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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时，我学习很不

努力，平时调皮捣蛋，花样百出。

为此，我也没少挨班主任赵老师

的批评。

那年冬天的一天，赵老师在

黑板上发了一个通知：今天上午第

三节课，全班同学在礼堂集合，学

校有重要会议召开。我一看，立马

找到“灵感”，就偷偷地将“上”改为

“下”。结果那天赵老师在礼堂等半

天也不见同学们的影子，这可将他

气坏了。一调查，最后才知道是我

搞的鬼。赵老师气得浑身发抖，于

是我被请到了办公室。

这件事影响极坏。我大概被

教育了两个小时，检讨写了好几

页，才暂时获得“自由”。放学后，我

闷闷不乐地回家。来到一个土崖

前，我的那批“死党”开始嘲笑我懦

弱，就这样轻易向老师投降。我一

时火起，就气咻咻地跟同学们打赌

跳崖。见没有人回应，我随口说了

句：“软蛋。”然后就上了坡，毫不犹

豫地从4米高的土崖跳了下去，结

果当场把腿摔折。我躺在地上，知

道后果严重，虽然疼得不行，也不

敢吭声。其他同学也吓坏了，镇定

点的，说要把我送医院。可医院很

远，大家又身无分文，咋办？这时，

有同学就飞奔去告诉班主任赵老

师。其他同学只好背的背抬的抬，

把我送到医院。

来到医院，赵老师见我伤成

那个样子，心疼得眼泪顿时掉了

下来，并连忙给我垫了医药费。

“还好，软骨没有脱落，否则

腿就彻底残了，你可得感谢老师

同学对你的细心照顾呀！”听完

医生的话，我头皮先是发麻，接

着是一股热流在心底涌起。我的

眼睛湿润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医生给我打好石膏后，嘱咐我要

卧养两个月。这下我更急了，天

生爱动的我，怎能受得了如此

“禁闭”？况且我成绩那么烂，再

耽误两个月，就彻底废了，我懊

悔不已。

一天，我躺在床上，感到百无

聊赖，只好看着玻璃上的霜花被

屋里的暖空气熏得逐渐融化。这

时，门“笃笃”响了。我听见母亲

说：“赵老师来了!”看着赵老师慈

祥关切的眼神，想着平日里我的

“胡作非为”，我的脸变得通红。赵

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

“你先别急，安心休养吧。你的功

课，我以后每天下午来补，决不让

你落下的。大家都盼望你快点好

起来呢!”平时伶牙俐齿的我，此时

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

点头，抹泪。

从那天起，赵老师每天下午

都来给我补习，我真是感动极

了。赵老师年近花甲，每天步行

到我家，要走很长的路，更何况

路上积满冰雪。

一天下午，外面下着大雪，赵

老师进到我家时，头上、身上满是

雪花。我心疼地问：“赵老师，您冷

不冷？”赵老师笑着说：“不冷！”能

不冷吗？我明明看见他一进屋就

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嘴边哈气。

赵老师回过头来问我：“今天好点

了吗？我们上课吧，分数的基本性

质，跟我来推导……”我听着听

着，眼泪又流了出来。赵老师看了

我一眼，平静地说：“听不懂？慢慢

来就好了。”

