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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季节，山林间都有一场又一场花
的盛宴。而在这繁花茂林当中，当然少不了
为花草痴迷的“园艺师”。

第一位园艺师，是我们山中学校的老校
长。他一生勤恳、扎实，学校被他装扮得如同一
个大花园。校园里，春开山茶、玉兰，夏有蜀葵、
栀子，秋绽菊花、桂花，冬天一树红梅傲立严寒
中，美得坚韧又具风骨。老校长酷爱园艺，只要
没有他的课，他就捣弄花草。要么为花锄草，要
么给树杀虫。那些花草在他的精心呵护下，长
势繁茂，姿态优雅。他还在学校种了斑竹，清瘦
的竹子充盈着诗情画意。当山风一吹，竹林间
发出阵阵沙沙之声。他又在花盆里培育了君子
兰，还把山中的野萱草、野杜鹃、檵木花、鸡冠
花统统移植到学校里。老校长为花忙碌，也为
花沉醉，有一种深深的情怀。

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的领导，无不赞
叹这座学校环境的优美和精致。当我们漫
步在校园中，那灿然的花草，常常能让我们
忘却凡尘的嘈杂、俗世的纷扰。我和另一位
女老师也受到感染，在宿舍里养起了一盆
又一盆的花。满屋的花草陪伴我们吃饭、睡
觉、读书、备课阅卷，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第二位园艺师，是一位住在山村马路
边的青年。这位青年在道路两边的空地上

种满了花草，为这条朴实的路增添了无尽
的浪漫和梦幻。他在路旁种的蓝色、粉色的
绣球花，每每把我迷得神魂颠倒。那时，我
送女儿去附近幼儿园读书，都要经过这条
路。送完女儿后，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徘徊在
这大朵大朵的绣球当中。清晨的绣球，清亮
又俏丽，上面沾满大颗大颗的露珠。一天，
那青年看出了我对绣球的喜爱，拿着一把
剪刀走过来，温和地对我说：“好像你特别
喜欢绣球花，我给你剪两枝吧？”听到这样
善解人意的话，我开心得不得了。于是每年
夏天，绣球花一开，这位青年都会剪几枝送
给我。当莹亮的绣球花插在我书案上的瓶
里时，清风、蝉鸣、艳阳，正开始在山林间的
每一处铺展。

他还种了很多紫薇花。他用自己的技艺
和创造力，把紫薇柔韧的枝干编成了一个个
大花瓶。那一排排整齐又好看的紫薇花瓶，
让我们惊叹不已。这些紫薇花多为粉红色，
常常和湛蓝的天空、饱满的白云相衬，美得
浓烈，也美得素淡。这位年轻的园艺师还培
育了许多横斜逸出的盆景，山茶盆景、松柏
盆景、杜鹃盆景等等，都很受欢迎。

第三位园艺师是一位学生家长，他在
山中田地上种满了花草。一丘田种山茶，一

丘种玫瑰，一丘种红豆杉，还有一丘种上了
大气的白玉兰。他种满花草的园艺田，就分
布在我们学校附近。田中鲜花怒放不止，壮
观又热闹。那丘玉兰花，十分夺目，如一群群
飞舞的白鸽，在光洁的枝丫间鸣唱。而那一
丘丘雨后的山茶花，显得娇艳欲滴。在接触
中，我发现这位家长性格中有一种草木的无
争。他不太爱说话，经常埋头苦干，他的心中
似乎也长着茂盛的花草。他的身影总在这一
丘又一丘的花田里若隐若现，不曾停歇。

学校不远处，有一座小寺庙。不知是哪
位园艺师在寺庙周围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卉，花草间总飞满了五彩的蝴蝶。旁边，还
有一条溪水在潺潺流淌。这样古朴的地方，
美得如一幅画。

山中，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凌霄花。凌
霄花的藤蔓借着屋檐、围墙、篱笆，攀援得
到处都是。其中一户人家的庭院中生长着
一棵很大的凌霄花，花枝把二楼整个阳台
占满，花朵垂下来宛如一条惊艳的瀑布。山
里人似乎都是园艺师。

我想，这些山中园艺师都在造梦，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梦，造一个属于整座山村的梦。
（陈诗悠，新宁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精神家园

山中园艺师
陈诗悠

1985年，我从部队归来
后，被安置到市委组织部。

上班第一天，我到母
校邵阳县二中采写了关于
吕敬平老师的事迹经验通
讯。稍后，便将打印稿投
到了当时社址还在大兴街
的《邵阳日报》编辑部。关
于这篇稿件，还发生了一
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在
处理这事的过程中，我结
识了政教部的肖士尧老
师。后来，他带着我采写
了关于邵阳合成洗涤剂总
厂党委事迹经验的文章

