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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在家乡湘中，荠菜是
春天里最受人们青睐的时
令野菜。一场春风春雨过
后，地染新绿。乡村原野，
一丛丛一簇簇嫩绿的荠
菜，携带着独特的芳香，如
雨后春笋般遍布田间地
头。不到半月，便迅速拔节
长枝，开出星星点点的白
花。“城中桃李愁风雨，春
在溪头荠菜花。”荠菜花开
了，春天才真正到了吧。

荠菜是大自然对人类
最美好的馈赠。阳春三月，
正是寻食荠菜的最佳时
节。母亲知我喜吃荠菜，与
我约了一个和煦的周末，
带我去野外挖荠菜。母亲
拿着小锄头走在前面，我
挎着篮子跟在后面，走完村旁的一
小段水泥马路，便开始朝坡上的菜
园走。坡上的小路陡而窄，年近七
旬的母亲走得轻快，我跟在后面气
喘吁吁。每至陡路，母亲便会回头
拉我一把，叮嘱我小心脚下。惭愧
间，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那时小
小的我总是分辨不出藏在野草间
的哪个是荠菜，只觉得这棵也像，
那棵也差不多。经过母亲多次教
导，才知道荠菜颜色有紫红、青绿
两种，叶子都呈锯齿状。紫红的叶
子多紧贴地面，齿密一些。青绿的
有的贴地有的不贴，齿宽些。因为
喜欢吃荠菜，我学得认真，很快就
会辨别了，以至于以后无论它们
生长在哪里，或河畔田坎，或沟壑
山野；发生了怎样的变异，或叶大
肥美，或清秀纤弱，都逃不过我的
眼睛。

母亲把我带到一块长方形的
菜地里。哇，这哪是什么菜地，分明
就是一个荠菜园啊。只见嫩绿色的
荠菜，一窝窝，一簇簇，一丛丛，在
阳光下绿得发亮。她们有的抱团成
片地簇拥在一起；有的特立独行，
高傲地立在空旷地，随风摇曳；有
的很羞涩，躲在野草丛或菜叶下，
生怕被人发现……我惊喜得大叫，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发现一块地
里有这么多荠菜呢！母亲慈爱地看
着我，微笑着说：“见你们喜欢吃荠
菜，秋天我在野外收摘了些种子，
撒在了这块地里。”我的鼻子蓦的
一酸，眼泪差点就掉了出来。我就
知道，少时挖荠菜，要像寻宝一样
去地里找。想要挖一小篮，至少要
跑遍半个村子。我不知道母亲是怎

样采摘到这么多荠菜种
子的，肯定也是一条条田
埂去找，一块块土地去
寻，心里只想着儿女喜欢
吃，要多摘一点……这世
上，大概只有母亲有这份
心了吧。我心潮汹涌地从
母亲手里拿过小锄头，走
进菜地里，使劲儿挖起荠
菜来。在这春风荡漾的乡
野土地间，我负责挖，母
亲负责捡。春风拂过，香
甜的青草味混合着清新
的泥土味扑面而来，我们
一会儿就收获了一大篮
荠菜。我们边走边笑提着
这满满一篮翠绿回家，快
活得像把整个春天提回
了家。

荠菜采摘回来了，怎么吃，母亲
也有讲究。“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
外之美。”苏轼当年用荠菜和米煮成
粥，名曰“东坡羹”。这样的粥母亲也
会做，但因我们不爱吃，母亲便不
做。“小著盐醯助滋味，微加姜桂发
精神。”陆游的烹饪法虽妙，凉拌荠
菜也很美味，但终究是比不上我们
最爱吃的荠菜猪肉饺子味美。之前，
因生活条件所限猪肉荠菜饺子难以
实现，母亲一般都会用鸡蛋代替猪
肉，味道不比猪肉饺子差多少。后来
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猪肉荠菜
饺子也实现了自由，大家想吃多少
母亲就包多少。她先把荠菜择好洗
净，放到热水里焯一下，再捞出沥干
剁碎，加入剁碎的新鲜猪肉、葱花、
香油、盐，搅拌均匀，包成一个个小
月牙儿。放入锅内煮二十分钟左右，
月牙儿饺子煮熟出锅。一股馥郁的
清香扑鼻而来，我像小孩一样迫不
及待地夹起一个，咬了一口，顿时荠
菜的清香、猪肉的鲜香融成一种独
特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口腔，如同整
个春天的清新与生机都在口腔中弥
漫开来。儿子和先生也喜欢这个味
道，大家放开肚皮，大快朵颐，一个
又一个，一锅饺子，一会儿就见了
底。母亲看着吃得热闹的我们，在一
旁心满意足地笑了。

