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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言里，闲人就是“烦人”的意思，专指那些没

事找事的人。 但社区“闲人”李条珍尽管爱管“闲事”，
却深受居民群众喜爱。 身为石泉县池河镇西苑社区
监委会主任的她， 被大家亲切称为 “李主任”“李大
姐”。

“管道漏水了，水流得到处都是。 ”大年初七，还
未开完社区例会的她接到“热线”，听到对方十分焦
急，李条珍连忙安慰道：“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先来看
看。 ”在本子上记下地址后，她很快就赶到了电话反
映的三期 34 号楼 1 单元楼下，经过一番查看，这是
一个连接六层居民楼的下水主管道， 紧贴着居民楼
外墙，由于管道水不断外溢，导致污水遍地。 “估计主
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外溢， 但具体的还要等专业师傅
来看。 ” 李条珍说，“如果楼道管道需要集体筹资修
理，就还需要征求楼层住户同意。 ”一边说着，一边上
门走访。 等李条珍说明来意，户主刘方云连连应道，
“这个没问题，需要我们掏钱的必须出，李主任也是
为了我们大家的事情跑上跑下，没有理由不支持。 ”
李条珍说，平时类似这样的纠纷很多，有不理解的群
众，她就一次次上门，不厌其烦给群众做思想工作。
经过协商，管道维修费用各户均摊，事情得以解决，
但她没有休息片刻，又要开始忙碌。

“需要代买粮油的，出门不便。 ”“家里有返乡回
来的，想在家门口找工作。 ”“需要办理认证的。 ”……
在李条珍的记忆里，这些都是家常小事，却是群众心
中的大事， 认识她的人曾打趣， 李条珍太爱管 “闲
事”，无论是街上遇到，还是下班途中，但凡她遇到了
听到了，就没有她不管的。 她总是在和群众聊天中，
及时了解到群众诉求。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有随身
携带小本本的习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她一一写在本子上。 “千年的
笔墨会说话”李条珍莞尔一笑，她说：“群众能告诉我，就是群众信任我。 ”

起初，李条珍的满腔热忱换来群众的冷嘲热讽，但她从未生气。转眼间，
这个爱管“闲事”的监委会主任已经任职 5 年了。 今年 54 岁的她，是一名有
着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 2016 年，还在五爱村担任监委会主任的她，得到刚
刚组建的西苑社区党支部邀请， 她毫不犹豫地加入。 西苑社区属于搬迁社
区，住户来自四面八方，刚刚组建的支部班子从零开始，面临的问题不言而
喻，但她从未有过畏难情绪。她一次次登门走访，每天上万步的爬楼，让她走
进搬迁群众的心里，成为社区同事可靠的伙伴，也成就了她“好人缘”。“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 ”她笑着说，“电话备忘录里常用联系人不是她的家人，而是
网格里的群众。 ”

70 岁高龄独居老人刘文彬是社区“321”基层治理“三色”管理中的关心
户，作为社区二级网格长李条珍负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重点人群关爱，刘
文彬就是其中一户。 正值冬季用电用火高峰期，再加上是个哑巴，李条珍始
终放心不下，她几乎每天要去一次，查看家里电器是否安全，家里粮食是否
够吃。虽然刘文彬无法正常表达，但每次见到李条珍总是竖起大拇指。“非常
感谢啊！ 每次来都陪我说话，问我有没啥需要……”74 岁高龄的刘文香提起
李条珍满是感激，和一个有着精神障碍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因为年事已高，
腿脚不便，平时总有不少“麻烦”。 为了方便联系，李条珍把自己电话号码存
进了老人手机通讯录，设置为常用联系人，又拿笔将电话号码写在墙上醒目
位置。 “我电话从未关机过，能打电话说明就有急事。 ”李条珍说。

