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文明办在 2016 年发布的马树
山的照片。

马树山日常所用的手机和通讯录。
李微敖 摄

马树山“走街串户”的单车，原来是外
孙女的“坐骑”。 李微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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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树山其人：

长期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的“迁西好人”
据报道，生于1948年6月的马树山，为河北唐

山迁西人，是迁西县农业农村局的正科级退休干部。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他的家是一栋建于

1992 年左右的平房，偏居迁西县城一隅。家中的
家具、电器非常老旧，大多数的样式还停留在 20
年前，没有电脑，他的手机则是非智能的“老人
机”，有几个按键已经磨损看不清了。屋子里的取
暖，靠自己烧炕。洗手间因为冬天太冷水管会冻
上，上厕所需要去到屋外的公共卫生间。

马树山家中的客厅以及一间类似书房的房
间里，摆满了锦旗、获奖证书、照片，包括迁西县
代各庄村村支部、村委会赠送给马树山的“捐资
助教办文艺 回报家乡赤子心”的锦旗，以及河北
省级部门给他颁发的“河北省优秀离退休干部党
员”荣誉证书等等。

马树山的妻子与马树山同年同月出生，她对
记者说，退休之后的马树山非常热心公益，一直
用他不多的退休工资，拿去捐资助学、扶危济困，
也支持当地的乡土文艺工作。

同时，马树山还“爱管闲事”，“七十多岁了，尽
管有心绞痛、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却经常骑着
他的自行车出门溜达，走村串户，了解民意民情。
回家时，往往搞得‘一身泥水一身汗’。我常笑话
他，能不能少出去点，好给家里省点水、省点电。”

马树山的两轮自行车，就靠墙停在屋子外，
车已经比较破旧了。这辆自行车原来是他外孙女
骑的，后来给了他。

马树山的邻居们谈起他，也说这是个难得的好
人，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还喜欢“打抱不
平”，而且“干劲十足”，“完全不像70多岁的样子”。

河北省市县三级媒体也大力宣传马树山的
先进事迹，这包括：2014 年，《唐山劳动日报》刊
发《“迁西好人”马树山：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一
文；2015 年，河北省级重点新闻网站“长城网”刊
发《马树山和他的圆梦“五部曲”》一文；2016 年，
河北省文明办发布《马树山：热心公益 用行动谱
写晚霞风景 》一文；2020 年，迁西县融媒体中心
又制作了电视专题片《“迁西好人”马树山》。

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期河北省迁西县老干

部马树山因举报当地领导干部被逮捕、起诉的

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高检高度重视，专门

派出院领导前往河北指导案件办理；会同河北

省检察机关，在审查核实的基础上，指令迁西县

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对马树山依法撤回起

诉，并将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

最高检表示，检察机关履职办案必须坚持

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决不能出现没有犯罪事实予

以逮捕、起诉的案件。对检察机关在此案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强制措施适用、监督履职等方面

存在的严重问题，要在查清事实、准确定责的基

础上，按照司法责任制规定，严肃追责。此案教

训深刻，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引以为戒、举一

反三，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发生。

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邀请 10 位

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最高检党组书

记、检察长应勇介绍了上述马树山案最新情况。

应勇说，“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院，必须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确保检察权

为人民行使、让人民满意。”

此外，记者从唐山市获悉，媒体报道的“迁西

县一退休干部举报县委书记后被逮捕”事件，河

北省委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对事件开展调查核

查。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部门直接调度，第一时

间派出工作组赶赴迁西县，会同唐山市对案件办

理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当事人举报的问题进行

全面核查。目前，对错误羁押、错误逮捕、错误起

诉已依法予以纠正，责任追究等工作正在按法定

程序开展。工作组负责同志表示，其他各项调查、

核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一定坚持实事求是、依

法依规，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彻查相关违纪

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马树山案：时间线梳理
2024 年 1 月 12 日，经济观察网发表《河北一

75 岁退休干部举报当地县委书记后 被逮捕并
提起公诉》一文，讲述了多年以来热心公益，长期
捐资助学助困，并被评为“迁西好人”的迁西县正
科级退休干部马树山的遭遇。

2023 年 12 月 6 日，迁西县委办公室向迁西
县公安局报警，称收到多位工作人员转交的挂号
信件，信件主要内容是反映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迁西县县委书记李贵富及县委组织部长郑
艳华在人事任用问题上的不正常及不正当问题，
以及城区主街道亮化工程的事项等等。这些信件
反映的问题“无事实依据”。

迁西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也称，这
些举报信“严重破坏了迁西县的政治生态和社
会大局稳定”，所以将案件线索移交给了迁西县
公安局。

