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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 李勇和驻村工作组刚到艾

庄村时正赶上阴雨天， 汽车在坑洼的土路

上颠簸行驶，一会儿就走不动了。 看到车子

陷到了水坑里，村民纷纷过来帮助推车。

晨报讯（记者 马珂）10 月 27 日，记者

了解到，鹤壁籍作家秋雨创作的 50 多万字、

150 回的《瞻斐诗话》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

版发行。

秋雨，原名李冰，河南省淇河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 现任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河南省气象培训中心主任。 他出生于浚县，从

省淇河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开始创作，如今已

创作出大量关于家乡文化的作品。

《瞻斐诗话》这部反映淇河文化的作品是

秋雨先生继小说《淇水春秋》后，为淇河文化研

究献上的又一部力作。

该书图文并茂，采用现实与梦幻的表述形

式，以淇竹文化、中华龙文化为两条主线，择取

了从周朝至清代 300 个诗人咏及淇河、卫地的

550 首诗歌，分为咏竹、廉政、爱国、哀伤、讽

刺、爱情、赞美、孝道、人生感言、自然灾害十个

大类，将千古淇河诗文化以故事的形式展现给

世人。 书中翻译先秦诗歌 53 首，自创诗歌 80

余首、楹联 40副、赋文 5篇、唱词 260段。 书中

还有一些文学、天文历法、二十四节气、气象等

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该书是作者在对淇河文化的研

究、探讨中发现淇河文化中最典型的是淇河

诗文化，由此而萌发创作激情，并利用工作

之余，用半年多的时间创作完成的。 该书的

出版发行将对普及淇河诗文化起到很大的

推动作用。

反映淇河文化的《瞻斐诗话》出版

争当“沈浩式”的驻村干部

———记淇滨区人民法院驻钜桥镇艾庄村工作队员李勇

□晨报记者 渠稳

1 0 月 2 6 日清晨，当深秋的第一缕阳

光照进淇滨区钜桥镇艾庄村的时候，驻

村干部李勇已早早洗漱完毕， 准备到村

头的张大娘家调解家庭纠纷了。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凡

事都要赶早。 忙完手头的活，下午还要去

区里开个会。 ”李勇笑着对记者说。

驻村半年多来， 他和同事们尽全力

帮助艾庄村改变落后面貌。

“一撇一捺写出个人，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

红手印摁出个大写的人，万世根本是做人……”李

勇说，2011年年初，淇滨区法院组织干警观看电影

《第一书记》， 他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印象特别深

刻， 也从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原第一书记沈浩为

原型摄制的电影中认识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

10多平方米的小屋成临时法庭

磨坏一双新鞋，修成一条新路

人民的那份忠诚。“当时心中唯有震撼与深

思，从那刻起，我也希望有机会到农村历练一

下。 ”李勇说，今年 6月，淇滨区组织“百名干

部下基层，维稳创安促发展”行动，他主动报

名到条件艰苦的艾庄村驻村。

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挤满三张木板

床，没有空调、办公桌、饮水机，就是在这间

简陋小屋，李勇恪守着他的驻村使命。 进驻

艾庄村的第一天， 晚上九点多， 他刚安顿

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你们是不是区里来的驻村工作组？ ”

李勇打开门， 发现来访者是一位情绪激动

的中年男子，声音里充满了火药味。“我刚

从村委会回来，跟村干部谈到现在，我还是

没拿到他们欠我的工程款， 都欠了四五年

了。 ”该男子冲着李勇不停地说道。

原来该男子姓张，是一名包工头。村委会

欠他 4万元工程款一直未还。经法院判决，现

已到执行阶段， 但由于强制执行会影响村委

会正常运转，所以执行工作一时陷入困境，张

某因迟迟得不到工程款而十分着急。

李勇说， 驻村第一天就遇到了棘手的

难题， 职业敏感告诉他， 这件事要尽快解

决，否则会更复杂。 第二天一大早，李勇来

到村委会了解情况，并联系同事查阅卷宗。

熟悉情况后， 他和承办法官对张某和村委

会双方展开工作，一连三四天的时间，他的

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法庭。

经李勇和承办法官调解， 双方终于握

手言和，村委会先支付张某现金 1 万元，余

款分期付清。 一起长达 5 年之久的纠纷终

于在驻村工作组的调解下圆满解决。

看着为推车而溅到村民身上的

淋漓泥水，李勇鼻子一酸说道：“乡亲

们放心吧，咱一定要修一条好路！ ”他

的话一出口，没有欢呼和称赞，李勇

听到的是难以置信的冷笑声。

村民的质疑更坚定了李勇修路的

决心。 那段时间，李勇不知道跑了多少

路去上级部门争取资金。为省下钱给村

里修路，李勇每次外出办事都是徒步往

返于艾庄村和钜桥镇，然后坐公交车来

往于市里和钜桥镇。在申请修路资金的

那段日子，李勇磨坏了一双新鞋。“这双

运动鞋是我驻村前爱人刚买的，现在鞋

底子都快掉了。 ”

在李勇努力之下，修路的第一笔

资金终于到位了。 为在秋收前修好

路， 他每天都和村民一起扛石头，平

整道路。 他的肩上现在还有一块疤

痕，那是他扛石头时磨破的。

8月 25日，一条宽 4 米、长 1.2 公

里的路修成了，结束了艾庄村村民“夏

天蹚水过、冬天冰上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