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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父爱父爱，，在远去的岁月中闪烁在远去的岁月中闪烁
●吕成玉

六月的阳光，将热情慷慨地抛向大
地。迎面而来的雨季，打湿了岁月深处
的缱绻；漂泊的思念，从暮年的河岸喷
涌而出。此时此刻，我的肝肠又一次被
诀别的泪水撕裂。

父爱的羽翼，在上个世纪末初冬的
一个夜晚被病魔折断。在这杨柳葱绿、
小麦灌浆的仲夏季节，我的缅怀在键盘
上跳跃，伴随父亲节的脚步，一行行密
密麻麻的追忆，在如水的月光下流泻。

梦中，我与父亲幸福相见
思念是一种绵长的幸福，也是一种

无奈的痛苦。
父亲走后，经常在梦中与他见面，

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也许这就是生
者与逝者相逢的最好形式，更是穿越时
空深情对话的绝佳机遇。在梦中，我总
能见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找到父亲的生
活细节，聆听父亲的谆谆教诲。

在与父亲见面的诸多梦境中，唯有
那次深深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并伴随
时光的流逝而愈加清晰——

在门前的那条乡间土路上，我与从
单位下班回家的父亲迎面相遇。父亲
衣着严谨，还是穿着那件吊面子皮袄，
戴着那顶黑色的棉线帽子。他步履匆
匆，神态安详。我高兴得不知所措，急
忙问道：怎么还没退休？父亲用他那长
满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快了，已
经九十二岁了。我和父亲并肩向家走
去。忽然，父亲说：这条路，还是坑坑洼
洼的，我们把它垫平吧。修桥补路，行
善积德。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和父亲用
一辆三轮车拉土，开始劳作。干了一会
儿，父亲对我说：累了你就歇歇。于是，
我坐在路边睡着了……

梦醒黎明，历历在目。我不停地回
放梦中的情景，反复品味父亲的话语，
不禁热泪盈眶。更想不到的是，河套地
区竟然降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当
我站在窗前眺望白雪覆盖的屋脊、树
木、大地时，百感交集：哦！苍天竟然
这样眷顾我，用如此圣洁庞大的意象安
排我与父亲见面，并将我对父亲的思念
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随季节流转四季

常青。
事业，书写在鲜红党旗上
父亲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是独

子。幼时，祖父和祖母携他一路颠簸、
风餐露宿来到了河套。

父亲身材高大，眉清目秀，睿智精
干。他是祖父祖母生命的寄托，生存的
动力。

为了不让父亲成为“睁眼瞎”，祖父
祖母节衣缩食将他送到私塾房读书。
聪明的父亲凭借私塾房学到的知识，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为当地供销社的干
部。

在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父亲以
供销社为家，将他的聪明才智无私地奉
献给事业。当他在党旗下举起右手时，
就将那颗赤诚的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父亲清正廉洁，光明磊落。在那个
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想买自行车或缝
纫机等紧俏商品是十分困难的。他秉公
办事，遵规经商。凡紧俏商品均需通过
会议集体研究分配名额。有一位村邻，
儿子娶媳妇急需买一辆自行车，给父亲
送来两块红烧肉，父亲婉言谢绝。他告
诉来人：不要着急，等有了商品一定给你
分配。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调到某公社
任贫协主席。他深入村社，贯彻党的方
针政策，帮助村社制定种植计划，和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得群众的信赖。

父亲说话有情有理，通俗幽默。下
乡期间，但凡婆媳闹矛盾、夫妻动干戈，
他都能及时到场。他盘腿坐在炕上，抽
一支旱烟，先了解事情的起因。然后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一番劝说，当事人
心悦诚服，芥蒂烟消云散。

后来回城十几年，父亲总是以共产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已，和睦邻里，维护
治安，调解纠纷。最让我们感动和钦佩
的是，他不畏严寒酷暑，接续春夏秋冬，
或骑车或步行，按时向党组织交纳党
费。他交上的不仅仅是几角或几块钱，
而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忠诚。