马树山举报信中提到的李贵富，生于 1965
年 9 月，曾任唐山市丰南区副区长、唐山市丰润
区区长、唐山市遵化市委书记等职；2019 年 4 月
升任唐山市副市长；2021 年 8 月，转任唐山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2022 年，李贵富兼任迁西县县
委书记迄今；同年 10月 16日，他还当选了唐山市
总工会主席。

2023 年 12 月 8 日中午，马树山在家中被迁
西县公安局带走。次日，他被刑事拘留。

12月20日，迁西县检察院对马树山批准逮捕。
8天之后，即 2023年 12月 28日，迁西县公安

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马树山涉嫌诬告陷害罪，
向迁西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在收到迁西县公安局移送起诉的 5天后，即
2024 年 1 月 2 日，迁西县检察院向迁西县法院提
起公诉。此时，迁西县检察院指控马树山的罪名
已增加到两项：其一，诬告陷害罪；其二，诽谤罪。
具体而言：

诬告陷害罪一项，包括“2023 年 8 月 8 日、9
月 4 日、10 月 15 日、28 日、11 月 12 日、12 月 4 日，
马树山以‘迁西县委、县政府两大院部分党员干
部、迁西县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部分党员干部’
的名义，先后向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唐山市委书
记邮寄举报信，捏造并告发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

‘从 2023 年春节开始搞了一个上几千万元的城
关各个角落的亮化工程，直到 2023 年 6 月才终
止，包括在城关大街小巷制造不必要的宣传广告
费达上亿元。面对迁西县财政状况到了崩溃边
缘，李贵富不惜重金也为了个人捞钱，大手大脚，
搞了一次迁西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
腐败举动’……”等等。

诽谤罪一项是，2023年 12月 3日，马树山“将
2023年 8月 8日、10月 28日、11月 12日的举报信
连同‘举报我县县委书记李贵富、县委组织部部
长郑艳华在政治生态人事任用上的不正常、不正当
的腐败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举报和说明’、

‘迫切呼吁县政府有关县长和县城乡建设住建
局、栗乡街道办党工委领导应及时停止我县城关
内主街道进行亮化工程的举动’两封信邮寄给 30
名迁西县委县政府、县直单位、乡镇主要领导干
部，捏造并散步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乱作为，与
县委组织部部长郑艳华搞人事腐败……”等等。

知情者告诉记者，在 2024 年 1 月 12 日当晚，
河北省数个省级部门即派员来到迁西县。

1月 13日上午，上述河北省级部门及对应的
唐山市市级部门，在迁西县看守所会见了马树
山。马树山的女婿也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迁西
县的数个县级部门和所在的街道办，亦派出了官
员到他们家中探视。马树山的家人们还介绍，在
马树山被羁押之后，律师曾向迁西县检察院提起

“羁押必要性审查”，即申请对马树山取保候审。
但在2023年12月29日，被迁西县检察院拒绝，

理由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社会危险性”。
2024年1月，律师再次向迁西县法院提起对马

树山取保候审的申请。1月 15日，迁西县法院做出
《取保候审决定书》（【2024】冀0227刑初1号），准许
马树山取保候审，取保候审的期限为六个月。

当日下午 5时许，马树山在当地社区工作人
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

同日，迁西县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书，“以不
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对马树山撤回起诉。

根据最高检披露的最新信息，这一决定正是
由最高检“在审查核实的基础上”，指令迁西县检
察院做出的。

河北老干部因举报当地领导被逮捕、起诉
最高检指令迁西县检察院撤回起诉 河北省委部署对事件调查核查

以法律为准绳维护群众举报权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杨鑫宇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退休干部马树山
“举报县委领导被捕”一案备受关注。此案经媒体报
道后，引发广泛质疑。

从失去自由到重获自由，马树山在平白受冤的
情况下，生生度过了39天。这39天中的每一天，都磨
蚀着法律与司法机关在事发地的权威与尊严。

只要没有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故意，任何举
报者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何况在迁西县这起案
件中，县委办公室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权限，去证明
县委书记与县委组织部长的“清白”。不论马树山举
报的问题经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是否属实，当地都不
能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县委办公室
一句“无事实依据”就给举报者扣上“诬告”“诽谤”的
帽子，试图抓人判刑。这种无视法律规定，利用公安、

检察机关恐吓、报复举报人的做法，既是对法律的嘲
弄，也会给人一种“以权压人”的不良观感。

正如应勇检察长所言：检察机关履职办案必
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必须坚持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决不能出现没有犯罪事实
予以逮捕、起诉的案件。这不是什么高标准，而是
最基本的要求。针对这起案件，当地有关部门不
仅要深刻反思、改正错误，也要追责到底、以儆效
尤。如此才能让人相信：当地民众可以充分运用
对官员的监督权，而不用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对主政者而言，有权不能任性，还需对人民群
众心怀敬畏。而对司法机关而言，唯有严守底线，
依法办案，不受权力、金钱等外力干扰，才能做到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短评

