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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要闻

国庆节将近。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浮现
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唐国庆。

那时，他家住在国庆新村。他的父母亲都
是市雨衣厂的职工。我的父亲是市塑料厂的职
工。我家住市塑料厂的宿舍区。小学时，我和唐
国庆是同班同学，他的个头跟我差不多高。他
的眉毛很浓，弯弯的，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小
酒窝，很可爱。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熊
猫”。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班主任谭老师问同
学们自己名字的来历。当问到唐国庆时，他迅
速站起来，流利地答道：“我是国庆节出生的，
所以父亲给我取名叫‘国庆’。”他的回答，引来
同学们的一片笑声。我和唐国庆的关系很铁，
两人成绩不相上下。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喜

欢阅读课外书和打乒乓球。我们俩无话不说，
形影不离，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六年小学时光一晃而过，我跟唐国庆分
进了同一所初中，又被分到一个班。机缘巧合
的是，我们又同进了一所高中。高二分班时，
我在文科一班，他在文科二班。高考成绩出
炉，我比他的分数高出四十多分。填报志愿
时，我选择了本地一所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他
填了什么学校，我并不知情。巧得是，我俩又
同进了一所高校，我是正常录取的，而他是调
剂生。我俩进的系不同，我在中文系，他在新
闻传媒系。一个人能跟你从小学到大学都是
同学，是很罕见的。连我的父母亲，还有唐国
庆的父母亲、教过我们的一些老师、许多熟悉

我俩情况的人，都说我俩有缘分。
大学毕业之后，唐国庆选择去了外省一

家报社工作，我则选择了在本地就业，彼此之
间联系少了许多。直到去年国庆节前夕，我和
唐国庆才再一次有了交集。我俩多年未见面，
见面后很是兴奋，话也很多。我邀请他去我老
家玩，他欣然应允了。那天，金色的阳光普照
大地。看到文化园里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我
和唐国庆都感慨万千：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我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我和唐国庆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唐国庆
的生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日，更是祖国母
亲的生日。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我与“国庆”的情缘
魏亮

在山中教书生活的 7 年
间，吃过不少山珍美味，但最
令我难忘的，却是很不起眼的
鱼腥草。

山中的春日，雨量充沛，
云雾弥漫，让人有点透不过
气。但雨中的鱼腥草，一棵棵、
一丛丛，却在暗自疯长。长长
的根须，卖力地向大地深钻。
青碧的茎叶，欢畅地向上拔
节。而那愈加浓郁、刺鼻的幽
香，紧紧跟随雨水的流动，四
面飘散，迅速撕破了山中的沉
闷。这鱼腥草的清香，经过村
庄，荡过溪流，又抚过丛林，把
人们一一叫醒。这时，大家纷
纷扛起锄头去涧边、田埂、湿
沟挖鱼腥草。

那时，我刚来山里，啥也
不知道，只觉得山中的一切静
悄悄的：山中的人静悄悄，山
中的动物静悄悄，山中的植物
更加静悄悄。

春日一天的傍晚，父亲一
个山中的朋友，请我去吃饭。
那天桌上摆了许多“土货”，有
土鸡、腊肉、猪血丸子等等，但
是桌角旁那碟“凉拌鱼腥草”
却成了我的下饭菜。那鲜美刺
鼻的香气，清凉生津的滋味，
让我连吃了好几碗饭。

我边津津有味地嚼着鱼腥
草，边好奇地问叔叔：“这是什
么菜？”他惊讶地对我说道：“你
不认识吗？小时候咳嗽时，你妈
没给你煮水喝过？”我恍然大
悟，这竟然就是妈妈常用来给
我们止咳的草药呀，但母亲从
将它未拿来当菜吃过。叔叔又
说，现在大家都在抓紧时间挖
鲜嫩的鱼腥草吃，再过段时间，
鱼腥草老了，就不能做菜了。那
晚吃“凉拌鱼腥草”，吃得尽兴
非常，以至于在回去的路上，还
在回味当中。那时，我走在路
上，夜风静静地吹，鱼腥草的
香，在空气里四处荡漾。