他总是告诫儿孙，一定要听党的
话，跟党走，踏实做事，清白做人。是

啊，流淌在父亲血液中的红色基因，已
成为代代成长的钙质营养。

教诲，滋养家族根深叶茂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家人的

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靠他微薄的工
资。上要赡养老人，下要养育六个儿
女，生活的重负如大山一般。无论生活
如何拮据，他总是将培养儿女放在第一
位，让成龙成凤的期盼，在浓郁的书香
中孕育。在同龄人中凸显出了他的远
见卓识。

在他的教诲下，子女们刻苦学习，
努力成才。公务员、教师、工人的不同
身份，诠释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内涵。

父亲用耕读的家风、严格的家教，
让我们顶起堂堂正正的“人”字。我们
从小就挖苦菜，捡柴禾，养猪喂鸡，烧火
挑水，做饭洗锅。在日常的家务活儿中
我们磨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增长了生
存的智慧。

父亲为我们的人生把舵定向时，还
在为各家的生活、儿孙升学就业、婚姻
大事等殚精竭虑。他心细如发，洞察儿
女的喜怒哀乐。谁家闹矛盾，谁家生活
有困难，只要让他知道，就会坐立不安，
必亲自前往了解原委，或批评教育，或
出谋划策。

父亲的严格中透出慈祥和关爱。
他将粗糙的手伸入我和弟弟的被窝抚
摸我们。这种特殊的“动作”延续到我
们十七八岁，让我们在裹紧被子的羞涩
中享受着浓浓的父爱。他温和的笑容，
会让儿孙低迷的情绪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

年轻时，我对父亲的过度“操心”不
予理会。当那夜儿子彻夜未归，我和妻
子夜不能寐；当担心和忧虑累得萎靡不
振时，我才真正读懂了“养儿方知父母
恩”的含义。

父亲，你将滚烫的血液馈赠给儿
女，连同善良、诚实、勤劳、热情的基
因。你把美德铸成丰碑，镌刻上人生的
定义，让后代细细咀嚼，时时铭记。

父亲节，一个拨动思念琴弦的日
子，让悠长的音符在心底跌宕起伏……

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村里的学校考
到镇上的中学读初三。

临近寒假时，我在镇上的供销社发现正
在售卖一本《青年知识手册》的书籍。但 2.4
元的书价，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太贵了。周
末回到家，我忍不住嗫嚅着对父亲说出自己
的非分之想，因为我实在太想得到那本书了。

父亲听我说完，一言不发地蹲在地上，
卷了一支又粗又长的旱烟卷，然后点燃，猛
吸两口，浓烈的烟味呛得他剧烈地咳嗽了好
一会儿，致使他满脸通红，甚至溢出泪来。
昏暗的灯光下，我瞥见父亲一脸忧愁与无
奈。

“下礼拜，我到镇上买了书给你送到学
校。”半天，父亲闷声闷气地说。

“不用不用，您买了书放到我二叔那里
就行了。”我连忙对父亲说。邻居二叔在镇
上的卫生院工作，我让父亲把书放到他那
里，其实我是害怕土里土气的父亲去学校找
我，一定会让同学们笑话，那样我会羞臊难

当、无地自容的。
后来，我连续去了几趟医院，二叔都说

父亲没有来过。我不禁对父亲生出几分怨
恨与不满：说得好好的，怎么就没有来呢？

几天后，我放了寒假回到家，进门就问
母亲：“父亲去哪儿了。”母亲有些不安地说：

“说好去你二舅家借点儿钱，给你买书的。
可走了好几天，也不见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二舅骑着自行车一身冰
霜地匆匆赶到我家，急切地对母亲说，几天
前父亲突然患病住进了旗医院，他是来通知
母亲，并遵照父亲嘱托买了那本《青年知识
手册》带给我的。

一家人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了整整两天
后，却传来了父亲在医院病逝的消息。跪在
父亲的灵前，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为自
己的虚荣与自私而懊悔不已。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珍藏着那本《青年
知识手册》，它让我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也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父爱的重量。

父爱的重量父爱的重量
●张玉山

（上接第7版）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作出的地方性法规解释同地方
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五条 提案人提出地方性法

规案，应当同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文
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修改地方性法规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
后的对照文本。