（据观察者网、中国青年报）

“十月都人家旨蓄，霜菘雪韭冰芦

菔。”雪前囤白菜，能吃到开春。东北人

几百斤几百斤地囤，让江南人目瞪口

呆。都说经霜后的小青菜味甜，其实现

在的大白菜也正是味道好的时候，清

淡脆甜，鲜嫩可口，生熟都可。

西晋以前，葵为百菜之主，葵也

就是冬葵。西晋之后，葵的地位就被

大白菜取代了。那时候的大白菜叫

菘。为何叫菘？因其耐冬如松柏，加草

字头以示它为草本植物。菘的祖先叫

葑，诗经里有：“采葑采葑，首阳之东。”

但那时候的葑，味道不如后来的菘，

毕竟进化了嘛。

南齐时，文惠太子问周颙：菜食

何味最胜？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春天的第一刀韭菜，秋末的最后

一棵大白菜，那味道是极佳的。可见

当时大白菜已进入皇宫，成为上等菜

品。之后，一直到现在，大白菜的地位

都未曾改变。不管是文人也好，普通

百姓也好，都喜欢种它。

“晚菘细切肥牛肚，新笋初尝嫩

马蹄。”这是唐人笔下的白菜。

“畦蔬甘似卧沙羊，正为新经几

夜霜。芦菔过拳菘过膝，北风一路菜

羹香。”这是宋人笔下的白菜。

“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

菘”。到九月，陆游才想起来种白菜。

“老圃相传秋后菘，砖炉石铫一

年冬。宁知迟种迟於我，又见南薰上

番风。”即便再晚，宋代诗人方岳也还

是要种上一畦。

到了明清时期，白菜的地位更加

高了。在农学家的笔下，它被誉为神

品、第一品。这当然得益于大白菜的

好种好养，也得益于它的味道清正。

苏州诗人范成大写过几十首《田

园杂兴》。其中有两首写到白菜的，一

首写冬天的白菜：拨雪挑来蹋地菘，味

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

寻常菜把供。雪后挑的白菜，味道比蜜

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蹋地菘，也

有人认为是现在的蹋苦菜。但论起来，

蹋苦菜也是白菜的一种。还有一首写

春天的白菜：桑下春蔬渌满畦，菘心青

嫩芥薹肥。溪旁洗择店头买，日暮裹盐

沽酒归。白菜心嫩，可生吃。蘸酱吃，也

是清甜的。既然提到了吃，那古人是怎

样吃白菜的呢？炖、炒均可。

吃货袁枚给出了冬日白菜的另

一种吃法：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

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把

芋头煨得极烂，再放入白菜心同煮，

加酱油调和，这是最好的家常菜了。

据《扬子晚报》

文史博览

白菜：拨雪挑来蹋地菘 味如蜜藕更肥浓

典籍里的株洲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马晴春

2024年1月20日 星期六 03文史

科举制下的最后一名会元
茶陵人谭延闿

温 琳

历史上，有两个词容易被人记住，

一个是“开创”，一个是“终结”。

1904 年对清王朝而言是风雨飘摇

的一年，日俄战争爆发、华兴会成立……

这一年也正逢慈禧七十大寿，清廷上下

仍积极筹备。这一年的科举，为了庆贺

太后的七旬万寿，称为“恩正并科”。当

然，人们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次科举将

是千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这一科的

会元，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茶陵人谭

延闿。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

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

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

广总督等职，为人清正。谭延闿从小聪

颖好学，幼时及青少年的生活，几乎完

全以读书科考为重心。他六岁开始进私

塾读书，其父规定其三天要写一篇文

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

小楷毛笔字。

随着父亲谭钟麟官职的变化，谭延

闿随父辗转兰州、西安、长沙、北京、福

州等地，求学于名师。1890 年 12 月，谭

钟麟奉诏入京，任礼部侍郎，次年谭延

闿偕母进京。谭钟麟对儿子谭延闿的习

作甚为得意，常交给翁同龢等朋友传

阅。作为晚清“帝王师”的翁同龢对谭延

闿一见惊奇，赞不绝口。他在日记中云：

“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

作制义奇横克喜，殆非常之才也。”

