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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市委
宣传部工作后，就和《邵阳日报》结
下了不解之缘。我经常同报社的领
导研究，怎样办好这张报纸和把报
社大院建设好。2001 年退休以后，

《邵阳日报》成了我的精神乐园。她
每天清晨给我送来“营养早餐”，那
里有取之不尽的科学文化艺术养
料。近几年来，《邵阳日报》又成了
我书写身边的人和事的“文化养
老”阵地，我相继在上面刊发文稿
60余篇。

记忆犹新的事最易上笔墨。《乐
采松毛菌》，写我到莲荷村采松树菌
的故事。这自然让我联想到，儿时在
家乡的松树林里采摘各种菌子的乐
事。《我家那头大水牛》，写的是“我
牵着它吃草，它伴我读书”的小牛。
小牛长成大水牛，家里耕田种地全
靠它。我走进军营后，还经常想起那
头大水牛。《宝庆府古城墙》一文，写
我带亲朋好友到古城墙下游览。孙
女齐子从美国学成归来，我首先带
她到古城墙上了一堂课，这便有了

《孙女归来第一课》一文。
我爱写自己的亲人。《父亲的肩

膀》，写父亲伍仁风靠铁肩养活了一
家老小。《忆母亲》，写慈祥勤劳的母
亲任青秀，总是“半夜喊天亮”，养大
我兄妹四人，又把孙辈们送进了中
学和大学。《老伴是军嫂》，写我的已
故老伴夏月娥。她送我上了福建前
线，一等就是五年；此后我们“十年

牛郎织女”，她抚育儿女奉养老人无
悔无怨；此后十年，她作为家属随
军，为军队建设献出了青春年华。

我爱写宝庆的“大人物”。《魏源
精神在邵阳》，写了我参与组织的魏
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和影响。

《一幅传承蔡锷精神的国画》一文，
我从刘检清先生送我的一幅画《蔡
锷故居》开始，写到我参与组织的蔡
锷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蔡锷精神
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爱写退役军人。《古城邵阳解
放的日子》，讲我的老上级邹辉从东
北打到广西的故事。1949年10月10
日，他随解放部队隆重地进入了古
城邵阳。《榜样的力量》，写的是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廖连清。他从福建
前线某部转业到市老干局，坚持学
雷锋做好事六十年，是“全省优秀转
业军人”和“湖南好人”。

我爱写先进模范人物。《三访全
国劳模游长春》，写的是种粮大户游
长春。他种了千余亩水稻，自建一条
自动生产线，每年加工的“粮大伯”
品牌大米达百万斤。《欧阳恩成的教
育情怀》，写的是党的十五大代表、
隆回七江镇中心学校教师欧阳恩
成。他 14 岁从事教育，退休后还在
继续教育下一代。他倡导创建了全
国农村第一个少儿活动中心——建
华少儿活动中心，建起了百家育才
书屋，在全村1300多户挂起了家训
楹联，整理编写了《十里山童谣》《十

里山家训》等书籍，先后获全国先进
工作者、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几十
项荣誉称号。

我爱写关心下一代的“五老”人
物。《赓续红色血脉的“红色阵地”》，
写的是自驾跑遍全市红色教育基地
搜集资料，编写出《红色阵地》一书
的市关工委主任李晓红。《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写的是做关心下一
代工作三十年的市关工委秘书长郑
文甫。《这个隔代家庭教育好》，写的
是城步老县长陈庭宪等老领导，重
走长征路，编辑了《红军在城步》印
发给全县的学校和学生家长，深受
苗乡人民的喜爱。

我爱写为文化艺术作出突出贡
献的典型人物。《读刘目卿〈搏击人
生九十载〉有感》《定格瞬间之美
——杨民贵摄影作品赏析》《“书”

“文”合璧，相得益彰——〈曾彩初书
曾国藩楹联诗词作品集〉赏析》《天
道酬勤——记当代中国著名书画家
魏恒斌》《呕心沥血育英才——记陈
西川老师》《邹宗德的楹联情结》《王
师傅和他的“三勤堂”》《陈石山的文
化情缘》等等，都是写的我市民众印
象深刻的文化艺术人物。

我爱写美丽乡村。《走进才子
村》《向家村游记》《游上堡古国》《顺
风顺水万重山》等，都是从我笔尖上
流出的美丽乡村的文章。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邵阳日报》，我的“文化养老”阵地
伍想德

