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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31 日，我带着家人前往怀
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旅游，因万佛山景区
关闭，我们转而前往城步长安营乡，探访那
里的“湖南杉树王”。已有 16 年未见杉树
王，久别重逢，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和敬畏
感。杉树王位于海拔约1000米的大寨村，
高达28米，胸径2.19米，胸围7.71米，冠幅
27米；树干中空，树洞据说最多一次容纳了
11人。它和周边的林子都是东晋时期种植
的风水林。千载之间，人世几番沧桑，杉树
王仍傲然屹立，无怪乎当地民众将它视为

“神树”。然而这种尊崇也给杉树王带来了
危险，2003年的那次大火，就是老百姓在树
洞中点烛焚香纸造成的。

拾级而上，一路来到树下。看到杉树王
枝繁叶茂，大难之后仍顽强地活着，我不由
回想起当年抢救杉树王那惊险难忘的一幕。

临危受命

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晚上
8时40分左右，我脱掉外衣准备洗澡睡觉，
县长滕召义突然打电话来说：“龙毅鹏，长
安营杉树王起火，你马上做好准备……代
表县委、县政府赶紧上长安营去救火。”那
时，我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挂点联系
长安营乡，接到紧急命令，自当义不容辞。
车子载着我们爬坡转弯，一路狂奔，虽比平
时迅速很多，但仍走了近5小时，次日凌晨
1时才到达大寨村。只见火光映红了半边
天，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杉木味道。

在杉树王附近一个街边小店门口，我
们见到了正在指挥救火的长安营乡党委书
记肖柏青和乡长陈久长，迅速向他们了解
情况。时值隆冬，气候异常干燥，古树从根
部到树干多处燃烧，火势猛烈。尽管乡政
府和村民已经开展了自救，通道、城步两县
的消防队伍也疾驰而来，但在现场，大家本
能地感到恐慌，担心杉树王能否熬过此次
劫难。

现场施救

自发参与救火的群众多达几百人，不
仅大寨村，连附近的长坪村、岩寨村的群众
也都赶来了。此起彼伏的呼喊、惊叫声，水
火相激的热浪声，劲风吹过火焰的呼啸声，
更是交织在一起。我们把混乱的场面控制
起来，组织群众肩挑手提，依次递水灭火。

尽管大家齐心协力，不断将河水浇向
大火，但火势只得到些许控制。大家心急
如焚，束手无策。我几次催问肖柏青，通道
的消防车什么时候到？他说：“催过好几次
了，已出发，应该快到了！”从通道县城至长
安营乡政府，至少有40多公里，晚上山路难
行，最快也需40到50分钟。大家一面浇水
救火，一面等候通道的消防车。此时，冲顶
的火势越来越大，树洞中发出噼里啪啦的
声音。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煎熬，心
想杉树王此次只怕在劫难逃了！一些浇水
的群众不时还抱怨说，木桶都烂了，脸盆也
不见了，杉树王可能也救不了啦，大家瞎忙
一晚！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人只能一面鼓
舞民众坚定信心，一面继续催促消防队伍。

援军抵达

大约凌晨 2 时 20 分，通道侗族自治县
政法委书记胡志远（隆回县籍）匆匆赶来。
见面后，我们介绍了大致情况，并问他们的
消防车什么时候能赶到。胡书记马上又打
了电话催促。大约过了五六分钟，通道的
消防车终于赶到了。

只见消防员跳下车，迅速地把消防水
管往两个方向拉开。一拨人把皮管和水泵
伸到小堤坝里，一拨人把皮管拉到半山腰，
整个过程大概就1分多钟。消防车司机启
动发动机，轰隆一响，消防水管的水就直射
向树顶和树腰，火势立马被压下去了。但
大火仍在负隅顽抗，又从树腰四周喷出。
这样，消防员只得又朝树腰喷水。经过几
个回合的拉锯战，火势慢慢地被压下去了。

眼看胜利在望，这时大家情绪很激动，
高喊感谢通道消防队的救援。可是感激的
话还没有说完，火势又冒出来了。最要命
的是，消防泵好像抽不上水了。下面负责
抽水的消防员报告说，小堤坝里没水啦，怎
么办？平日里，木桥下面用石头垒起来的
小坝，蓄水也没多深，本是老百姓用来洗
菜、洗衣服的场所。现在突发大火，小堤坝
蓄的水根本不够用。大家心急如焚，来了
消防车，也救不了杉树王，不只是笑话，更
是一种罪过呀！

见此情景，我要乡、村干部赶紧组织群
众，在小堤坝下游临时又建一个小水坝，把
水蓄积起来，用木桶和脸盆提到上面的水

坝里来。甚至，要群众去更远一点的大寨
风雨桥下面的水凼去挑水过来。同时，我
要村支书蒙明朗、村长阳孝君赶紧找几个
群众去附近挖黄泥巴，把上面的小堤坝的
漏水孔堵住，尽量不让水往下面渗漏。这
样，上游的水慢慢流下来，下游提来的水也
往上集中了。过一会儿，消防车的发动机
吼起来，但抽几下水又没动静了，又只能等
水蓄积。这至少抑制了火势蔓延，战斗进
入“相持阶段”。如此四五个回合，总算把
火势完全控制住了。大约凌晨 3 时 50 分，
通道消防官兵已完全把大火给灭掉了。