《一班弄潮人》等一批有影
响力的稿件。肖士尧老师
教导有方，把我这棵“歪脖
子树”培育成材后，就让我

“单飞”了。之后，我采写
了一百余篇文稿，还连续
两年被评为《邵阳日报》优
秀通讯员。

吾妻刘冬英曾是湘中
制药厂幼儿园园长，也是

《邵阳日报》“家庭”专栏的
通讯员。责编肖青华，编
发了刘冬英的《让心血融
入理想的闪光点》《独生子

女教育之管见》等多篇教
育文章。刘冬英发表的几
篇文章，被市教育部门再
三表彰。我的孩子黄红禹
与黄彧言合写的《在学习
中讲“学习”》《共产党人的
义利观》等习作，也在《邵
阳日报》发表，这给他们以
后走上工作岗位带来极大
帮助。

后来，为了给孙子寻
找一位作文指导老师，我
向报社刘振华编辑求助。
他向我推荐了隆回作家楚
木湘魂。孙子黄一敉的

《张家界游记》和《琴趣》两
篇习作，就是在楚木湘魂
指导下完成的。后在“校
园风铃”编辑老师的精心
指导下，黄一敉的习作见
报 35 篇。他学业成绩特
优，品德也好，曾被授予

“市三好学生”“市优秀少
先队员”“市文明小市民”
荣誉称号。他的《骑乐无
穷》《中国梦·我的梦》《看
展的收获》，还分别获了
奖。如今，孙子黄一敉就
读于某211重点大学。

难解之缘
黄定聪

在山坡上
父亲告诉我要努力站直
我听得很认真
也听得很清楚
我不仅听清楚了父亲的话
还听到了山涧里清泉流过岩石的声音
听到了风穿过森林的回响
无数道阳光
穿过细密的树叶
打在我的身上
于是我努力站直
在一棵高大的杉树旁

其实不必等到冬天的雪盖住林间的大地
树叶就已飘落
底下是终日不见阳光的黑土
中间是即将腐烂的松针
上面覆盖了一层枯黄的阔叶
除了落叶间的蚂蚁
再无人感觉到天上的雨滴

我摸着自己瘦削的下巴和苍老的胡须
仍然想努力站直
如同一棵耸入云间的杉树

（贺璟，任职于绥宁县医疗保障局）

■湘西南诗会

在山坡上
贺璟

村头
那片错落有致、金灿灿的水稻
是父亲构思许久
辛勤耕耘出来的作品

收割机称，这是上乘的佳作
风车说，这是动人的诗篇

这部《丰收》
现已脱稿
正待出版
（石颂军，新邵县作协会员）

父亲的作品
石颂军

应朋友之邀，我来了一
场说走就走的南疆旅行。我
往背包里塞几件换洗衣服，
就独自出发了。一路坐高铁
转磁悬浮再坐飞机，8月7日
中午从邵阳出发，当天晚上
7 时 30 分到达新疆库尔勒
市。接机的朋友见面就说，
我给库尔勒带来了一场甘
露。原来，当地下了一场几
个月也难得一遇的酣畅淋漓
的雨。

南疆跟内地有约两小
时的时差，所以天黑得格外

“晚”，一直到晚上 9 时 30
分，才日薄西山。休息了将
近两个小时，为了体验很久
没坐过的绿皮火车，我搭上
了开往图木舒克市的K9777
次列车。

图木舒克是个兵团城
市，离南疆重镇喀什不远。
和在这工作的朋友见面叙
旧后，应我的请求，朋友安
排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开车，
送我去团场下面的连队转
转。我想去看看棉花地。
小伙车技不错，开得又快又
稳。在路边一个没有招牌
的小店旁停下时，他问了我
一句什么，也许因为语速太
快的原因，我没听懂，他已
经下车走向了店里。很快，
小伙出来了，手上拿着两瓶
冰红茶，上车后热情地递给
我一瓶。我们来到一个叫
九连的地方，这里种植的棉
花、玉米等农作物，一片基
本都上千亩。8月上旬的棉
花，还含苞待放。一眼望
去，绿野千里。