“二期 3 号楼下楼道摆放杂物，存在安全隐患。 ”“滨河路沿线燃放过后
烟花爆竹四处散落，影响社区环境。 ”“一期有人操办婚宴，现场查看符合办
理程序，未出现大操大办。”……作为基层监察监督“最后一米”，李条珍带头
遵守工作纪律，在工作中冲锋在前，她的爱管、敢管，让社区更加风清气正。
“社区开展节后人居环境治理，倡议一发出，只要在家的都纷纷自觉行动起
来。”社区群众感慨，“如今，和李条珍一样爱管闲事的人多了，向社区反映问
题的人少了，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人多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少了。 ”新
的一年，李条珍依旧热心服务、助力社区治理，用自己的双手扮靓宜居美好
社区。“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后要做的还有很多。”李条珍满怀期待。

罗家大院位于白河县桥儿沟文化旅
游街区中段，是明清白河父子乡贤罗循、
罗洪先的旧居。明嘉靖二十一年《陕西通
志·卷二十八凤翔、汉中、平凉三府乡贤》
记载：汉中府白河县有乡贤张绮、罗循、
罗洪先等。 又据清光绪《白河县志·第十
卷人物》载：“光绪十九年（1893），騄与绅
士祀罗循及洪先于乡贤祠。”这些都明确
记载罗循、罗洪先父子，是明清时白河文
庙乡贤祠（今中共白河县委大礼堂）祭祀
的乡贤。

罗氏本江西吉水 （今江西省吉安市
吉水县） 人， 元末明初战乱流徙到湖广
（今湖北省 、 湖南省 ）。 明成化十二年
（1476）， 明廷增设白河县让流民就近附
籍， 罗氏又举家迁入白河县城桥儿沟附
籍。罗氏后人罗循，字遵道，勤奋好读，冬
夏不辍。明弘治八年（1495）、弘治十二年
（1499）， 罗循分别以白河科考籍考中举
人和进士。

罗循之子罗洪先 （1504—1564），字
达夫，号念庵，明江西吉水籍白河人，江
右学派代表人物，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
中国术数《紫微斗数》创始者。 明世宗嘉
靖八年（1529），以江西吉水科考籍考中
状元， 成为明清白河文庙祭祀的乡贤中
唯一一位状元。 那为什么罗洪先科考籍
是吉水，却是白河乡贤呢？ 因为“明士人
随处应试，不拘一籍。 循占白河籍，洪先
仍为吉水人。 ” 即罗氏的原籍是江西吉
水， 故罗洪先是回原籍江西吉水参加科

考的。而罗洪先父亲的籍贯地是白河，所
以罗洪先籍贯地也是白河。

据罗洪先《先大夫传》《甲寅夏游记》
载：“白河，予之并册也。予先大夫著籍汉
中白河，有故居尚存，生宜人妊予于是。”
“自白河挈家起复，寓京师。复除工曹，理
吕梁洪，遂以命名。”就是说，明弘治十四
年（1501）五月，罗循父亲罗玉去世。罗循
辞刑部广东司主事任回白河，为父守孝。
又清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人物》载：白河
县城“绣屏山左有废垄，至今呼之为‘状
元坟’云。”这说明，白河县城绣屏山左是
罗家祖坟，葬有罗洪先祖父罗玉坟墓。明
弘治十七年（1504），罗循守孝三年期满
后，带着孕有罗洪先的夫人重回京师（今
北京）。 寄居京师不久，罗循被明廷任命
为工部都水主事， 继而罗洪先出生。 因
为，罗循具体负责管理泗水流经徐州（今
江苏省徐州市）的吕梁等洪。 所以，给出
生的长子起名洪先， 表达了罗循以治理
洪水为先、无暇照看罗洪先的歉意。

那罗洪先回过白河桥儿沟旧居吗？
答案是回过。罗洪先是生员时，曾回白河
桥儿沟故居，后到洵阳灵崖寺读书。 “洪

先为诸生时，从白河来读邑之灵崖寺，嘉
靖八年成进士第一人。 ”“罗洪先， 字念
庵，本吉水人 ,父占籍白河，洪先来洵读
书城外之灵崖寺。”前述都记载罗洪先考
中秀才后，曾由江西吉水回白河旧居。后
溯汉江而上， 到洵阳县 （今安康市旬阳
县）城外 1 千米处的灵崖寺院读书。史籍
有记载的罗洪先第二次回白河旧居，因
发背痈未成行。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三月，罗洪先苦于在江西吉水屡有问学、
拜访之纷扰至，静不下心来静修，就打算
回白河县桥儿沟罗家故居静修。途中，因
在湖广黄州府黄陂县建明山 （今属湖北
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讲学时生背痈，
5 个月后病稍好就折返吉水。

