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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愚公公””不不为为己己
张秀峰义务修路36年用坏12把铁锹

不能为国戍边

做好身边小事

走在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
处张木匠村的乡间土路上，虽然
路面大都为土质，却未见明显的
坑洼，低洼处都被填平了，显得
平整而结实。“这要归功于张秀
峰的付出，从36年前到现在，他
一直在义务修路。”张木匠村党
支部书记冯建华对记者说。

10日，记者在张木匠村通往
皂户赵村的马路旁看到，一辆普
通的脚蹬三轮车、一把铁锨，一
位腰板挺直，身着朴实的老人正
在垫公路施工时留下的坑。“三
秋生产就要开始了，我把路边的
坑洼处填平，这样收割和运送庄
稼的车辆进出就方便了。”这位
老人叫张秀峰，今年76岁，是滨
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张木匠村
人，他脚蹬三轮车，义务修补着
乡间的土路，从30岁的小伙子一
直到现在的白发老人。

“父亲为保卫祖国与日寇战
斗牺牲了，我尽管不能像父亲一
样为国戍边，但我做好身边的点
滴小事，为方便群众的出行尽一
份力，看到群众出行方便了，我
心里也高兴。”张秀峰老人高兴
地说。

张秀峰的两个女儿都早已
出嫁，他现在和80岁的老伴在
两间狭小的泥坯房里居住，家
里种了2 . 6亩棉花，虽然到了安
享晚年的年纪，但身体硬朗的

他一直没有闲着，“村内、田野
里的道路90%都是土路，由于
车辆辗轧，经常变得坑坑洼洼，
一遇雨雪天气，路面泥搅水，简
直无法通行。”张秀峰回忆说，

“甚至上学打这儿经过的孩子
们，只能卷起裤脚、拎着鞋，赤
脚走过去，我于心不忍。”能不
能想法让路况好一点儿呢，张
秀峰萌生了修路的想法，开始
骑着一辆自行车后来买了一辆
三轮车，带上铁锨，开始义务修
路，一晃36年过去了。

修路自掏腰包

用坏12把铁锹

36年来，张秀峰经常凌晨五
六点就起床，无论严寒酷暑。他
都会骑上车子带着工具，在村内

村外巡逻，发现路面不平，就下
车修，往往一干就是两个小时。
每当临近傍晚，他都要干完再回
家，经常晚上8点多才回家。“去
年雨水太大，地里出现涝灾，许
多村民在生产路上掘开水沟放
水。当晚雨停了，我也睡不着了，
考虑到明天一定有许多村民去
地里干活，这么多的排水沟太难
走了。”张秀峰说，那一次他早晨
2点就起床去垫沟，一直干到5点
才把12个排水沟垫完，早晨看见
大伙下地干活不用趟泥水也不
用绕远道，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张秀峰说。

在采访中，“就这点事啊！”
成了张秀峰老人的口头语，这在
旁人看来了不起的大事在他眼
里不过成了举手之劳的小事。记
者看到，他所修的土路很有特

点，都是中间高、两边低。“这样
雨雪天路面就不会存水。”36年
来，他每天就像个巡路工，看见
路面上有坑就去填平夯实，光用
坏的铁锨就有12把。

“他修路这么多年，从来没
跟村里要过一分钱，都是自掏腰
包。”村民们说，这么多年，在村
庄周边的乡间路上，经常看到他
那忙碌的身影。

老人多年如一日坚持修路，
个别不理解的人说他太傻了，也
有村民敬佩地喊他“愚公”。“其
实也没啥，就是让过路的人减少
麻烦，让大家走得舒服。”张秀峰
这样说。

谈起以后的打算，张秀峰信
心十足，“虽然我今年已经76岁
了，但身体硬朗，修路的活我要
一直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36年的时间，自行车换
了三轮车，铁锨换了12把，
手上的老茧退了又起新
的……76岁的老人张秀峰，
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烈日炎
炎，坚持修路、补路，自己却
过着清贫的日子，被人称为
新时代“愚公”。

文/片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本报通讯员 冯志强 苏淑洁

邹平县魏桥镇
推动计生工作

本报讯 当前，邹平县魏桥
镇针对“新生儿落户”和“单独两
孩”等新政策、新问题，以“三个注
重”积极应对，不断推进全镇人口
计生工作再上新水平。

注重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途径，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通过政策宣传和典型事例引导等
形式，对广大育龄群众进行政策
宣传教育，正确领会政策变化，理
智选择是否再生育，合理有序安
排自身生育时间，使旧的婚育观
念从思想根源上彻底得到转变。

注重利益导向。在全面落实
现有法规条例规定的计生优先优
惠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各村根据
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一些力
所能及的优先优惠政策，激励更
多家庭自觉自愿实行计划生育。

注重依法行政。在社会抚养
费征收上严格执法程序，对拒缴
社会抚养费的典型案件依法从快
处理，警告“落户即安”的侥幸心
理。 (孟凡文)

张张秀秀峰峰修修路路的的铁铁锹锹换换了了1122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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