第五十六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在
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七条 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通
过的地方性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
须制定该地方性法规的，可以按照本条
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或者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
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市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案，应当提请市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健全
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长效机制。

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应当根据维护
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分别对有关地方性法
规进行清理。发现地方性法规的内容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
要求不相符，与法律、法规不一致，与现
实情况不适应，或者与本市相关地方性
法规不协调的，应当及时提出修改或者
废止的意见，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
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
入立法计划。

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他部门
可以根据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向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地方性
法规清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和
废止程序，与制定程序相同。

地方性法规修改，根据修改的不同
情况，可以采用修订草案或者修正草案
的形式。

地方性法规修订草案（修正草案），
经常务委员会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提
出修订草案（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和修订草案表决稿、修改该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草案。

地方性法规被废止的，除由其他地
方性法规规定废止该地方性法规的以
外，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
构，可以对地方性法规的有关具体问题
的询问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研究后，予
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明确要求
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
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地方
性法规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地
方性法规对配套的规定制定期限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
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
书面向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第六十二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常务委员
会主任会议的决定，组织对有关地方性
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立法后评估。经评估地方性法规需要重
新制定或者修改、废止的，由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是否列入立法计划或
者立法规划。需要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的评估报告，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
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六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
系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
地方性法规草案、立法工作的意见，加
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

第六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加强立法
宣传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发布立法信
息、介绍情况、回应关切。

第六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可以会同有关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
作机制，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

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第六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查报送备案的政府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适用《内蒙古自治区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条例》。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经

费，由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根据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计划
列入财政预算。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1990年11月30日呼和浩特市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通过，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实施的《呼和浩特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规定》同时废止。

在呼和浩特繁华错落的新华大街
立交桥下，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绥远将军衙署。和绥远将军衙
署对应的是南面一座至今保存完好
的大照壁。这块照壁全长 24米、高 4
米，厚约 1.3 米，用青砖垒砌而成，是
绥远将军衙署的显著标志之一。朱
红色的照壁中央上方嵌有“屏藩朔
漠”汉白玉石刻匾额一块。这就是著
名的青城十六景的第六景“屏藩朔
漠”。

“屏藩朔漠”四字匾额，是由绥远
将军衙署第 71任将军克蒙额题写。

“屏藩”是指就像屏障和篱笆一
样起到遮蔽和护卫的意思。“朔漠”原
指北方大漠，但在历史文献中，它也
特指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及其周边
地区。所以，“屏藩朔漠”这四个字合
起来就是保卫北疆之意。

“屏藩朔漠”这个表述也体现了
清朝时期绥远城将军的职责，即保护
清朝的北部疆土，确保边疆的安全和
稳定。

“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这
是人们对这座绥远将军衙署的评价。

清 代 ，呼 和 浩 特 新 城 叫“ 绥 远
城”，是镇守祖国北疆的屯兵之城。
绥远将军衙署就在绥远城的市中心
鼓楼（1959 年拆除）的西侧。鼓楼原
称钟鼓楼，简称鼓楼，位于现在的鼓
楼立交桥十字路中央。鼓楼于清乾
隆二年（1737年）修筑绥远城时建成，
是当时绥远城最高的建筑。

将 军 衙 署 建 于 清 乾 隆 元 年
（1736 年），是当时按照清朝一品封
疆大吏衙署的规格建成的，因此在
清代是绥远城规模最宏大、声望最
高，也最具权威的建筑。 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绥远将军衙署，不仅是
呼和浩特重要的历史遗存，也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衙署是清代绥远将军办公
和居住的地方。绥远将军是清廷任
命的北部边疆最高的军事和行政长
官，官阶一品，不仅是绥远八旗兵的
最高指挥，还辖制着大同、宣化等地
驻军。

走进将军衙署，您可以感受到清
代建筑风格的魅力。

将军衙署主体建筑位于南北中
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照壁、府门、
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四堂和后宅
以及厢房和耳房，左右对称有东西跨
院，共六进院 132 间房屋。大堂、二
堂及门院是将军公务办公之所，三
堂、两院则是将军眷属内宅，体现了
我国传统的“前朝后寝”礼制建筑文
化。