据《谭延闿大传》记载 ，1892 年 7

月，年仅 13 岁的谭延闿回到湖南参加

童子试，不仅考中秀才，进入府学为附

生。1902 年 8 月参加乡试，中湖南第九

十九名举人。

1904 年 3 月，清政府组织甲辰科会

试。由于此前顺天贡院在八国联军攻占

北京时被烧毁，尚未修复，所以会试地

点放在了开封。此次会试分为三场，第

一场考史论，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

策五道，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会试

采用的题目，不像往常只单纯考究四书

五经，反而具有些许现代性，主要考察

中外政治史论。

史论题目有“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

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

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

蔡论”等，第二场考试题目有“学堂之

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

才，振兴世业……三者熟为最急之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

收利益之实力。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

证明其事策。”等，题目涵盖教育、经济、

外交等方面。

当时会试的大主考，系由朝廷指定

的四位重臣，即协办大学士裕德、管学

大臣张百熙、工部尚书陆润庠、法部尚

书戴鸿慈。这四位大主考的籍贯分布是

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同时也是按照

清廷抡才大典的惯例，暗中有着“正大

光明”的次序。

清朝遗老陈夔龙在 1924 年发表的

《梦焦亭杂记》中讲了一段甲辰科会元

的幕后故事。甲辰那年开封会试时，他

任河南巡抚，因此，他也被派为考官之

一。考试揭晓的那一天，考官们齐集公

堂，升座、拆卷、填榜。大家正在忙碌，会

试大主考陆润庠手里拿着一本卷子告

诉他说：“这本卷子书法工整，通场无出

其右者，殿试时，可能大魁有望。”他说

时顺手将卷子上的封条拆开，大家挤上

去一看，卷子上的名字是刘春霖，他后

来确实也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众考官正在欣赏称羡，另一位大主

考湖南长沙人张百熙，也指着一本卷

子，洋洋得意地跟陈夔龙说：“我们湖南

自从国朝定鼎，二百六十来年，状元、榜

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得了不少，

就只差一位会元。正好我在场中看到湖

南省举子的一卷，写作俱佳，确实够得

上会元之选。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

序而论，我班次第二，就只能取个会魁。

科举将停，机会难再，所以我特地跟裕

相(协办大学士裕德)情商，请他将这本

卷子作为会元，也好免使我湘科有个会

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让，你看，这一本

就是会元卷子了。”说完，他当着陈夔龙

的面，把手里的那本会元卷子的封条拆

开，卷子上的姓名恰是谭延闿。

湖南一省，文风素盛，可是在清朝，

112次科举考试中，状元、榜眼、探花，湖

南人都一中再中过了，唯独欠缺一位会

元。谭延闿填补了湖南在清代二百余年

无会元的空白。就连大学问家王闿运也

禁不住说：“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

湘人三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

1904 年 7 月 4 日，会试中选拔出来

包括谭廷闿在内的二百七十三名贡士，

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

等种种仪式礼节，参加由皇帝主考的殿

试。这是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贡士

们按这次考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

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的谭延闿，殿

试中不仅文章好，字亦极为漂亮，点进

三鼎甲应是没问题的。但就在慈禧要下

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

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

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于是

没有把他列进去，最后谭延闿以二甲第

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并选任翰林

院庶吉士。谭延闿与其父谭钟麟同为翰

林，成为当时科举场上的佳话。

到了 1905 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

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

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

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不久，清廷

宣布：“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为始，

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

试亦即停止。”一个持续了整整一千三

百年的科举时代就此寿终正寝。谭延闿

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会元，他也

由此为起点，一步步成为在民国历史上

颇有影响的政治家。

范仲淹：掘出三坛黄金 悉数归还原主
以脍炙人口的 《岳阳楼记》享誉

古今的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
家、文学家。这位具有“先忧后乐”之
志的廉吏，严以律己，洁身自好，在政
绩和道德方面都有极好的口碑。

范仲淹早年家道贫寒，后来踏上
仕途，虽然富贵起来，但是仍保持节
俭的习惯。家中只有来了宾客，才准
备两种以上的荤菜；妻儿的衣食，“仅
能自充”。他先后担任过开封、青州知
府，为官清廉，执法严谨。

范仲淹在开封（今河南开封）任

知府期间，衙役报告在府第后院的银
杏树下掘出三坛黄金。范仲淹来到现
场察验，果然属实。面对金光灿灿的
三坛黄金，随从人员怦然心动，建议
隐瞒下来据为己有。范仲淹不为所
动，命令衙役将现场恢复原状，对众
人说：“这三坛黄金我们不能昧心攫
取，应该物归原主。”于是要管家迅速
查清这幢院落的旧有住户。几天后，
管家引来了原主王平，范仲淹问明了
情况，立即下令掘出三坛黄金交给王
平。王平万分感激，一再要求留下一

坛作为答谢。范仲淹说：“老夫若贪图
财利，何必费尽周折寻找失主。”王平
见范仲淹执意不接受，只得抬起黄
金，再三谢恩而去。

古训说：“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
廉。”范仲淹在巨额钱财面前，心如止
水，始终坚持自己的处世原则。他的
道德修养，对于后人培养完满的人
格，乃至引导社会健康向上地发展，
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股巨大的精
神力量。

据《山西青年报》

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