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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驴
友杨光向本报报料
说，9月15日，他和
同伴一行去新密尖
山 乡 的 凤 凰 山 景
区，意外发现莲花
峰 顶 修 了 一 条 小
路，而修路的是一
家三口：70 岁的李
广老人、他的残疾
妻子和弱智儿子。
他们用了两年多时
间，用镢头和铁锨
从山崖绝壁顶开出
了这条 600 多米长
的小山道，为的就
是 能 让 游 人 上 峰
顶，到他家吃个烙
馍，让他们挣个买
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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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残疾老人带着残疾妻儿挖了两年
凤凰山绝壁修出600米小路

热线一响 记者追访

▶老人用镢头撬
山石，他想把路再拓
宽点。

“驴友”莲花峰顶见奇观
上峰顶本没路，一位老太

太却在上面卖烙馍

9月 15日，郑州驴友杨光（本名吕黎光）和
一群同伴登上了新密尖山乡凤凰山景区的莲花
峰顶。杨光发现峰顶上搭了个小棚，一侧坐着
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太，在卖烙馍。

“当时我以为老太太是天外来客。”杨光惊
奇不已，因为向上的山崖是绝壁，老太太从山谷
底爬到莲花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3年前来
时根本攀不上去。”

老太太说，她是从山崖顶上一条他们一家
人修的小路来到峰顶的。

杨光发现，在山崖绝壁边，一位老大爷正挥
着镢头，靠在绝壁边小心地修着一条小路。

“3 年前，正是因为没有向上的路，我们几
名驴友只好放弃了攀崖顶。”随后，杨光和同伴
爬到崖顶，这里住着一户三口人家，拿着镢头的
老人就是这家的主人，70岁的李广。

李广说，他带着残疾老伴和弱智儿子在这
里度日，得知崖下就是凤凰山景区，不少人想到
崖顶游玩但上不来，一家人就开始在绝壁修路，
以吸引游客到他家吃烙馍，换点买盐钱。

一家三口的壮举
用镢头和铁锨，两年在绝

壁上开出600米山道

昨日晨，杨光先生向本报报料此事，并称他
们4位驴友买了米、油，准备给那位“现代愚公”
送去。本报记者随即跟随他们来到了凤凰山。

在海拔 861 米的莲花峰侧一个山坳里的
小平台边，李广老人拿着镢头正给游客指点上
崖顶的路，他的老伴坐在旁边编提篮，一旁的
篮子里装着几瓶矿泉水和烙馍，一侧还放着几
小袋柿子和核桃。老太太说，她在等游客买她
的东西。

“我们家 10代人都住在崖顶，原来的几家
邻居都搬到山下或去城里了，我们几个残疾人
没有啥亲戚，也没钱，只好待在崖上。”看到驴友
给他们家送东西，两位老人激动不已。

“我家在崖顶最上边，两年前根本不能从崖
顶到这里，当时很多游客费了很大劲儿爬到山
顶，还有人摔伤，我和老伴商量，能不能从山顶
修条小路，一是方便游客到崖顶看风景，二是可
以卖烙馍挣点钱。”李广说。

“山路需要先踩出来痕迹，一遍一遍寻找

最合适的坡度和绕行路径，有了大体路径，才
开始一段一段向下修。”一家三口开始用镢头
和铁锨从崖顶沿绝壁向下挖路，一凿一凿、一锨
一锨……儿子虽然弱智，但是还有力气，有时要
从山顶搬一块石头走几百米，铺到这条小路上。

这条通向崖顶的羊肠山道长 600 多米、平
均宽约0.5米。“现在路修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能爬到崖顶上来了。”老人说，他最高兴的事，就
是和老伴、残疾儿子在绝壁上修了这条小路。

崖顶上的艰难生活
一家三口全是残疾人，靠

种红薯度日

顺着老人修的山路，记者来到了崖顶，一处
石块垒成的房子就是老人的家，屋内放着他们
要到莲花峰顶出售的矿泉水。这些矿泉水是由
老人的智障儿子，从山下 5 公里的凤凰山停车
场背上来的。“有时一天卖5瓶水、几张烙馍，都
是好心的游客可怜我们才买的。我们有一小块
地，种的是红薯，卖的烙馍卷菜里就放着红薯叶
子，游客说很好吃。”

“太痛了，像锯子在锯我的骨头，每天得揉
几十遍。”说话间，老人把镢头放在一旁，不停地
揉着脚，一脸痛苦。原来，老人患有类风湿和骨
结核，脚踝骨头已经增生了几倍，脚踝两侧都鼓
起了疙瘩，这让老人走起路来，只能把脚歪向一
侧，用脚侧面走路。

老人说，他的老伴在去年冬天下山购年货
时不慎摔伤头和腿，现在啥重活都干不了。但
最让他担心的是，自己的智障儿子。老人希望，
村里能给他们一家办低保。

老人的最大愿望
“听说郑州的高楼很多，真

想去看看”

“我们几年都没买过新衣服了，多是人家送
的，平时自己吃饭，就是盐撒到菜上调一调，很
少放油。”虽然日子清苦，但老人很乐观。

因为住在崖顶上，他们一家去过最远的地
方就是米村镇。“镇上的人可真多，听游客说，郑
州的高楼很多，俺老得快不行了，越来越想到郑
州看看。”

昨日 13 时，李广带着镢头陪着记者下山，
在一段踩成斜坡的光滑路面，老人挥着镢头刨
出一个个小阶梯：“十一快到了，我要把这段路
修好，让游客安全地来安全地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