迟子建说：“啃过春后，嘴里就
会荡漾着一股清香的气味，恰似春
天草木复苏的气息。”这个春天，挖
一篮荠菜回家，复苏的不仅是味蕾，
还有心灵。春天如此短暂，我们彼此
珍惜这样的相逢。愿红尘中的你我，
都能不负春光。
（吴艳红，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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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槎桥镇青山村，是邵东市屈
指可数的国家级文明村之一。

4月7日，我们出席在邵东市召
开的邵阳市作家协会第二届年会后，
参观了音乐大师贺绿汀的故居。随
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青山村这个
山清水秀的全国文明乡村参观。

村子不大，却非常俊美！全村占
地面积为 1.5 平方公里，总人口
1026 人，13 个村民小组。村中居民
的房前屋后，姹紫嫣红。田间地头，
花草芳香扑鼻而来。

我在想：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山村，又是如何成为全国文明
村的呢？我认真地翻阅着该村的简
介资料。

党的领导是建成文明村的绝对
保障！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口只有
千余人的自然小村，竟有 120 余名
中共党员和 8 个中共党支部委员
会。这些硬件，自然而然地使该村成
为邵东市第一个成立党委的村。村
民们在村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于创下了名
扬邵东，乃至邵阳市、湖南省的全国
文明村。

纵观青山村，弹丸之地竟建起
了12家企业，其中规模企业3家，总
产值达到了一个多亿元，年向国家
上交税金就达 400 多万元，而且解

决了 800 多人的就业问题。仔细想
想，全村只 1026 人，除了高龄老人
和少年儿童外，基本上每个人都有
工作，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山
村哦！

此外，青山村党委和村委一班
人带领全体村民经过8年的艰苦奋
斗，筹资了110万元，建起了村部办
公楼、篮球场、健身馆、乡村舞台、医
疗卫生室和党建文化广场；并投入
600 多万元，搬迁和新建了青山学
校……

看完了村容村貌，青山村党委
书记郭海同领着我们走进了村企业
代表之一——威世达五金工具有限
公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活动扳
手生产线。就是这些活动扳手、钳
子、汽车配件、线路器材等五金产品
的生产，筑牢了该村的物质基础。

当天，市作家协会还为青山村
授牌“邵阳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基
地”。我明白市作家协会的良苦用
心：选择这样一个优秀的山村作为
创作基地，就好像是把宝库的钥匙
发给大家，让大家在这里寻找自己
的写作素材，书写出千古流传的美
文诗篇！

美哉，青山村！
壮哉，青山村！

（赵大明，双清区作家协会主席）

品读青山村
赵大明

《邵阳日报》1984 年 5 月 1 日试
刊，同年10月1日正式出刊。我在《邵
阳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登在
试刊号第 2 期上的一篇新闻稿《新邵
陈家坊乡：发展带头致富的农民入
党》。看着这600 余字的“豆腐块”，思
绪又回到了多年前……