弹指间，我从事教育行业已经二
十多年。且不谈这其中的酸甜苦辣，
每每看见孩子们一张张洋溢着笑容
的脸，我总感觉身心愉悦。同时，我也
深刻认识到我肩负的育人使命，并为
之不断奋斗。

依稀记得，怀揣着教育理想的我
初次站在讲台，和孩子们对视的场
景。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

“骨感”。
班上有个习惯恃强凌弱的少年，

不少孩子对他都敬而远之。他欺负人
的逻辑是：我比他强壮，他就该被我
欺负！初出茅庐的我也是想尽了办
法，包括言语教导、行为感化等等，这
个孩子却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在
看到一个被他欺负的小女孩默默哭
泣时，他主动来找到我：“老师，我真
的错了吗？”听到后，我赶忙和风细雨
地跟他说：“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
候，贵在可以及时发现并且改正。既
然你已经让同学难过了，那我们以后
就不能这样子，去给他们道歉吧。”此
后，他成了班里最乐于助人、最团结
同学的孩子。处于初中阶段的孩子，
心智往往不够成熟，身为教育者的我
们要积极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轨道。
过往的教育生涯，我也始终认真贯彻
着这一点，力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养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教育生涯前几年，由于授课经
验的不足，班级里一些孩子的成绩不
理想。起初，我只是苦口婆心
地和他们说好好学习的重要
性，却忽略了每个孩子的具
体情况。之后，我制订了一个
帮扶计划，由一位成绩好的

同学帮扶一位成绩不那么好的同学。
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之前成绩不理想
的孩子，成绩都有了提升。为了让孩
子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我还设置了

“进步鼓励奖”和“优秀表彰奖”，让每
一个孩子都有追求的目标，班级内的
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班上还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由于家庭的特殊性，孩子在学校经常
遭受同学非议。孩子的妈妈天天沉迷
打牌，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毫不过问。
一年冬天的一天，气温很低，那个孩
子只穿了一件毛衣来上课！了解情况
后，我先带着孩子去买了几件合身的
衣服，当晚便到孩子家家访。可她母
亲的回答是：“我把孩子送到你们学
校，就应该由你们替我管教她，至于
其他的我不关心。”听到这些，我开始
给家长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
但是这位家长始终坚持认为，孩子应
该由老师来管。后来我把我和孩子聊
天的录音给家长听，直到听到孩子哭
泣着说的那句——“我希望妈妈可以
对我好一点，我已经没有爸爸了”，这
位固执的家长终于哽咽了。此后，我
定期和这位家长联系，终于改变了她
对孩子的教育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心下一代
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朝阳事
业。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更应当身
先士卒，为之不懈奋斗。

（彭露，任职于隆回县紫阳中学）

勇 担 育 人 使 命
彭 露

碧淡，清淡，没有味。此俚语是
说，我在前面叫卖我自制的米酒，你
在后面说清淡无味，我的酒还卖得出
去吗？常用来指一家人或一个团体的
人，部分人满腔热情地从事对家人或
团体有益的某项工作或事业，而另一
部分人不仅不支持、不鼓励，还在后
面泼冷水、拖后腿，做出对这项工作
进展不利的事情。如果家庭、团体内
部不团结，家庭是不会兴旺的，团体
的事业也是不会成功的。

“我与你是哪个同哪个呀？”

此俚语是说，我和你是自家人，
或关系亲密之人、或利益相同之人、
或志趣相投之人，彼此不用分得那么
清楚。

有人敲门，屋内问：“哪个？”来人
一般不是自家人，因自家人有钥匙不
用敲门。或根据来人脚步声或说话声
知道是自家人，不用问是“哪个”。如
果有不认识的人和你说事，特别是套
近乎，你一定会先问：“你是哪个？”接

到不熟识的电话号码拨来的电话，如
果你对对方的声音不熟，你一定先
问：“你是哪个？”我和你在一起或打
交道，不需要问“哪个”，就表明你我
是一家人或关系密切之人。

“戏又唱得丑，人又吃呱亏”

呱，武冈方言里读guà，助词，相
当于“了”。此俚语是说，戏没唱出水
平，没有得到观众好评，自然票房收
益也不高，但唱戏的人受累的份却有
增无减。常用来比喻某人为办某事务
付出艰辛努力，却因为其他原因没有
收到应有的效果。

“虾弓沿边”

虾，因其背部总是呈弓形，所以
武冈地区形象地称它为“虾弓”。武冈
本地的虾弓主要是河虾，个儿小，主
要以微生物、腐殖质为生。河流中心
因水流急，微生物少，腐殖质则几乎
没有，所以河虾主要生活在河床边
沿。沿着河边儿生活是河虾的习惯。

