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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创刊40周年了，我也向
《邵阳日报》投稿40周年了。

从1984年开始到今天，在该报一共
发表了多少篇作品，我没有全部统计。
但从 2011 年到 2023 年，这 12 年发表了
多少，统计了：《邵阳日报》168篇，《邵阳
晚报》41 篇。我喜欢在这两报发表作
品。我向来认为，文章在于质量，不在于
在哪种级别的报刊发，文章的质量与报
刊的级别并不成正比。

需要坦白交代的是，我也是“一稿多
投”的，但“首投”“首发”的往往是这两
报。在这两报发了，得到鼓舞，再“外
投”。我有多篇被编入年选的作品，就是
从《邵阳日报》选取的，其中长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年度精短美文精选”系列图
书就选有 7 篇。在《邵阳晚报》发表的

《瞻朱自清像》一文，还被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编入《朱自清散文选》的“子本”
（“母本”是朱自清的散文，“子本”是介绍
朱自清和解读朱自清的文章）。那篇文
章是别人推荐的还是该出版社自己找到
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也说明了，人们并
不“薄看”地市级报纸。

这两报也登过介绍我和我的作品
的文章。有一篇题目叫《他是这样一
个人》，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张小牛写
的。有一篇叫《黄三畅与小说》，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聂荣华先生采写的……
你还别说，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让
我大大“陶醉”了一番，都大大地给我
以鼓舞和鞭策。早些年，《邵阳日报》
的“教育版”由肖青华主持，刊登学生
作文。我向该版推荐了大量的学生作
文，绝大多数都刊登出来，文末还加了
我这个“指导老师”的大名，给我和学
生鼓励都很大。

先后与我联系的副刊编辑有李力
拉、伍经建、刘鹏、李日新、马笑泉等先
生。我觉得这些副刊编辑很关心作者，
也很敬业。本世纪初有一次为了发我一
篇小小说，伍经建特意打电话问询一些
情况。我写的一篇叫《惊险栗树坡》的小
小说，李日新编发后还写信给我，说文章
应该怎样修改会更好。刘振华编辑也一
样，他给我编发的文章，我读时，看得出
哪些地方是他修改的，当然比我的原稿
好。也有文章被改了标题的，有一篇，原

标题是《古树见证清廉》，发表出来的标
题是《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既有诗
意，意蕴也更丰富。

有人也问过我，你在这两报发了很
多文章，与编辑有什么特殊关系？我说
没有特殊关系啊。我和伍经建、刘鹏，只
是“一面之交”。李日新、肖青华、朱小
琴、董雁，我只知道她们是女性，没有会
过面。马笑泉因为在武冈工作过几年，
我才和他相识，也没有特殊关系。刘振
华，我与他也只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普
通关系。报社原先在樟树垅金家路 7
号，我知道，但我只进去过一次，还是陪
一个朋友到的。后来社址移地方了，移
到哪里，我也没关心。有文章，用电子邮
箱寄去就是了。我相信这两报是以文取
文，不是以人取文。

与这两报结缘，是业余文学作者的
福分。到现在，我写好了稿子，觉得内容
和字数适合投《邵阳日报》，就首先投《邵
阳日报》。我也鼓励文学创作新手，有好
稿子，大胆投《邵阳日报》，并告诉他们

《邵阳日报》文学副刊是作家的摇篮。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师）

文 缘 40 年
黄三畅

我出身乡村，能有今天，有人说我
“运气”好，也有人夸我勤奋。

要问好运从何而来，我觉得主要来
自《邵阳日报》的助力。翻看历年剪报发
现，我1989年开始在《邵阳日报》发表稿
件6篇，第二年增至24篇。那时的《邵阳
日报》四开四版，版面珍贵，一个小通讯
员，发了这么多文章，引起了亟需文秘干
部的隆回县政协关注。那年暑假，时任
隆回县政协主席毛汉周亲临我所在的隆
回二中考察，没几天便叫我去县政协上
班了。我与他毫无关系，如果不是因为
在《邵阳日报》发了那么多文章，我怎能
进入锻炼机会多的机关工作。

从结缘《邵阳日报》那天起，我坚持
不懈地向该报投稿，至今共发表各类
文章 618 篇。看起来还真如朋友所夸，
也够勤奋了。但如果没有《邵阳日报》
这个平台，秀才无舞文之地，再勤奋也
是空的。

2016年秋，我被任命为市委巡察组
组长。一开始，我感到很意外。这年我
在《邵阳日报》发稿 44 篇，达到最高纪
录。其中一篇有关作风纪律建设的文
章，被来邵指导换届工作的省委领导在
动员大会上点赞。

因为在《邵阳日报》发稿多，有人以
为我与报社关系好，托我荐稿。可我投

稿只看版面栏目，不找熟人朋友，故令托
我荐稿者失望了。然而，因《邵阳日报》
投稿结识的，给予我悉心指导和帮助的
记者、编辑朋友的确不少。记得有一次去
报社送稿，在评报栏看到总编陈伯寿充分
肯定并认真点评了我的一篇文章，既感动
又受益。其他如王龙琪、李日新等老编辑
的名字，一直深深地烙在我感恩的心里。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与肖湘、谢文远等年
轻记者一起外出采访过，他们那种认真负
责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到敬业奉献、忠诚
为党和为人民发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
一代代邵报人身上传承。