1987年，当时国家大力发展种、养
等各种专业户。我们大队一农民承包
了一座水库养鱼。中秋节这天，该专业
户放干水库的水准备捞鱼时，大队的
100余名社员将鱼都哄抢走了，该专业
户只好将此事上报到陈家坊人民公
社。新邵县公安局得到报案后，派员会
同陈家坊人民公社司法部门组成专案
组，到我们大队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调
查，终于破获了这一哄抢事件。从这参
与哄抢的100余名社员中，县公安局抓
去了 7 名首要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
15天拘留。同时，县公安局还向全县发
布了布告。

当时，我将这一新闻事件写成
《新邵县严肃处理了一起疯抢专业户
鲜鱼事件》寄给了《邵阳日报》。3 天
后，《邵阳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
了我的这一消息。15 天后，被拘留的
一青年从县公安局释放回家。一天下
午他碰到我二哥，冲着我哥劈头就
说：“你弟弟不但害了我拘留，还败坏
了我的名声，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并
扬言道：“你弟弟如果夜晚出去看电
影，我要找人揍你弟弟一顿！”我当时
听到二哥捎来的话，既气愤，又胆怯。
心想，布告上面的名单又不是我写
的，我只写了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而
已，报道内容并没有指名道姓，怎么
是我坏了他的名声呢？为了维护自己

的正当权利，次日，我专程来到了邵
阳日报社（那时社址在市红旗路大信
街的一栋木板楼房的二楼）群工部，
肖士尧主任热情接待了我。当我说明
了来意后，肖主任怒火冲天：“岂有之
理！”然后又接着说：“小石，你不要
怕！他如果打了你，由我们报社为你
申冤！”临走时，肖主任紧紧握住我的
手说：“小石，你放心，我们马上联系
督办这件事。你回家后继续写稿，多
向报社来稿，多写好新闻，多为人民
鼓与呼。”肖主任亲切的话语，使我感
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号称要打我
的那个人和其哥哥（在某公社当干
部），来到了我家赔礼道歉。

那时，报社副总编肖祥海、编辑
部主任李定明常给我来信，鼓励我多
深入农村一线采访“挖活鱼”，并多向

《邵阳日报》写稿。按现在的话说，就
是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于是，
我一有空闲时间就骑自行车到乡村
采访，收集到好的题材后，晚上“爬格
子”，第二天上午就到镇上的邮局将
稿子寄往报社。如果稿子多，我就乘
车到邵阳日报社送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报社大
楼建在城西樟树垅。我已记不清曾多
少次走进报社院子。有一次，我吃过
早饭从新邵陈家坊乘车来到报社。敲
开政法部的门，时间已快到 11 点半
了，肖青华老师还在伏案编稿。我将
方格稿纸誊写的8篇新闻稿递给肖老
师。她接过稿子看后便说：“你这些稿
子写得不错，很符合当前形势和报纸
特点。你们农村通讯员写稿不易，我
晚点下班把你这些稿子编了。”肖老
师边编稿，还边指导我写稿如何把握

政治导向，如何写出有深度的稿子，
如何写出稿子的现场感等新闻写作
知识，她热心的指教使我受益匪浅。
肖老师编完稿，填好了发稿签……接
着又说：“今天中午到我家去吃饭。”
我婉言谢绝了。我临走时，肖老师亲
切地说：“你回家等消息吧！今后多写
这样的好稿子来，路上多注意安全。”
肖老师对农村通讯员无微不至的关
心，我心底里感激不尽。几天后，我的
那8篇稿子陆续见诸报端。

那些年，《邵阳日报》不仅刊发了
我写的新闻稿，还刊发了我的言论和
文学作品。这块文化沃土深厚、宁静、
纯洁，让我可以沉下心来吸取营养，
静下心来反刍作文。40年来，我在《邵
阳日报》共发表新闻、言论、图片新闻
和文学作品 1600 余篇（幅）。其中，我
采写的长篇通讯《文明春风拂山村》
刊发在 1996 年 12 月 31 日的《邵阳日
报》头版头条，消息《陈家坊镇千余

