较少见。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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