9日下午3时许，我与朋
友话别后，决定独自背着背
包在这个城市徒步，走累时
再搭公交车去火车站。晚
上 7 时多的火车，时间还很
宽裕。

图木舒克下午的太阳，
特别毒辣。在主城区走时，

尚有高大的柳树等遮阴。而
走到属于县道的小海子西
街时，行路的人完全暴露在
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下午4
时多，当我汗流浃背在人行
道上负重踽踽独行时，旁边
的非机动车道上，一辆三轮
摩托车突然停在我面前。
戴着白色头盔的骑手向我
招手，口里说着什么。我停
下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
位维吾尔族大叔。从大叔
的手势和微笑中，我读到了
善意，马上疾步走过去。大
叔没有要我坐后面车厢，而
是热情地用左手拍拍驾驶
座，邀请我和他挤着坐前
面。摩托车往前疾驰，阵阵
暖风袭来，让我心潮澎湃。
我右手勾住大叔的右肩，左
手伸向空中，一声长啸脱口
而出。陌生城市里，一个多
小时烈日下徒步的疲惫，瞬
间被这份民族兄弟的助人
情谊所驱散。

一路上，我的话大叔基
本听得懂，知道我要去火车
站。他那很不标准的普通
话，我侧耳倾听，也没能完全
听懂。在淳朴的大叔心里，
我是什么人，他是否认识我，
这些都不重要。他只是帮助
一个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我送到
火车站后，大叔坚决拒绝了
我送给他的一包湖南香烟。
他轻轻一挥手，又是一脸微
笑，调转车头绝尘而去。

东归的列车徐徐驶出站
台，车厢里，男女老少，大多
是维吾尔族人，大家有说有
笑。第一次到新疆，我没去
看五彩斑斓的丹霞地貌峡
谷，也没去看民族风情浓郁
的街区村落，算不上真正意
义上的旅游。但短短几十个
小时里，素昧平生的维吾尔
族同胞友善的笑脸，深深地
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旅人手记

南疆印象
田 泉

十年前，在乡下中学，我接手142
班时，遇到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班
风不正。

怎么办？我想了很多办法，试图
“扶正祛邪”，但收效甚微。我一度陷入
茫然失策、手足无措的境地。

一日，到镇上邮政储蓄银行办事，
在人来人往的营业大厅，望着“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几个绿色大字，我若有所
思，突然脑子灵光一闪：钱可以储蓄，
爱心为什么不可以储蓄？可不可以在
班上设立一个“爱心储蓄银行”，通过
储存爱心来弘扬正能量，以此树立良
好的班风班纪？

冲动不如心动，心动不如行动。回
到学校，我说干就干，立即着手筹办“142
班爱心储蓄银行”。平时表现好的学生，
如上课积极举手发言、作业完成得好、考
试有进步的同学，会发贴纸奖励。集齐了
规定的贴纸，即可兑换爱心分值。

经过认真研究，充分讨论，十天
后，一本本红彤彤、印制简洁而不失精
美的实名制“爱心存折”就发到了每个
学生手中。

“爱心存折”如风，吹皱一池春水。
一“折”激起千层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围绕“爱心存折”，“比、学、赶、超”的学
习氛围迅速在全班同学中形成，“先进
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同学小A，此前
是“人见人厌”。“爱心存折”活动开展
以来，他通过做好事、行正事，积极参
加班团活动，存折“爱心分”蹭蹭上升，

一跃成为班上的爱心储蓄大户。
“爱心存折”如歌，引起一堂共鸣。

一本存折一支歌，你来唱呀我来和。爱
心“小积分”，带来班级“大文明”。一本

“小存折”，点燃了同学们的主人翁意
识，为班级治理与服务注入了新活力。
同学小B，自领取“爱心存折”以后，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不光自己挣积分，
还发动身边几个好友成立积分帮扶小
组，大家一起挣积分。很快，挣“爱心积
分”，上“爱心存折”，成为全班同学的
日常共识和情感共鸣。

“爱心存折”如旗，招来一腔热血。
一本存折一面旗，旌旗招展应者云。

“爱心存折”的设立，就好像在班级树
起了定向、凝心、聚力、铸魂的大旗。班
容班貌、班风班纪都跟旗而动，随旗起
舞。同学小C，人小鬼大，颇为顽劣，但
在“爱心存折”的吸引和感召下，他脱
胎换骨，性情大变。他在“爱心存折”中
的爱心积分达到1000分时，郑重地向
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说：“希
望自己的爱心积分达到2000分时，能
够如愿以偿，加入团组织！”

一本“爱心存折”，改变了一个班级
和一群人的命运。一年后，142班如期毕
业，并被评为全县初级中学优秀班集体。

前不久，在142班毕业十周年聚会
上，大家说起“爱心存折”的故事，滔滔
不绝。有同学在朋友圈晒出精心保存
了十年的“爱心存折”，并写了一句话：

“人生的第一本存折！”点赞者如云。

“爱心存折”
彭真平

余晖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