（陈扬桂，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

平台的重要性
陈扬桂

隆回县向家村有一个国
家 3A 级景区，叫牛天岭。景
区建设者当初考虑，既然名叫
牛天岭，牛气冲天，于是在景
区的山岭之巅雕塑了三头牛：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牛天岭原来是一片荒芜
人烟的山岭。为了振兴乡村，
造福乡邻，2014年，华兴集团
董事长向老板毅然回到向家
村，竞选为村委会主任。许多
人对此很不理解：“你向老板
事业有成，不愁吃、不愁穿的，
何必买个擂钵往自己头上
扣？”向家村当时有一千多人，
属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这
向老板不是自找苦吃，自寻烦
恼吗？可向说：“人活在世上，
总得有点追求，有些担当，即
使吃些苦，我也心甘情愿。我
就不相信向家村不能摆脱贫
困，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为
此，他将公司交给副手们打
理，自己卷起铺盖，一头扎进
向家村。

回村后，他紧紧依靠村
“两委”，果敢地提出自己的思
路：依托牛天岭这险峻的山势
和茂密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山
水，将此地打造成一个高档次
的旅游风景区。

谈起容易，做起来难。要
建风景区，首先要有钱。华兴
公司依靠国家产业政策，首先
将通往向家村的公路修通，并
陆续修成水泥路；再将公司积
累的上亿元资金陆续捐献给
向家村，修通了通往牛天岭景
区的水泥和炒砂公路。经过
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
荒山野岭建成了3A级风景旅
游区。当全国各地的游客慕
名来到牛天岭风景区旅游休
闲时，村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是有谁知道，向老板为
此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此
吃过多少方便面？向对此十

分坦然：“我一个人吃点苦算
什么？我也是贫苦农民家庭
出身的，只要全村一千多农
民都过上好日子，我就心安
理得了。”

向老板就是这样一头孺
子牛。几十年来，他以自己的
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谱写了一曲穷乡
变富村的英雄歌、壮美篇。这
些年来，华兴公司先后捐献给
向家村的资金达1.7亿多元，
并安置了 150 多名向家村村
民就地就业，还安排100多名
老乡到公司做工。

牛 天 岭 还 有 一 头 拓 荒
牛。向老板一路走来，并非一
帆风顺，他摆过地摊，又驾过
大客车跑长沙下广州，饱尝
人间酸甜苦辣。2004 年，他
瞄准驾驶员培训这一有前途
的行业，开发利用一家企业
废弃的场地和厂房，创办起
当时全国面积最大、设施最
优、条件最好的县级驾校。
此后，他又陆续开办了出租
车公司、宾馆等。

在几十年的打拼中，向老
板如同一头拓荒牛，不断拓
展，不断创新，使华兴集团不
断壮大。华兴属下的各分公
司对口帮扶向家村的各个组，
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对口
帮扶向家村的贫困户，使向家
村从贫穷山村一跃成为全省
乡村振兴的典型。

牛天岭还有一头终年耕
耘不倦的老黄牛。如今向老
板年过花甲，本应颐养天年，
但他仍是老骥伏枥，雄心不
减。他不仅料理着华兴集团
的大事小事，更是谋划着向家
村更高层次的发展。他甚至
提出，要将牛天岭景区打造成
4A、5A级景区。

我们相信，他的目标一定
能实现！

◆六岭杂谈

牛天岭有三头牛
卢学义

一
一到清明，大地就有了温情
群山忙碌
云雾已将孝衣裁好
白白的花朵
开满鬓边

大地长满了眼睛和耳朵
能听懂人间所有的告白
思念有了意义
时光可以倒流

久远的碑文
记载着我们的来处
从坟茔里伸出的纽带
将平常不太走动的亲人
紧紧连在一起

一朵云推着一片云
一群人帮着一个人

前行，就有了更多的力量
二

一帘清风，一阵疏雨
一扇心门在花香中轻轻开启
那是对逝者的情意
也是对生者的约定
回家的路
开始变得拥挤

和一群能唤我乳名的人
行走在山林里
寻找失踪已久的亲人
为他们理理头发
刮刮胡须
再孝敬点零花钱

里面住着的人
都被这方山水养育过
如今又交给这方山水

◆湘西南诗会

清 明 辞
周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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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

做学问，就像跑马拉松

回国至今，周向宇一直在中国科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从事多复变和复几
何研究。他潜心于攻破数学难题，先后证明
了“关于矩阵Reinhardt域为全纯域的刻划
之猜想”，解决了前苏联《数学百科全书》列
为未解决问题的“扩充未来光管猜想”，与
他人合作解决了最优L2延拓问题、强开性
猜想等核心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被认为是国际多复变界的一位领军人物。

周向宇谦逊地说：“做学问就像跑
马拉松，我还在路上。”一路走来，他先

后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八届陈省身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2003
年 2 月至 2012 年 6 月，他担任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所长；2013 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2018 年当选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

“搞研究一定要‘坐得住’。”这是周向
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一年中大
部分的时间，周向宇都在办公室或教室。一
天中，他不是一个人待着思考数学问题，就
是跟学生们一起讨论，心无旁骛，只为获得
对数学新的理解。

“多复变属于基础数学，是构建数学

知识体系的重要‘骨架’，对促进数学发
展十分重要。”周向宇说，这个领域门槛
较高，他现在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培养学
生，引导学生掌握新知识、学会独立思
考。每周坚持举办讨论班，大家以弄清楚
讨论内容为目标，常常是直至深夜才结
束讨论。

从事数学研究，也意味着远离了物质
富足的生活。“生活有基本保障，对我来讲
就够了。”周向宇说，自己很幸运，家里人
从未给过他压力，反而十分支持他的研究
工作。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对我而
言，职业与兴趣统一，可以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方思考自己喜欢的数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