明嘉靖年间， 桥儿沟罗家大院遭人
侵占。 时任郧阳抚治鹅山张雨移檄汉中
府金州白河县 （时汉中府属郧阳抚治范
围），要求调查解决此事。接令后，由洵阳
知县江明府、 白河知县李尉联合核查了
桥儿沟罗家旧居和地，并归还了罗家，还
增修了罗家祠堂。张雨抚治郧阳时，罗洪
先曾作 《中丞鹅山张公出镇郧阳》 诗祝
贺。

张雨，字惟时，江西吉安府万安（今
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人。与严嵩和罗洪
先都是江西同乡， 或受罗洪先之托或受
严嵩之托， 移檄白河县要求调查解决桥
儿沟罗家大院遭人侵占事。 桥儿沟罗家
旧居归还后， 罗洪先为此事曾专门赋诗
两首答谢。

从 《洵阳江明府白河李尉奉台檄饬
先庐还侵地赋谢》“先庐昔寓白河壖 ,畚
土诛茅六十年”句推测，桥儿沟罗家大院
建于 60 年前的明弘治年间。明弘治十二
年（1499），罗循占籍白河中进士观政刑
部后， 曾回白河置家立业， 建起罗家大
院。明、清两代，罗循、罗洪先父子也成为
经礼部核准后， 祭祀在白河文庙乡贤祠
的乡贤， 是白河科举读书人引以为傲的
表率和榜样。

1954 年 7 月至 1955 年 6 月， 拆除
白河文庙改建县大礼堂，俗称“白河县大
会场”。 1990 年代中期，白河县大会场已
年久失修。 2003 年 1 月，改造白河县大
会场为县委大礼堂并启用。 2015--2017
年， 投资对桥儿沟罗家大院进行保护仿
古修缮。 2018 年，白河县成立“罗洪先文
化研究会”。 至今，依托罗家大院已建成
“罗洪先文化纪念馆”。 不仅培植丰厚了
桥儿沟国家 AAA 文化旅游景区的优秀
传统文化底蕴， 保护弘扬了白河优秀传
统文化； 而且， 为桥儿沟增添旅游新亮
点， 提升了全县文化软实力和旅游业的
核心竞争力。

久旱必有久雨，连日来秋雨不断，淅淅沥沥地下了几天，没有要停下来
的迹象，冷飕飕的秋雨淋湿了人们的心。

立秋前，安康持续干旱、高温，40 摄氏度的高温纪录保持了许多日子，
整日待在空调屋子里不敢出门，趴在窗前看水泥路面，白炽的阳光照耀在光
滑的路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看着看着，浑身就冒汗。 冒险去看看月河
水，想从清水中找一丝清凉，总是让人失望，平时的月河，总是多情、欢快地
唱着歌，在炎炎的烈日下却喑哑了，宽阔的月河河床，摆着一条细细的青蛇，
无声无息地溜向远方，身边站立的几棵麻柳树，叶子焦黄，无精打采地垂着
头，三五只白鹭，在青蛇的身上走来走去，间或飞进柳阴里乘凉去了 。 捧一
把月河水 ，是滚烫的 ，水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泡沫 ，一不小心从深潭里
游到浅处的小鱼 ，被烫得翻了白 ，深潭里的鱼儿 ，不时地浮出水面 ，大
张着口，狠命地吸几口空气，又反身钻进水里，沙洲上的几块塑料袋被晒得
发软，倒是几块包装纸，踩上去就成了一包粉，沙子是滚烫的，因为无风，捧
起一把沙子直直地从手缝漏下，漏成一段直直的黄色瀑布。 不敢久留，逃也
似的离开了月河。