“驻外大使”捕捉致富信息》一稿登在
1999 年 7 月 27 日的《邵阳日报》头版
头条，这些稿子还获得了《邵阳日报》
的“好新闻奖”。连续10年，我被《邵阳
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此外，我还获
得了新邵县“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无论工作多忙，事情再多，《邵阳
日报》我期期必看。现在邵阳日报社
已迁居到邵阳大道新址，变化的是报
社地址和建筑物外观，不变的是《邵
阳日报》追求精品力作的初心。

（石颂军，新邵县作协会员）

不变的是初心
石颂军

夜里，月光迈着小脚丫在云彩里
轻盈漫步。几丝微风拂过，窗前的风
铃，叮咚作响，如刀锋割破房间的寂
静。藏在风铃里的故事，就这样猝不
及防地跳了出来。

风铃是曾经的学生送的，她叫阿
桃（化名）。刚认识她时，她正读六年
级。她目光躲闪，神情显得有点呆滞，
头发凌乱，穿得也很破旧。班主任告
诉我，她是孤儿，成绩很差，考试从来
没上过 20 分……我听了，皱了皱眉，
心里感到一阵钝痛。

上数学课了，她安安静静坐着。
我微笑着看着她，请她回答最简单的
问题。她低着头，嘴里支支吾吾的，听
不清说啥。教室里传出一阵嬉笑声。
我用目光扫视其他学生，教室里立刻
安静下来。

放学了，我清理出一堆八九成新
的衣服，又买了两件新的，带了50块钱
（那时我的月工资200元）寻访到她家。
她正坐在灶边烧火，锅里的汤噗噗欢
笑着。我和她并排坐在矮凳上。她惊喜
又害羞，不停地摩挲自己的手。我拿过

她手中的铁夹，往灶膛里添了一块硬
柴，顺便把当天上课的要点讲了一遍，
又考了她几个最基础的题，她竟然做
对了两道。我激动地表扬了她，并约
定，以后每天给她单独辅导。我们拉了
勾，一根白嫩的手指和一根黑瘦的手
指紧紧缠绕在一起。她笑得很纯，像一
朵田野里的野菊花。

此后，她成了我办公室里的常
客。在这里，我给她讲解，给她纠错，
给她辅导。从最基础的列竖式计算加
减乘除，到混合运算顺序，解方程的
步骤和方法，几何图形的周长、面积、
体积计算，应用题的结构，数量关系
的分析……每天解决一个小小的知
识点，做最基础的练习。后来又设置
了层次性作业，趣味性作业，针对性
作业。辅导的过程，真像是牵着蜗牛
散步，不能急躁。她的闪光点就像黑
夜里的萤火虫，光虽微弱，却总是意
外出现。慢慢的，她上课也能回答出
一些简单的问题，得到表扬的她脸上
漾起一抹害羞的红云，同学们对她也
投去诧异的目光。为了完成天气统计

表，她会留心每天的天气情况，并坚
持在日记上记录。为了一个手工制
作，她到处寻找五花八门的制作材
料。她的作品有模有样，在手工制作
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或许是勤能补
拙，或许是熟能生巧，她动手能力比
同龄人强太多。

比赛夺冠对她刺激很大，她渐渐
变得开朗自信。上课举手答问的次数
越来越多，遇到不懂的问题还主动问
我，要彻底弄明白才肯罢休，甚至还学
会了举一反三，学会了触类旁通。她的
考试成绩直线上升，50分、60分、80分
……毕业考试时，她成了A类学生。再
后来，她考上了好的大学，有了好的工
作，成了都市丽人。有次假期她来看
我，送了我一个风铃，她自己精心制作
的，造型别致，声音清亮。每次听到风
铃声，我就想到我和她的故事。

学校里很多潜能生，距离自由绽
放只差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一个认可、一句鼓励。教育不是灌溉
而是唤醒。让我们去唤醒沉睡的心
灵，像春雨召唤种子；去打开那扇封
闭的心窗，让阳光照进裂缝。

轻轻唤醒沉睡的心灵
李云娥

◆故土珍藏

◆六岭杂谈

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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