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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梓村，近5年来一直流传着平均每人花22
元就用上自来水的故事。

因为一度忽略环保要求，一座小型养猪场污染
了马梓村4组和19组的公用水井。2012年8月，已
经 81 岁高龄的颜克略决定再为村民做一件大事。
他领着颜复叶等人，在离 4 组和 19 组直线距离约
200米的一个叫“冲里”的地方找到了四处泉眼。之
后，两个组的村民每人出资70元修建自来水供水工
程。短短四个月，村民们就喝上了甘甜的泉水。工
程竣工后，两个组的村民每人收到2元钱结余款；两
年后，每人领到4元因人口自然增长而缴纳的自来
水工程款；再后来，17组的部分村民要求加入4组和
19组的供水系统，4组和19组村民又平均每人分得
42元“加盟费”。这样，原来4组和19组村民每人仅
花22元，便喝上了免费的自来水。

温暖和照亮村民心头的，还有马梓村后山上那
片郁郁葱葱的竹林。由于后山上的竹林为集体共
有，一度成为“唐僧肉”，冬春随意挖笋、夏秋随意砍
竹的事情屡屡发生。颜克略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嘱
咐颜复叶写了一份村规民约立在竹林前，并敲锣挨
家挨户上门宣传。此后，山上的竹林繁茂起来。如
今，后山苍翠茂密的竹林已成为马梓村一道风景。

四百村民因他而喝上甘甜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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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武冈市邓
元泰镇马梓村一位弯腰
驼背的老人，拄着拐杖，
扛着锄头，踩着细细的
田埂，逐丘查看稻田的
水位是否合适。连日
来，马梓村大雨不断。
如果稻田中水位过高，
不光田埂有危险，还会
淹死刚插下去半个月左
右的禾苗。

这位老人，就是有着
52年党龄的复员军人颜
克略。半个多世纪以来，
不管天阴天雨，他总像一
缕闪亮的阳光，照耀和温
暖着村民们的心灵。

1974 年出生的颜复叶曾是马
梓村有名的文学青年，曾在全国大
小报刊发表过不少文学和新闻作
品。但是，刚刚二十出头之际，他患
上了严重的疾病，不仅文学梦随之
破碎，还落下一副肩不能挑、手不能
提的身板。家中债台高筑，四十多
岁还成不了家，成为一些村民的谈
资。渐渐地，颜复叶开始颓靡不振。

“孩子，你不能就这么下去！”
2015年的一天，颜克略对接连几天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颜复叶说。当
年84岁的老人拉着颜复叶的手，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染颜复叶：生于
1931年的颜克略1955年入伍，从战
士干到班长。可就在他对军旅生涯
充满美好憧憬的时候，1962 年，因
为国家处于特殊困难时期，他被精
简复员，一下子跌入人生低谷。曾
经骄傲的他返乡后拒绝与人交谈，
也拒绝参加农业生产。但在与昔日
战友的通信中，他意识到自己的渺
小，于是重新振作起来，自觉投入农
业生产中，并于1965年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开始担任生产队和大队
干部。1977年，是颜克略灵魂再次
遭受洗礼的一年。当年，他年仅 5
岁的独生儿子突患严重肝炎，生命

垂危。在邓元泰驻点的省委工作组
朱组长闻讯，将自己身上的 5 元钱
送到颜克略家中，将颜克略的儿子
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在离开邓元
泰之后，朱组长又先后两次从长沙
分别给颜克略寄来10元钱，用于他
儿子的后续治疗。

“我知道，那时候，朱组长每个
月的工资也不过二三十元，可他为
了救我儿子的命，竟然给了我们家
一个月工资。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
明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处处
为他人着想。”讲完亲身经历，颜克略
开导颜复叶说，“你这样成天躺在床
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不
但对不起关心你的父老乡亲，也对不
起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你应该马
上爬起来，站起来，不但要自己好好
活着，还要去关心照顾他人。”

奇怪，颜克略的话说完，颜复叶
果真爬起床并站起来，自己到厨房
狼吞虎咽吃了一大碗饭。从此，他
像换了一个人，一天到晚跟着颜克
略做好事：有时，跟老人去帮村民看
水；有时，热心扶起摔倒的孩子；有
时，为村民写一副精彩的对联……
今年春节后，颜复叶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重症青年因他而重拾人生信心

一条名叫双江的小溪，千百年
来从武冈天子山脚下的马梓村流
过。

千百年来，马梓村横跨双江的
“桥梁”，都是一座两尺宽的木桥，经
常被洪水冲垮了建，建了又被洪水
冲垮。

因为这座危桥，孩子们上学读
书，只要一碰到洪水冲垮木桥就得
停课；有时想用拖拉机耕地，因为无
桥可过，也只得放弃。

1977年，被省委工作组朱组长
深深感动的马梓村代理大队书记颜
克略向公社借来 5 元钱买水泥，平
均每天组织20人，石头靠自己从山
上抬，河砂靠自己从溪中挖，耗时整

整一年，完全靠人工在双江之上修
筑了一座长13米、宽4米、距水面3
米的双拱石桥。“为了不丢失哪怕一
捧水泥，不管寒冬酷暑，我都在修桥
工地上睡。”颜克略回忆。

双拱石桥代替木头危桥后，全
村村民的出行方便了很多，生产也
得以促进。“这座桥上的石头，平均
每块 400 斤左右，其中最重的估计
超过 700 斤，真不知当时老书记他
们是怎么抬下山并砌到桥上去的。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石桥还十分坚
固，县交通局一名工程师说，这座桥
再过百年也不会垮！”马梓村现任村
支书邓吉燎说。

全体村民因他而告别两尺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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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克略老人常带着村里的热
心年轻人去查看水情。

颜克略牵头修筑的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