好不容易等到了秋天，淋了几场秋雨，气温凉爽了，焦渴的大地稍稍缓
解了墒情，进入秋分以来，秋雨就婆婆妈妈的下个不停，这几天还发出了暴
雨黄色或者蓝色预警，想必月河水一定暴涨了，于是，举着伞去看月河水。

还没走到月河桥，就听见轰隆隆的流水声，这声音是从天边滚过来的春
雷，激荡着人心。月河桥上看水的人很多，看水的心情很平静吧！立在月河桥
中央朝上游看，200 多米宽的河床，被浑黄的河水充盈得满满当当，此刻的
月河，成了一条黄色的巨龙，上游西南方向的凤凰山，被雨雾遮挡，白茫茫一
片，这条黄龙，仿佛从雨雾中来，汹涌澎湃，一路凯歌，在南山脚下拐几个弯，
翻几个身，朝我而来，翻腾着，穿过桥洞，朝着东南方向的鲤鱼山下，横担月
河的十天高速公路大桥欢快溜去。 旋涡套着旋涡，这是月河的笑靥，留给两
岸幸福的人们；波涛连着波涛，这是月河的柔情，荡漾给新的时代；巨浪簇着
巨浪，这是月河的力量，展示给美好的明天；洪声续着宏声，这是月河的赞
歌，唱给飞速发展的安康。我似乎看到了黄河的影子，听到了黄河的吼声，聆
听黄河大合唱的歌声，触摸了黄河的灵魂，感受到了黄河的深情。 月河岸几
排麻柳树，立在风浪中，高大的身躯，倾斜给水流东方的方向，摇动着、抗争
着、挺立着，即使巨浪撕掉了枝叶，躯干也不折断，巨人般手拉手屹立在月河
岸边。 几只白色的水鸟，在月河的浪尖上飞翔，时不时栖息在没被淹没的沙
渚上，给宏波荡漾的月河平添一隅秋景。

该下的雨还得下，该来的洪峰就得来，这是自然的法则。 世界上万事万
物都是有路的，风有风的路，水有水的路，该弯曲的弯曲，该直的直，该慢的
慢，该快的快，九曲回肠的月河，就是按照自然的水路行走，走出一段婀娜的
身影，留下一河美丽的传说，滋润两岸丰盈的水土，这就是自然的定力、人类
是无法改变的定力。

月河桥看水的人很多，有老人、孩子，还有镇干部。 一位童颜鹤发的老
者，一手举着雨伞，一手捋胡须笑呵呵说：“这么大的洪水，放在过去，两岸的
农舍、庄稼都遭殃了，你看这洪水多么乖巧，顺着堤走了。 ”老人家回忆说，有
一年月河发怒，洪浪滔天，可怜了两岸，洪浪中，不是漂浮着牛羊猪，就是漂
浮着棺材，至于树木、玉米秆、瓜果，满河漂浮的都是，看得人揪心。一位打着
小花伞的小女孩说：“妈妈，你去过看过黄河，这水有黄河大吗？ ”她母亲点点
头又摇摇头。小女孩丢下小花伞，做出拥抱的姿态：“黄河！我想你！月河！我
爱你！”惹得老者给她比一个大拇指。镇干部看水是了解水情，一位拿着测绘
仪，立在雨中，另一位给测绘仪打着雨伞，静静地观察水位的变化，不停地数
据记录在手机上。

波涛还在汹涌，巨浪还在翻腾，月河两岸安然无恙，巨浪中很少有漂浮
物。 新时代的安康，把汉江和汉江流域的河流治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确保
一江清水北上，斥巨资进行环境综合治理。 在月河的治理上，尊重月河的行
走路线，两岸加固了河堤，疏通了
河道，栽植了垂柳。 两条坚固宽阔
的河堤，是两条铁锁链，锁住了洪
水， 温顺的洪水弯弯曲曲爬向汉
江，归顺大海。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李成宝）为
深入挖掘“八一水库建设精神”，总结传
承好“八一水库建设精神”。 2 月 22 日，
汉滨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组织全体工作人
员深入黄石滩水库实地参观学习， 感受
八一水库建设情怀。