如果捞回少量河虾倒入盛有水的盆
子里，这些虾就会挨着边儿排列成圈
儿。此俚语常用来指，人们对共同关
心的事务进行围观。

本俚语使用的是借喻的修辞手
法，把“围观”的人们比喻成“沿边”
的虾弓，非常形象。以前，生活水平
低下，农村孩子们可吃的零食相当
有限。所以，谁家孩子有好吃的东
西，左邻右舍的孩子闻讯都会赶来
围观：一是猎奇看热闹，二是想“分
杯羹”。当零食比较多而且可分时，
一般主人家的大人们都会分些给围
观的孩子尝尝。人们常把这种情况
戏称为“虾弓沿边”。这种现象，大人
们中也有。如果谁家杀猪，邻居们也
会围观：一是看看是否需要帮忙；二
是看看是否可以分或买一些肥肉煎
油炒菜用；三是本地习俗，谁家杀猪
后都要将猪血加少量肉煮成汤给在
场的人一人一碗，或给没来的邻居
送上一碗尝尝。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我在前面卖烧酒，你在后面喊碧淡”（外三则）
许文华

“六一”儿童节刚过去，我想起了
一些儿童画的充满童心童趣的漫画。

1982 年，在全国少年儿童美术
作品展览中，有一幅参展的漫画《我
的一家人》，作者是当年只有九岁的
小女孩和悦。她在画中画了一头站立
着的牛，背上驮着一只兔、一只鸡和
一只小老鼠。画的左边写着：“妈妈属
牛，爸爸属兔，哥哥属鸡，我属老鼠，
妈妈在家里干的活最多了。”这幅漫
画将动物属相“人格化”，歌颂了任劳
任怨的“牛”妈妈，也似乎批评了加重

“牛”妈妈负担的“兔”爸爸、“鸡”哥哥
和“小老鼠”和悦自己。此作曾得到漫
画家华君武的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的漫画增刊《讽刺与
幽默》，曾开设了一个专版，专门刊发
儿童的漫画作品。在这里，我介绍一
下其中的两幅。

乌鸦喝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
悉。故事讲的是一只乌鸦口渴了，要
喝一个瓶子里的水。但水只有半瓶，
且瓶颈细长，它喝不着。聪明的乌鸦
心生一计，它衔来了一些小石子，一
颗一颗地放到瓶里。石子多了，瓶里
的水位上升，它终于喝到了水。根据
这个故事，一位小朋友却画出了新
意。他画的是两只乌鸦都要喝一个瓶
子里的水，但还是面临着水位低、瓶
颈细长的难题。这时，一只乌鸦仍沿
用老祖宗衔石子的老办法，另一只乌
鸦则衔着一根吸管伸向瓶里，喝到了
水。衔石子的乌鸦很惊讶，嘴里的石
子也掉落了下来，它似乎在说：“你有

这样的新办法，真了不起！”这幅漫画
的寓意应该是办事不能因循守旧，而
要与时俱进。

还有一幅漫画《宝宝要玩秋千》。
我想根据这幅漫画所展现的情节，讲
述这幅漫画中的故事。山中，有三只
猴子，分别是猴爸爸、猴妈妈和它们
的儿子。一天，儿子突然说要玩秋千。
可是猴爸爸和猴妈妈感到很无奈：

“这里没有秋千呀！”它们环顾四周，
山中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残留一个一
个树桩，于是对儿子说：“即便有东
西，也没有地方挂呀！”儿子很失望。
猴爸爸、猴妈妈出于对儿子浓浓的
爱，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它
俩一个伸出左“手”，一个伸出右

“手”，两只“手”连接在一起。接着，让
儿子用两只“手”，分别攀着爸爸妈妈
的“手”，这样就能让儿子荡来荡去
了。应该说，此作有两层寓意。一是猴
子们似乎在诘问：“你们人类为什么
要毁灭我们的家园？”二是猴子似乎
也通“人性”，猴爸爸和猴妈妈为了儿
子是多么尽心又尽力，真是“可怜天
下父母心”呀！

儿童们创作漫画，是一项益智活
动，对培养、增强他们的思维（包括形
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漫画创作，要求儿童们独立思考。但
同时“红花还须绿叶扶”，教师的指导
也是必不可少的。

希望“儿童漫画”这朵鲜花一直
绚丽绽放，芳香四溢！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充满童趣的“儿童漫画”
李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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