第二天，我竟还在想着那
鲜香的鱼腥草，决定下班后去田
野、山林找找。那个午后，刚下过
一场雨，空气里湿湿的。我寻着
腥香的气味，一路走去，真的找
到了鱼腥草。我总是拔不出来，
只要使点蛮劲，就把茎叶拔断，
而且人还向后摔一跤，真有点狼
狈。但我没有锄头，又怎么把它

们弄出来？正在无助之时，两个
学生竟主动来帮我拔。他们告诉
我，刚长出来的鱼腥草扎土不
深，拔出来不难。看着他们熟练
的操作，我真是既感动又欣喜。

那个傍晚，在我房间，我
和两个孩子一起享用了我们
拔回的鱼腥草。这时，雨后晚
霞的光，洒进我的房间，照在
器物上，照在桌子上，照在两
个孩子的笑脸上，这一切是那
样灿烂而美丽。

此后，我好得意，觉得自
己也成了一个山里人，能巧妙
地把山中草木变成人间烟火。

又是一个下午，我在宿舍
里看书。一个住在学校附近的
学生，给我送来了一碗煎好的
糯米粑粑。金黄的粑粑上，还
参杂着切得细碎的绿叶片，显
得特别而美观，闻起来又很
香。我就问学生：“这粑粑里放
了什么叶子？”学生说：“里面
放了嫩鱼腥叶。”这刻，我又被
震撼到了。山里人家真会变着
花样吃鱼腥草啊！

之后，我丈夫也极为喜欢
把鲜嫩的鱼腥叶掺进糯米里，拿
到磨粉店打成粑粑。那粑粑煮熟
或煎炸后，软糯、沁香又凉润。于
是，每一年的春天，当鱼腥草开
始长出来的时候，丈夫总会带着
我和孩子们去山林搜寻。那时，
青绿的山林里，树木挨挨挤挤，
小鸟没完没了地歌唱。

立夏之后，鱼腥草从茎叶
间悄悄长出了白色的小花。这
时，鱼腥草的根就老透了，不
能当菜吃，只能做药了。那时
的根，药性极强，润肺止咳，效
果极佳。

一次，祖母夜里打电话给
我，让我给她挖一大袋鱼腥草
回去。我工作忙，也不太会挖，
于是就请了一个山中农人挖。
没想到，他一上午的功夫，就
挖了满满两麻袋。下班后，我
连忙坐上班车，把鱼腥草送往
祖母家。祖母看到这多么鱼腥
草，笑得嘴都合不拢。她连忙
叫醒在睡觉的祖父，两个人开
始手忙脚乱起来。等我周末回
到家，看见那些切好晒干的鱼
腥草已经被装进了陶罐中。

（陈诗悠，新宁人，湖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

鱼 腥 草
陈诗悠

记得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有的人，一
生都在治愈他的童年；而有的人，童年却
可以治愈他的一生。作为老师，注定了我
们要陪伴一批批孩子长大，再目送着他们
渐渐远去。

小帆一直乐观开朗，是个让人放心的
小男孩。听讲时，他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一直追随着老师。回答问题时，总能口吐莲
花，惊艳四座。可是上学期，他突然变了。变
得不爱笑，不爱说话，甚至课堂上都懒得发
言，对同学也不友好，上课还爱打盹。一天
晨读，刚到教室他就开始打瞌睡，琅琅的读
书声赶不走他的睡意。他那迷人的大眼睛
竟眯成了两条小黑线，小脑袋一晃一晃的，
有几次都磕到桌子上，抬起又低垂，像是中
了“魔法”。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叫

“小帆，小帆”。他终于被我吵醒了，摇摇晃
晃像个醉汉一样站起身来。同学们一阵哄
笑。他愤怒的目光里充满了敌意。

我把他叫出教室，耐着性子跟他交
流。可能是微风的作用，他清醒了许多。

“小帆，老师一直喜欢你、欣赏你，最想
听到你响亮的读书声，还想看到你阳光自
信的笑脸，现在全都没有了。你每一节课都
在打盹，还不听从班干部的教育，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呀？生病了吗？还是有什么不开心
的事？说出来，看看老师能不能帮你？”