善后处置

天快亮了，救援工作接近尾声。村民
们与消防官兵围在杉树王旁，查看它的损
伤情况。树干和树叶上已出现严重烧焦的
痕迹，然而，这棵千年古树的主干仍岿然屹
立，展现出生命的韧性。

通道消防官兵撤退时，村民们自发排
成一列，依次和他们握手，并向他们致谢。
我们原本打算请消防队员休息用餐，但胡
书记却婉拒了：“现在才凌晨四点过一刻，
不如早点回家休息。”面对他的坚持，我只
能提议下次专程到通道致谢。他们临走
时，我还以一首打油诗相送：“邵怀两地人，
共赴长安营。抢救杉树王，患难见真情！”

大约5时左右，副县长蒋志刚带领城步
的消防车从南山牧场赶到长安营了。大约
半个多小时后，天就开始亮了。这期间乡
村干部和消防队员、村民继续对周边进行
警戒、巡查，务求消灭一切复燃的隐患。

8个月后，杉树王才慢慢地长出细细的
嫩芽。当地村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后
来，还有人特作诗纪念这件奇事，道：“千年
神树长安营，起死回生迈新程。苗岭侗寨
齐欢颂，福泽绵延佑后人。”

（龙毅鹏，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
长，一级调研员）

◆樟树垅茶座

“湖南杉树王”抢救记
龙毅鹏

近段身体不太舒服，是已逾
古稀的妈妈一直在照顾我。为了
提高我的机体免疫力，促进伤口
愈合，妈妈给我熬了各种各样的
汤。喝着妈妈熬的汤，我仿佛回
到了小时候的幸福时光。

刚出院，妈妈给我做的是鲫
鱼汤。清早6时，妈妈便轻轻地起
床前往菜市场。她总是早早来到
菜市场入口，等着鱼贩，好买些新
鲜的小鲫鱼。回到家，妈妈来不及
休息，便开始处理鱼。等处理完，
妈妈步履蹒跚地走出厨房，一只
手还不时在后背上捶捶。随后，她
慢慢取下围裙，开始准备配菜。不
久，鲫鱼汤就煮好了，鲜而不腥、
肥而不腻，美味极了。

妈妈给我煮的汤，最常见的
还是排骨汤，如淮山炖排骨、莲
藕炖排骨、黑豆炖排骨、玉米炖
排骨、红萝卜炖排骨、香芋炖排
骨……只不过我的最爱却是莲
藕炖排骨，可能是因为我喜欢荷
的缘故吧。

那天，妈妈给我做了莲藕排
骨汤和凉拌藕尖。妈妈选的莲
藕，外皮呈黄褐色。随着刮子的
起落，白嫩的藕肉很快就露了出
来。她把排骨放入锅中小火慢
熬，熬出高汤，然后再放入藕片，

让不同的味道交织、融合、升华。
妈妈守在炉前，时刻注意着火
候，怕熬久了嘌呤过高。妈妈竟
然知道这么多！这道莲藕排骨
汤，其中的藕清甜可口，入口即
化，犹如田野上的一缕清风。

怎么形容妈妈做的汤呢？那
是带着爱的味道的汤。有时，我埋
头喝汤呛着时，妈妈会训斥几句：

“这么急干嘛，又没谁抢你的！”此
刻，我仿佛又回到儿时。如果可
能，谁不愿妈妈永远年轻，自己一
辈子做小孩呢？我是一个比较内
敛的人，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现在我也学会了“插科打诨”。
有时下班回到家，我会欢呼雀跃
地跑去厨房，叫一声：“妈妈，又熬
汤了，又有好吃的了！”

那天，在厨房里，妈妈转身
的一刹那，丝丝微风吹乱了她
的白发，也吹乱了我的心。看着
妈妈忙前忙后的身影，泪水瞬
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一生
为子女操劳，熬白了头发，累弯
了腰。哪怕我是40多岁的人了，
但在妈妈面前，我还是那个长
不大的孩子。

岁月啊，多希望你能走慢一
点，让我多陪陪她。
（赵元元，供职于新宁县纪委）

◆精神家园

妈妈的汤
赵元元

一叶扁舟，载着我的歌我的梦，
披波斩浪，求索我前程。
一杆长纤，甩过长江越过洞庭，
在遥远的武汉苏杭留下我烙印。

一条大河，流过我的家我的心，
奔腾不息，抖擞我豪情。
一座青山，耸立南岳南四水中，
生生不息写顶天立地担当的人。

炊烟起，望龙山；云之际，鸟独还。
陌上花开，江南春在，
我把思念汇成海，入你情怀。

龙山高，谁能践？灵原中，旭日升。

杏花消息，时代新语，
我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我在武冈等你

当年明月照乡关，一处不到一处伤。
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才牵手，又要离。
此去关山万里，问何日是归期？