将军衙署的建筑为中国传统的
卯榫插合而成，没用一颗钉子，木结
构柱架支撑，有墙倒屋不塌一说。

将军衙署门前有一对精雕细琢、
威风凛凛的巨型石狮，石狮的左右两
边各有一座钟亭和鼓亭。和衙署对
应的大照壁的北面有两根旗杆，上悬
清代的龙旗。旗杆的北侧和大照壁
两端用鹿角栅相连接，是两座形似牌
楼的辕门。辕门的北侧各有一座房
基很高的鼓手屋。从衙署府门到大
照壁，是一个呈四方形的小广场，它
属衙署的外院，主要对衙署起保护作
用。进入衙署是将军衙署的内院，过
头道门后，紧接着是仪门，仪门平时

不开，只有在将军出行或有贵宾来临
时才打开。二堂是绥远将军处理军
政事务的办公场所和接受僚属参拜
的地方，后面的三堂和四堂是将军及
其眷属居住之所。由中轴线再向左
右方向辐射，依次有印房、兵部司、左
右司、户部司等各办事机构的房舍。
东北隅还建有一处小花园。

如今，将军衙署设有复原场景，
人物雕像和锣鼓仪仗、职衔、车轿等
非常逼真，还原了绥远大将军当年的
威风与气派。

将军衙署院内种有丁香树，民间
还流传着有关丁香树的传说。清道
光十八年，绥远城将军衮楚克次棱上
任，在此盘踞多年的匪帮经常劫商扰
民。由于衮楚克次棱将军忙着剿匪，
没时间顾及家里，夫人呕吐的老毛病
又犯了。在京城时，夫人就有这个
病，在一位老中医的指点下，将军在
院内种了数株丁香树，夫人就一直没
有犯病。当时绥远城没有丁香，衮楚
克次棱剿匪成功，捷报传入京城，皇
帝要对将军封赏，将军却请求从颐和
园移植丁香以治夫人之病，皇帝恩
准。衮楚克次棱将军就在衙署院内
移植了来自颐和园的数株丁香，结果
夫人的病很快就好了。从那时起，种
植丁香就成了绥远城人们的爱好。
现在丁香是呼和浩特的市花。

将军衙署气势恢宏，威严肃穆，
迄今 300 多年，经过多次修葺，曾七
次易名八次换牌，至今仍保存完好。

将军衙署，宛如一本厚重的历史
书，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它们
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时光之中，青砖
灰瓦、飞檐翘角，尽显古朴典雅之
美。将军衙署的每一砖每一瓦，都凝
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让人感受到
古代文明的魅力与韵味。

将军衙署现在的府门和大照壁
之间的小广场，已经成为立交桥和
宽阔的马路了。这座立交桥犹如一
座立体的艺术雕塑，彰显着呼和浩
特现代建筑工艺的雄伟与壮观。尤
其在夜晚，立交桥上的灯光与川流
不息的汽车灯光交相辉映，璀璨夺
目，展现着现代大都市的雄伟、繁荣
与活力。

呼和浩特过去由归化城和绥远
城组成，明代建归化城，清代建绥远
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加强
西北边防，雍正奏准在归化城（呼和
浩特旧城）东北 2.5公里处，另筑驻屯
满 洲 八 旗 官 兵 的 新 城 。 乾 隆 二 年
（1737 年）二月正式动工，乾隆四年
（1739 年）六月建成，命名为绥远城。
相对于归化城，绥远城俗称“新城”，
归化城则称为“旧城”。因为当时呼
和浩特有二城，所以说绥远城只能是

“半部青城史”了。
绥远城建成后，设立绥远将军统

领，府第在将军衙署。乾隆二十六年
更名为绥远城将军。辛亥革命后，绥
远城将军堃岫被北洋军人张绍曾所
取代。

总之，将军衙署的“屏藩朔漠”汉
白玉石刻不仅是其显著标志之一，也
体现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
值。

正是：半部青城发展史，屏藩朔
漠将军署，繁华错落立交桥，辉映漠
南第一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