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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到泰山遊覽的中外遊客數
量直線上升，基於景區的長遠發展以及

駐泰山十餘家單位的需求考慮，當地政府決定
修建泰山索道，急需一條從山腳直達山巔的現
代化輸電線路提供保障。按照當初的設計要
求，要架設的線路必須隱沒在遊客視線之外，
且不能影響自然景觀，這給早期的架線和現時
的維護巡視均帶來相當的難度。

翻山越澗巡線 無懼嚴冬酷暑
據悉，目前這條電力工人所走的不能稱之為
「路」的小路，幾乎深藏於泰山的峽谷和偏僻
的山崖上，以捷徑直達中天門，而後走入地
下，上到岱頂，成為泰山索道、賓館、雷達、
轉播台以及景區其他用戶的保障。途中需經過
原始森林12處，密不透風的灌木叢23處，30
度以上的陡坡46處，較緩或刀背似的山脊19
道，此外還有深溝21條，青石崗20座和直上
直下的懸崖絕壁1處。
今年45歲的張愛國，是泰安供電公司輸電運
檢工區巡線班長，他的搭檔徐東生，是一名
「80後」青年。兩人的巡視路線，是從泰山腳

下羅漢崖的80號基桿塔到中天門處的100號基
桿塔。這條線路大多是在人煙罕至、灌木叢生
的深山中，很多地方沒有路。即使踩出來羊腸
小道，也很快就被茂盛的植被所覆蓋。
5月的泰山仍春意盎然，記者卻已無暇觀賞

路邊的風景。一早隨着兩人從80號基桿塔走到
83號，用了一個多小時，早已精疲力竭。一身
橙色工裝的張愛國告訴記者，下一段已沒有
路，84號基桿塔位於對面的半山腰，需要翻越
對面的一座山澗。張愛國說，最難受的是夏
天，腳下的籐蔓纏纏繞繞，旁邊的蒿草比人
高，在近40度的高溫下穿着工裝，背着幾十斤
的工具前行，張愛國笑稱就像「蒸桑拿」一
樣，更何況還有成群的蚊蟲嗡嗡叫着，時不時
隔着衣服叮上一口，讓人又痛又癢。但最危險
的卻是冬天霜雪時節，山高路滑，為了不跌
倒，有時他們只好手腳並用慢慢爬上去，跌跌
撞撞的難免摔倒。

廿二年巡線路 用平凡寫就忠實
由於對體力的要求較高，張愛國在巡線隊已
經屬於年紀大的老員工。1992年，張愛國從部

隊轉業到泰安電力輸電運檢部門，第一次巡線
就被老班長張立柱帶到了原泰山索道送變電指
揮部總指揮于達元的墓地。在張愛國眼中，那
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泰山的中天輸電線就
是他帶着同事們一手架起。
也是從那一天起，張愛國覺得肩上的責任沉

甸甸的。他清楚的意識
到，這條在外人看來表面
崎嶇難行的小
路，其實背後凝
聚了前輩們的汗
水甚至生命。此
後每次巡線，他
都會當做一項重
要任務來完成，
一幹就是22年。

曾經有段時間，孫麗娜因有
嚴重眼疾，暫停了教學任務。
但她仍堅持用自己的方式關愛
着山裡渴望知識的孩子，並積
極聯繫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為
學校爭取支持。
去年4月，北京賽鑫集團總

裁給中心小學捐了20台新電
腦。阿里巴巴公益天天正能量
知道他們的事跡後，更決定獎
勵他們10萬元公益基金。政府
各級相關部門也重視起解決代
課教師的待遇，更加關注貧困
山區的教育發展。
在朱氏夫婦的真情感召下，

越來越多的愛心人士前來接力
支教義舉。在尖山小學支教時
期，就有十餘名復旦大學的高
材生趁暑假專門來協助兩位老
人。此後每年暑假，復旦大學
都有學生分批次上尖山支教。
還有許多年輕研究生畢業後，
就踏上了到貴州支教的路。

今年4月中旬，兩位老人受邀到某電視台錄節目，他們的子女也被邀請
到場……這是一家人9年來首次團聚。
因為課程壓力大、營養不良，加之年事已高，兩位老人身體衰弱。朱

敏才患上了高血糖、高血脂、呼吸暫停綜合症等危險疾病，孫麗娜右眼
失明、左眼嚴重弱視，並且備受糖尿病、腰椎問題的困擾。
孫麗娜說，自己可能在這兩個月會回趟北京，除了給自己看病，還肩

負着為丈夫「扛藥回黔」的使命。如今，他們簡陋的家已有半個屋子被
各種中草藥和膠囊佔據。籮筐裡是日常藥，盆裡是急救藥……
孫麗娜說，「家族一直就有高血壓和猝死的病史，鄉下醫療條件有

限，每次離京，我都做好了『回不來』的準備，會跟女兒交待清楚家裡
的東西特別是貴州物品的擺放位置，我女兒一聽就受不了。」
兩位老人心裡還裝着太多的遺憾，他們仍在想方設法幫助山村孩童擺

脫輸在起跑線上的命運，所以他們堅定地說：「只要還能動，還想繼續
在這裡教下去，爬不起來再考慮回家(北京)。」

■朱敏才夫婦和學生
們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張愛國與徐東生檢修完張愛國與徐東生檢修完
畢下山畢下山。。 袁文浩供圖袁文浩供圖