千年明月照大江，时有清风拂山冈。

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
长相守，不相离。
此后风云多变，坐看风涌云起。

望云山，上云山，望云山上望云山。
遇一人，择一城，隔水青山似故乡。
同保楼，宣风楼，千年王城福脉长，
长忆都梁兰，共爱武冈香。
（石争光，任职于新邵县人大常委会）

◆歌词展播

新邵之恋（外一首）
石争光

九月风来，暑热全消。中秋
前夕，热衷公益事业的小学教师
周理琼忽然来电，问我有没有空
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去白水
洞慰问孤寡老人。我欣然应允，
并带上了我的孩子们。

白水洞村，是我曾工作过的
地方。再次前来，熟悉的风景让
我倍感亲切。

刚进院子，理琼就受到热烈
的欢迎。看着老人们竞相牵起她
的手，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我
就知道理琼没少来。这些孤寡老
人早已把理琼当成了亲人。院子
里住着7户孤寡老人，平均年龄
在 70 多岁。之前他们的居所屋
顶上都是铁皮，夏天太热，雨天
太吵。理琼四处奔走，多方协调，
终于让房子盖上了瓦。

这些孤寡老人中，最为活跃
的应数黄叔叔。黄叔叔72岁，曾
是村里的看山员，身材虽然瘦小，
却是健步如飞。他笑吟吟地跟我
们讲述，他看山时两度遭遇雷击，
全身变得漆黑，不省人事。最后在
村民救助下又奇迹般活过来，而
且身体倍棒。黄叔叔热情地邀请
我们在他家吃饭。理琼也不客气，
就连连说好，然后调皮地问他，有
什么菜招待我们？黄叔叔不好意
思地说，菜还没准备。

我们事先买好了米和菜。理
琼考虑得真周到。理琼说，公益做
了这么多年，这点经验总是有的。
孩子们也参与到慰问队伍，热切
地为每家每户送上月饼等礼物。
比起物质上的需求，老人们精神
上的需求也不可忽视。看到孩子
们称呼自己爷爷奶奶，老人们一
个个兴高采烈，对孩子们说着各
种祝福的话。理琼则挨家挨户嘘
寒问暖，看看自己还能帮点什么
忙，如谁的家里需要添置被子，谁
的家里需要添置衣服……

随后，孩子们帮忙生火、择
菜。黄叔叔屋里没有大的饭锅，
86岁的老奶奶就端出了自家的
电饭煲。当饭菜即将搞完，才发
现黄叔叔家没有桌子。黄叔叔解
释，政府给的补贴不少，并不是
买不起桌子，而是平常一个人吃
饭，桌子显得多余，还占地方。我

们便把饭菜端到院子里的洗漱
台上。可黄叔叔屋里凳子和碗筷
也不够。凳子不够，其他老人纷
纷搬出了自家的凳子。碗筷不够，
旁边的大爷拿来了自家还没来得
及洗的碗筷……理琼招呼没吃
饭的一起端碗过来吃。此时的我
们，像极了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黄叔叔满脸喜悦地对理琼
说，山里没什么好东西送你，只
是后山上长的蘑菇据说你们城
里人喜欢吃，下次我采了蘑菇你
就过来取，一定要记得接电话。
理琼则叮嘱他，山里不安全，有
蛇出没，还容易打滑摔跤。黄叔
叔则说，自己在山里待了一辈
子，当了这么多年看山员，经验
非常丰富。理琼拗不过黄叔叔，
就叮嘱所有的老人，要互相团结
互相照顾，发现谁外出没回来，
要及时寻找。

黄叔叔还得意地拿出自己
烧的木炭展示给理琼。理琼说，
所有的木炭都给黄叔叔买下。
我好奇地问理琼，你一年做这
么多公益，经费从哪里来？理琼
笑笑说，自己爱好这个，工资
卡、信用卡经常被刷爆……理
琼出身农村，家里五姊妹，负担
重，小时候也受到过好心人的
帮扶。而如今，她就想不遗余
力，回报社会。

当我把随手拍出的照片发
在朋友圈，引发了很多人的热
议，我也才了解到这名朴素的女
子除了人民教师的身份，还有一
长串的头衔：县政协委员、县妇
联执委、县青年志愿者协会会
长、县心理学会执行会长……而
每一个头衔的背后，都有着无数
感人的故事。作为专业的心理老
师，她利用自己的专业，一直在
援助心理受伤的孩子。到底救助
过多少孩子，她自己也数不清。
多少遭受变故而自残的孩子，被
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多少误
入歧途的孩子，被她劝回了正
轨；多少陷入绝望的孩子在她的
辅导下，重拾信心……

在理琼的身上，我看到了人
性的光辉！
（周桃香，任职于新邵教育局）

◆人物剪影

爱心的传递
周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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