小帆惭愧地低下了头，好一阵子才抬
起头来。他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泪水，然后
泪水像雨点一样滚落到地上。他抽泣着
说：“老师，我……我想爸爸妈妈了！”我疑
惑不解地问：“爸爸妈妈不是在家吗？”他
哽咽着说：“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了。妹妹

放在姨妈家。我在托管班，晚上就住那里。
熄灯后，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很想爸
爸妈妈。”听孩子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打了
个冷颤，心脏好像撕了个口子一样，泪水
也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赶紧把他揽入怀
中，亲切地说：“你看，还有老师呢。有我
在，你不会孤单的。有什么困难就来找老
师，我一定帮你解决。”孩子注视着我，终
于止住了眼泪。

随后，我打电话跟他的家长说了这件
事。家长很伤感也很无助，答应安顿好了
尽快回来陪伴孩子。就这样，我和孩子一
起在期盼……

这学期开学，我发现小帆见谁都乐呵
呵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藏也藏不住。我问
他是不是爸妈回来了？小帆开心地说：“是
的，我和妹妹每天晚上都和爸爸妈妈住在
一起。”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老师说话
算数吧，说到就一定做到！”小帆向我深深
地鞠躬，并说了一声“谢谢老师”。

我想，如果没有及早关注孩子，没有
及时干预，也许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那
么小帆很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当
然，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你真心
爱孩子，就会用一颗善良的心温暖每一颗
受伤的灵魂；用一支神奇的时光之笔，帮
助孩子们留住童年，留住美好。我愿意一
直这样走下去，让更多孩子的童年里亮着
一盏灯。

“落单”的小帆
靳艳妮

◆故土珍藏

◆岁月回眸

问溪云山（油画）
李俊 绘

潭溪之地，清秀绝伦。清异
秀出，名曰“清秀”。溪有深潭，
遂名潭溪，亦为爽溪，且为涟
水。依龙山之峻峨，得潭溪之灵
秀。山因水而雄峻，水因山而绮
丽，地因山水而钟灵，人因山水
而俊逸。

潭溪者，睿智诗化之壤也。
昔清李渔云：“山水者，天地之
才情。”潭溪山水，毓秀钟灵。奇
峰耸峙，秀水萦回。烟岚茵绿，
璀璨夺目，娇娆非凡。潭溪之

人，常溺于山水之间，读山悟水，感自然之变
幻。对视交谈，融会贯通。故自潭溪出者，智蕴
满怀，诗情洋溢。潭溪之水，性灵独具。豪放鲜
活，婉约静柔。嘉庆十五年，太学生石蔚甫，于
潭溪河畔，创“河边书屋”，乃湘中首塾。遥想
学子，读书之暇，徜徉溪畔。漫山碧透，层林尽
染。绿韵泉鸣，涤尘心之喧嚣。

潭溪者，浩气冲天之壤也。养浩然之气，
必有佳山。龙山为首，巍峨绵延。雄关蹲虎立
豹，潺流崩虹裂帛。狷山狖漫野，疑路白云缚
腰，寒瀑虎吼岩间。读潭溪之山，惊其壮美，感
其阳刚。亦得婉约秀丽之美，悟天人合一之
妙。潭溪之山，如汉之魂，原始无野，粗犷不
俗，深沉不怪。质朴无华，震人心魄。

潭溪者，创新希望之壤也。“万里风云供
吐纳，四时花草著精神。”潭溪有水，山显精
神，人亦润泽。厚土育忠，风尚义，多忠义之
士，具豪迈之气。潭溪之山，如典之册。少时事
薄，长时读厚。“横看成岭侧成峰”，予吾非独
清风明月、果实花香，亦有精神之娱悦。生命
百折不挠，多姿多态。恒现大美之意志，流淌

“神性”与智慧。
回眸千载，遥望百代。思潭溪之未来，必

繁花似锦。为达弘愿，天南地北之潭溪人，当
立志高远，自强不息。成新跨越，现新崛起。

清
秀
潭
溪

周
剑
锋

(上接1版）
2019年，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找到

李学军，提出为该公司搭建注塑机物联网平
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李学军算了算，要使
用注塑机物联网平台，需投入 10 万元采购
设备，加之对平台效果持怀疑态度，李学军
断然拒绝了。然而，李学军的儿子李绵新敏
锐地察觉到了智能制造发展的大趋势，极力
说服了父亲。

