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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教师节来临，我想起与
孙英山老师的忘年交。

我们的交往肇始于一份报纸。
十几年前，我在家乡一份区级小报
副刊上经常读到署名“孙英山”的文
章。这些文章主打讲家乡故事，短
小精悍，氤氲着浓郁的泥土芬芳。

每每读罢，我总浮想联翩，想
知道作者是怎样的人，怎么能写出
那么多美丽的家乡故事。我有结
识作者的冲动，就此请教文友老
李。老李是一位执着的乡土文化
守望者，他多年如一日固守乡野，
业余时间以挖掘、整理、传播家族文
化为乐，颇有建树，并且交际广泛。
老李告诉我，孙英山是小镇初级中
学的一位退休教师，蜗居在桂山脚
下一个巴掌大的山村里闲煮时光。
这些年来，赋闲的孙老师有足够的
时间把对家乡山水的挚爱倾注笔
端，创作并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
民间故事。

桂山我很熟悉，当年牟平“四大
照山”之一，所谓“东卢西桂南蛟北
崔”中的“西桂”指的就是它。我愈
发期待能和孙老师见面了。

2012年春夏之交，家乡小镇为
出版一本文化通志，举办了一次小
型座谈会。会上，我终于见到了孙
老师。他中等个头，头发稀疏，精
神矍铄，交流发言时语速很快，讲
起乡土文化来，引经据典，如小镇
之南的辛安河水一样滔滔不绝。

会后，我与孙老师攀谈起来，话
题是从他的素日生活开始。孙老师
告诉我，他是1948年生人，教了半
辈子书，退休后管理了两亩樱桃
园。果园的收入他一分钱不留，平
均分给了三个儿女。平日里，他不
嗜烟酒打牌，喜欢莳花弄草，爱好写
作，也喜欢收藏。

孙老师说，随着村庄里老人们
的逐渐离去，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
也一个个隐入尘烟。他想把家乡的
所有故事都记录下来，整理出来，讲
给后人听。

交谈中，我提及小时候听过的
一个关于桂山的故事，说桂山脚下
一个“闯关东”的说书人，每年冰天
雪地“猫冬”季节就开始给乡亲们
讲《桂山传》，讲了好几年，情节还
在山根底下打转转。孙老师说，这
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真实存在的。
我表示怀疑，孙老师没有正面回答
我，而是给我讲起他熟稔的桂山。
他如数家珍，讲起了《宁海州志》
《牟平县志》等方志里的有关记载；
讲起了“桂花托月”“桂山狼洞”自
然景观；讲起了“十八座金柜银柜”

“魏忠贤淘金”“千年人参走长白”
等动人传说……

他说，桂山是他创作取之不竭的
源泉。闲暇时，他走街串巷，和老人

们拉家常，挖故事；他翻山越岭，实地
采风；他“老而习艺”，硬着头皮学会
了上网打字和建立文件夹。

那一次，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之
后互动频繁。这些年与孙老师的交
往，有几件平常的小事让我感念于
怀，记忆犹新。

2013年秋天，一位摄影“发烧
友”想到桂山拍摄一组风光片，苦于
没有向导。我试探着拨通了孙老师
的电话，他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们一行三人按照约定时间
赶到桂山脚下时，孙老师早已在村
口等候多时。简短寒暄后，他引领
我们上山。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
不觉中，我们登上桂山顶，下到野狼
洞，寻觅龙王庙，探访莲花圩。

回到起点，孙老师力邀我们到
家里小坐。在他一尘不染的起居室
兼书房里，高大的书柜里各种书籍
琳琅满目，尤其是一些明清地方史
志非常珍贵。孙老师还兴致勃勃地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收藏品，有邮票、
纪念币，有老牟平食品封签、旧商铺
印章，还有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有
价证券……

孙老师对家乡清澈的爱，不但
流淌在他的文字里，而且绽放在日
常的细微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宣
传家乡的机会。就在我们相约登桂
山后不久，我在当地政府网站“旅游
贴吧”里读到一位驴友分享的骑行
日记。这位驴友说，他和几位外国
友人骑行到一个名叫梁家夼的小山
村，一位花甲老人主动给他们当起
了义务讲解员。老人声情并茂地介
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收获满
满。在这位驴友发布的一组配图
中，我看到了孙老师的身影。

在我眼中，孙老师是宅心仁厚、
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长者，是
扎根乡野的文化传播者和守望者。

有一位文友曾在文章中这样描
写与孙老师的过往：“孙老师家是文
学驿站，像磁铁般吸引着四面八方
的文学爱好者。大家在这里畅所欲
言，促膝开怀，共同分享着对文学的
爱与追求。孙老师尊重所有的人，
也赢得了文友们由衷的敬重。”

诚如此言，孙老师对文友的到
来，从不厌烦。对文友所求，鼎力相
助。甚至连他耗时费力淘得的资料
都毫无保留，慷慨相送。

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知道孙老
师有个出书的心愿。他一直想把躺
在电脑文件夹里的400多篇桂山传
说故事梳理结集成册。圈内大咖为
他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村里干部
也答应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我衷心祝愿他的书稿能早日付梓。