■孫麗娜正
在授課。
受訪者供圖

泰山光明使者泰山光明使者
踏出第五山路踏出第五山路
自古以來，登山東泰山有四條路，起點分別是紅門、天外村、桃花源和天燭

峰，每一條皆以艱險崎嶇著稱。很少有人知道，在泰山懸崖峭壁間還有一條小

路更為難走，此路沿着泰山的電力線路，穿密林、爬陡坡、越深澗、攀崖壁，

直到岱頂，被稱為「泰山第五條路」。多年來，幾代電力工人在這條路上勘

察、架線、巡視，守護着泰山景區的光明，亦丈量着不為人知的坎坷險途。本

報記者近日隨兩名巡線工人上山，近距離體驗他們平淡卻不平凡的工作艱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亓娜，實習記者蓋惠娟、王碧玉 山東報道

昔日外交官昔日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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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國與徐東生帶領本報記者張愛國與徐東生帶領本報記者
體驗體驗「「第五條路第五條路」。」。袁文浩供圖袁文浩供圖

張愛國印象最深的一次險情是
2010年12月24日，前一天夜間一
場大雪封了山。早晨8時許，張愛
國接到調度室的緊急通知，泰山供
電線纜跳閘出現故障。他和檢修班
裡的6位同事迎着六七級的寒風冒
雪進山，一路摸爬滾打，不知道摔
了多少跟頭，回來時已是晚上9時
左右。那天正是張愛國的生日，妻
子和孩子在家裡一直苦苦地等着。
長年累月下來，這條路上每一棵

樹的高度，每一個石塊的位置都在
他們心裡形成了一張會生長的圖。
有時，在路上碰到一朵新開的小
花，他們會小心翼翼地繞過去，或
疏或密的樹林，或濃或淡的叢蔓，
在巡線工人心中既是道路上的羈
絆，也是生活中的樂感。
張愛國說，巡線要有「鷹眼」和

「兔腿」。巡線過程中，他們需要
用望遠鏡認真觀察線路和桿塔是否
有安全隱患，細緻檢查基礎、拉線
有無缺陷，還要注意哪裡有樹長得
過高，超過安全距離的就要修剪。
遇到負荷高峰或極端天氣，線路出
現險情的幾率增加，他們還需反覆
巡視重點地段。

巡線須具「鷹眼兔腿」

■張愛國巡檢前對巡檢線路圖進行
說明。 蓋惠娟 攝

■龍坪鎮中
心村小學學
生們在食堂
取飯。

虎靜攝

14年前，朱敏才是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曾在坦桑尼亞、尼泊爾、加拿大等國工作了17年。如今，他和妻子孫麗娜是遵義縣龍坪
鎮中心村小學的義務支教老師。

棲身陋室 矢志深山育人
兩人的支教之路始於2005年。當年年初，已退休的朱敏才和孫麗娜有感於大
學生徐本禹的支教事跡，隨即產生了到貴州山村支教的想法。經過多番輾轉聯
繫，當年8月，兩位老人來到了貴州望謨縣二小，正式成為一名支教教師。
住過與廁所一牆之隔的宿舍，曾因凝凍無法下山買菜，甚至一個月才洗一

次澡……不領工資、去條件艱苦缺教師的學校，9年來，朱敏才夫婦輾轉貴州
五所小學，足跡遍及望謨、尖山苗寨、遵義龍坪等地。
龍坪鎮中心村小學是朱敏才夫婦的第5個支教點，記者來到兩位老人在校臨
時的「家」。這是個貼着學校食堂的套間，每當食堂一煮飯，屋裡就嗆得呆
不住人。
在這個「家」裡，最吸引人目光的是裡屋的一座被破舊大床單遮起來的「小

山」。掀起單子，裡面存放着一些不易腐爛的蔬菜和水果。因為離市集比較
遠，兩位老人通常是每周三出去採購一次，用行李箱拖着一周的食物回家。
「這是支教過的學校裡條件最好的。」孫麗娜滿意地指着裡屋中一個邊長

大概半米的四方水泥池說：「夏天對着這水龍頭還可以洗澡，之前的學校可
沒有這待遇。」

早七晚五 課程表全排滿
最讓朱氏夫婦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興義市尖山苗寨小學。朱敏才夫婦表示，
「那是個曾經從北京需要坐30多小時火車、7個多小時汽車、1個多小時巴
士、1個小時電單車，再走兩個多小時山路，才能到達的地方」。孫麗娜說，
學校只有兩間簡陋的石頭教室，只有一位代課教師，學生們不會說漢語。
在這個靠每戶村民背7,000斤石頭蓋起來的袖珍小學裡，兩個老人成了「頂

樑柱」，從早上7時到下午5時，課程表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山
裡多有蛇鼠和野狗，孩子們出行不太安全，朱敏才就自創了尖山棍法，教孩
子們在驅趕蛇鼠的同時鍛煉身體。
在兩位老人的耐心教導下，尖山苗寨小學的孩子們學會了查字典、唱漢語歌
曲、自然地用英語打招呼……朱敏才和孫麗娜找到了支教以來最大的成就感。

一位是年逾七旬的中國前駐尼泊爾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一

位是年過六旬的中國第一批英語教師。朱敏才孫麗娜夫婦，

2005年毅然放棄含飴弄孫的生活，走進貴州邊遠山區義務支

教，至今已有9年。其間，朱氏夫婦足跡遍及興義尖山苗寨、

遵義龍坪等地，為大山裡的孩子帶去了專業英語等課程教學。

雖年邁多病，但是朱氏夫婦坦言：「只要有學校願意接收，爬

不起來再考慮回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虎靜，實習記者 周雲伊遵義報道

■在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龍坪鎮
中心村小學，朱敏才在課堂上指
導學生書寫英語。 新華社

夫唱婦隨扎根貴州山村 歷九寒暑授課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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