物联网平台启用后，五阳塑胶工厂的用
电有效比从 68%提升至 85%，一年可节省电
量100万千瓦时，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这一
次，对于新投入使用的厂区，李学军毫不犹豫
地决定：全部使用数字化生产。

通过数字赋能，企业的“血脉”里被注入
了更多“新基因”，也为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1月至8月，我
市数字经济产业链完成产值（收入）578.4亿
元，增速达 9.97%；同时新增荣博光电、中雪
电子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家，规模工业
企业4家。

让“数字邵阳”可触可感

人，始终是数字城市的中心。数字城市建
设，最终还是要通过“事”的数字化和“治”的
电子化，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管”的智能化和

“理”的移动化。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以前

曾是一些地方的‘通病’，也是很多企业群众
办事的真实困扰。”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隆珍
辉介绍，过去有些事项由于涉及多个部门且
数据未打通，审批的事项和权限各有不同，导
致企业群众办事时往往要跑多个窗口，耗时
费力。

立足于企业与群众的现实需求，我市加
速推进数字化集成改革，将多个部门相关联

的“单项事”整合为“一件事”，以数智化引领
提升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效能和服务水平，积
极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邵阳模式”。

申请分支机构负责人、经营范围等事项
变更登记，需要跑几次？拿到新的营业执照需
要多长时间？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邵阳区域行政负责人石蓉亲身体验了一
把，全程只跑一次，业务办理只花了20分钟。

湖南鑫财运输有限公司创办者杨鑫在一
次性递交了材料后的第二天就领到《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大件货物）》及《道路运输
证》，忍不住感慨：“在运输企业许可办理上，
外地的同行都夸邵阳办证快，这次自己也真
真切切地感受了一回！”

改制企业退休员工曾女士回想起自己办
理退休手续时的情景，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以前听朋友说办退休手续，要跑养老、医疗、
公积金好几个窗口，重复提交材料，时间长、
手续繁琐。这次我只去了一个窗口，提交材料
后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真方便！”

……
在数字政务建设结出丰硕成果的同时，

更多的数字化场景正逐渐渗透到百姓工作生
活的角角落落。

“以前抄表员要挨家挨户上门，很不方
便。现在打开水表，用了多少水，要交多少钱，
一目了然。”“超市出售的食品，在上架前要将
信息录入系统，如果食品保质期到了但还没
卖完，系统就会对商家发出预警。”“以前出来
买药要带医保卡，现在用手机刷一下就可以
使用医保卡买药了。”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小到衣食住行，大至
管理决策，数字技术正稳稳地托起民生幸福。

期待更多数字“智囊团”引航

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是城市发展水平与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虽然邵阳的“数字基底”在不断夯实，城

市大脑在不断升级，但仍需要更多“智囊团”
的引航。

紧扣延链强链目标，我市与北京大学创
业训练营签约，通过导入北大创新资源、建设
北创营邵阳基地，推动科技创新和数字产业
创新；大力支持邵虹基板玻璃项目技术攻关，
推进全国电子玻璃产业华南基地建设；加快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邵阳区域分中心建设，
着力提升我市制造产业尤其是轻工产业的数
字化水平；落实“宝庆人才”行动计划，组建新
型高端数字技术人才智库，鼓励支持企业通
过“研发在外地，生产在邵阳”飞地模式等柔
性引进数字技术人才。

“随着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和分析技术
的进步，培养一批掌握经济管理理论和现代
信息技术、具有大数据思维和扎实数据科学
基础、系统掌握大数据管理技术与方法的高
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至关重要。”邵阳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小勇称，围绕更好支
撑国家和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
要，今年，邵阳学院成功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专业，通过对接行业企业需求，优化学科专
业布局、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破解数字技术人
才培养乏力的困境。

立足邵阳实际，如何进一步激发数字动
能？朱小勇表示，要鼓励传统产业通过引入数
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必
要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加强产业链上下
游的协同合作，形成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促
进不同行业之间的跨界合作，创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同时还要建立会商调度机制，及时发
现、解决问题，定期评估数字邵阳建设的进展
和效果，以便及时调整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