黄石滩水库的前身是八一水库，始

建于 1958 年， 当时动用了 10 万民工和
3 万余名退伍军人参与修建。 在经济困
难、施工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参建人员发
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斗争
精神，以气吞山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
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于 1979 年
建成了安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水

库， 为汉滨区工农业生产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这种战天斗地、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 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水利人。

在参观学习期间， 汉滨区延安精神
研究会认为“八一水库建设精神”是汉滨
水利建设史的一座丰碑， 有着丰富的精

神内涵， 它对今后的水利发展起着积极
的引领传承作用， 将在传承与创新等方
面对 “八一水库建设精神” 进行挖掘表
达，积极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形成汉滨
水利的文化品牌， 并把该水库列为延安
精神实践示范基地， 让更多青少年和社
会各界人士来此参观学习。

如果以无人机的视角鸟瞰岚皋，那是一幅多
么美妙的画：蓝天下，逶迤的群山在四周环绕，又
向八方开去； 碧绿的岚河水在这里汇集成湖，再
滔滔不绝流向远方； 小城像一面银白色的宝石，
镶嵌在这青山绿水间，姿态优雅，景色宜人。

岚皋县城建成区面积 4.5 平方公里，人口 5.5
万。

有快板词这样写道：2022 城建好，11 个项目
竣工了，柏油马路为街道，停车行车规范了；老旧
小区新改造， 亮堂实用不花哨；S 形是人形桥，网
红打卡领风骚；断头路它今日别，循环河堤最热
闹；口袋公园在兴起，推窗见绿知多少；撸起袖子
加油干，两高时代已来到；好不好，妙不妙，全靠
苦中把甜找；诸君若要听明白，还得一一来介绍。

城市的成长，离不开骨架的拉大、增强，离不
开毛细血管的丰富、熟稔，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爱
护、打扮。

2022 年，岚皋按照建好新区、提升老区的思
路，共实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等建设
项目 34 个， 完成投资 17.8 亿元，27 个老旧小区
竣工投用，50 套公租房达到入住标准， 发放租赁

补贴 512 户，新（改）
建公厕 17 座、 停车
位 644 个，改造提升
道路 8 条 ，打通 “肠
梗阻”道路 3 条。

绿在山间、水中，也在窗前、身边。 截至目前，
县城建成区绿地率 38.1%、绿化覆盖率 46.61%、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1.86 平方米， 城镇污水处
理率 97.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2022 年 11 月，岚皋县荣获第六批国家“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如果岁月可以给每个人一首诗，那么，我们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靠在阳
台的躺椅上，手边，放一杯绿茵茵的茶，任枝叶探
进窗户，任小鸟跳跃鸣唱，任阳光抚摸脸庞，带着
甜甜的幸福进入柔柔的梦乡。

县城是乡村的城市，城市的乡村。 2022 年，岚
皋从质量、功能、环境三方面，对全县 3085 户现
有土坯房为唯一住房的土坯房顶、门窗、地面、墙
面、楼面、厨房、厕所、圈舍、电路等多部位进行更
新换代。 对符合政策要求且改造达标的农户，政
府给予每户最高 1.5 万元补助金， 圆了很多农户
心里想的梦：有了农村的风光城里的条件。

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管并举，一系列数据在
说明问题：建立 1 人 1 街机制，依法拆除未经审
批设置户外广告 11 处、纠治临时占道摊点 90 余
处、 清理破损广告及乱堆乱放杂物 400 余处，累
计完成自建房排查 29751 栋，下达建筑工地限期
整改通知书 35 份、整改隐患 200 余处。

岚皋县城正在成长，长得愈发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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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河看水
□ 张朝林

桥儿沟罗家大院
□ 蔡建中

汉滨区深入挖掘“八一水库建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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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航拍拍岚岚皋皋县县城城 屈屈兰兰平平 摄摄

如如今今的的肖肖家家坝坝大大桥桥 陈陈延延安安 摄摄

县县城城大大桥桥南南路路夜夜景景 苏苏贤贤友友 摄摄石石门门镇镇大大河河村村新新貌貌 陈陈延延安安 摄摄新新建建的的岚岚河河人人行行桥桥 陈陈延延安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