“任主任您真是好人呐！在您的帮助
下，我现在能干一点轻快的活儿，日后的
生活也有了希望！”前天，55岁的芝罘区白
石街道新海阳社区居民孟庆栋拉着任春
铭的手说个不停，如同见了亲人。

有人会纳闷，任春铭是何许人？他为
何要在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华传统节日，
自掏腰包去看望政府建档立卡的低保户、
因病因灾致贫的困难户？

从街道干部口中得知，任春铭是一位
年过五旬的专职人民调解员，也是在公益
路上奔跑了37年的志愿者。他是山东省
最美老干部志愿者、山东好人、烟台市道
德模范；他发起成立了“学雷锋德耀烟台
志愿服务工作站”，招募慈善志愿者1300
余人；他担任芝罘区委老干部局“红湾银
帆”志愿者联盟总负责人，与数千名离退
休干部党员和数万名企业退休人员一起
支持慈善事业……

初见任春铭，他性格豪爽、快人快
语，说起做公益的点点滴滴，说起那些
被他视为亲人的帮扶对象，便停不住话
匣子。

谈起孟庆栋，他说老孟几年前因突发
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后一直卧病在床，

既无社保也无医保，治疗陷入停滞。任春
铭接到求助后，当场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
500元，又动员身边的几个朋友一起凑了
1000元现金给孟庆栋应急。

接下来，任春铭帮忙联系芝罘区慈善
总会，给老孟申请到了5000元临时救助
款。如果就此放手，老孟的困难还是解决
不了，怎样才能让老孟得到长效帮扶？任
春铭多方走访，落实孟庆栋的家庭情况，
协助社区联系相关部门，整理申报材料，
最终帮助他办理了低保，解决了基本生活
和治疗问题。

由老孟的境况，任春铭说到70岁的
失独老人曲永春。老曲是一名严重精神
分裂症患者，十多年前就已经严重影响四
邻安居，社区对他束手无策。2021年 4
月，任春铭当起他的全权监护人，把他送
到烟台肺科医院救治，一管就是三年多。
上月底，老曲患上了感染性肠炎，转至芝
罘医院救治，他拒不配合医生治疗。任春
铭日夜守护在病床前，用心照护。

凡人善举，扶危济困，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从任春铭说起孟庆栋和曲
永春的欣慰话语中，能看到一种幸福感，
那是付出才有“回报”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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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任春铭的慈善台账，一个数字构
成一个亮点，一片数字构成一片灿烂，构
成一串串暖心的大数据。

为了救助政府建档立卡的低保户和
因病因灾致贫的困难户，任春铭拿出2万
元，在芝罘区白石街道新海阳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办起了“任春铭爱心超市”，并吸
引爱心企业和爱心市民参与，从大米、面
粉、花生油等民生物资，到服装鞋帽、菜
板围裙，捐献给那些家里有需要的低保
困难户。

时间是公正的记录者，疫情期间，任
春铭先后捐献抗疫物资款项5万余元。
2023年，任春铭又在扶贫济困、捐资助学
等方面各捐款6万余元。也是2023年，向

阳街道88岁的独居老人王大叔因脑出血
导致半身不遂，不能走路不会说话，任春
铭带他求医问药，聘请专家，给他治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针灸和药
物治疗，任春铭竟然把这位老人的半身不
遂给治好了，如今老人能够正常走路和说
话交流了，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往日
的健康水平！

多年来，任春铭长期照顾着8位独居
老人的日常生活，先后为3位失独老人料
理寿终，向川甘陕藏冀鲁豫粤等十几个省
市老小边穷地区捐款捐物过百万元……

谈及37年热心公益的风风雨雨，任
春铭说：“在慈善路上，距离和坎坷不是障
碍，勇毅前行才是真谛。”

任春铭尤其爱孩子，东营少年徐文博
是他帮扶的孩子之一。每年寒暑假，徐文
博都会去看望任春铭。

徐文博的姨妈徐明芳说，如果没有任
春铭主任，徐文博早就辍学回家了，他是
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

2019年的一天，任春铭阅读《烟台晚
报》时，看到东营市10岁孩子徐文博因父
母失联而辍学，生活无依无靠的报道。
看着这个苦命娃的遭遇，任春铭的心隐
隐作痛，他多方联系，把徐文博从东营接
到烟台，并联系烟台中大德美学校给予
爱心帮扶。学校每年免除徐文博学杂费、
寄宿费、伙食费1.8万元，今年已经是第六
年了。

任春铭从小吃苦长大，尤其见不得

孩子受苦，经他送到烟台中大德美学校
免费寄宿读书的特困孩子，徐文博是第
三个。

龙口市3岁幼女陈冠彤，父亲因车祸
去世，母亲精神偏激，把她当成“害人精”，
竟然乘坐火车把她送到唐古拉山，据称想
让野狼来把孩子吃掉……北京一个旅游
团救了小冠彤的命，并通过当地警方转送
到烟台警方，但小冠彤已得了大脑炎。任
春铭个人花了2万多元，把小冠彤送进毓
璜顶医院救治，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西藏聂拉木11岁少年阿旺加参，患
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烟台晚报》援藏
记者何晓波把他接到烟台毓璜顶医院开
胸救治。任春铭得知后，主动到医院看
望，送上3000元救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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