外面，雪还在静静地下着。时

光在赵老师的讲解中悄悄流逝，天

很快就暗了。我和母亲挽留赵老师

吃晚饭。赵老师说：“不了，天黑就

更难走了。”话音一落，赵老师就推

开屋门。只见一阵冷风刮来，赵老

师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顿了顿，

就冒着风雪向学校走去。

（刘凯，武冈人，湖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

 精神家园

那 年 冬 天
刘 凯

清晨，被天气预警的手机短

信音唤醒。点开，短信提示省内

北边的两个地级市出现了大雾

天气。迷糊间，扫了眼时间，猛然

惊醒——12 月 31 日，2024 这部

难忘的岁月篇章就将翻过它的

最后一页。

按熄屏幕，放下手机，又躺

回床上。虽闭上眼，却睡意全无。

因脑中已架起放映设备，开始回

播这个不平凡之年里那些令自

己难以忘却的场景。

2024年的帷幕，由最低气温

与最大车流共同拉开。1 月下旬

起，邵阳出现多轮低温雨雪天气。

22日夜至23日晨，全市最低气温

普遍在-6.2℃至-4.2℃间。2月2

日至7日，全市平均气温0.9℃，较

历年同期偏低5.9℃。几乎同时，春

运于1月26日启动，邵阳高速日均

车流量33.4万台次，为三年来春

运峰值……面对大车流和超低温

叠加的严峻挑战，以及归家心切

的游子的殷切期盼，全体高速交

警以队为家，将办公室搬到路面，

轮番上阵，昼夜鏖战。

第一幕，背景是伸手难见五

指的浓雾天气。2月9日晚，除夕

夜。22时左右，辖区突起大雾，部

分路段能见度骤降到不足50米。

22时40分，辖区所有收费站入口

陆续被管制。10日凌晨1时起，因

能见度进一步降低，陆续在沪昆

高速洞口、二广高速白仓等 8个

点位启动主干道强制分流。期间，

警情不断，从9日22时至10日8

时，我们共接警105起。有的驾驶

人来电，说看不清车行道标线，不

敢再往前驾驶。有的驾驶人报警，

说车辆与护栏发生碰撞，但不清

楚在哪个位置。最令人心悸的，是

发生在沪昆高速的一起事故，报

警人说有个小朋友受伤。处置民

警接近事发路段时，发现能见度

不足10米。受前挡玻璃光线折射

影响，驾车民警完全失去了车道

辨识力。副驾驶位民警降下车窗，

将身子探出车外，大声喊话提示。

声音穿过凛冽刺骨的寒风，引导

着警车奔赴“使命”。指挥中心的

同志联系了救护车，在最近的出

口处等候。庆幸的是，受伤的小朋

友并无大碍。

第二幕，由处治隐患与提升

本质安全担任主角。面对前期工

作中出现的新情况，遇到的新难

题，我们迅速以处治隐患与提升

本质安全为舵盘，开启探究破题

之法的航程。4 月，推动开展全

市高速护栏护网隔离设施“大排

查、大清缴、大整治”行动。5月，

开展全辖区反光膜整治行动、推

动老旧附着式轮廓标更新，另增

建同频黄闪灯 400盏，亮化夜间

路面，增强夜晚道路线形诱导

……这套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组

合拳，迅速编织成一张网，既捉

住了难题，也网住了通行安全。

第三幕，是迎战“最强汛期”

的考核。入汛以来，邵阳境内暴雨

频发，降水量远超历史同期。辖区

累计出现滑坡、坠石、严重积水的

点位高达66处，超过近五年同类

险情总和。高速交警接令即动，迎

着风雨前行。白天如果没有下雨，

高照的艳阳下，交警们的衣衫又

被汗水打湿了。但不论雨水还是

汗水，都丝毫浇不灭高速“浇警”

或“焦警”们心中的信念。

而在 2024 年的国庆假期，

高速交警更是就近值守，只为将

效率再提高一厘、让时间再缩短

一分……

谢幕呢？没有。因为还有紧

盯五类重点车辆的整治活动，针

对酒驾、醉驾开展的“夜鹰行动”

等工作。这一年，还有许多记忆

深刻的场景。

2024年，每位同志都在履职

付出，兑现“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的庄严承诺。

2025年，愿大家出行平安！

（聂俊江，任职于湖南省高
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邵阳支队）

不 平 凡 的 2024
聂俊江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总感

慨：一眨眼就过了半辈子，生命

的时光无多了。

是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一

辈子真短！自古以来，人们总会

听到这样的告诫：有生之年应

该珍惜分分秒秒，别虚度光阴！

但对有些人，还应该作这样的

告诫：当心，一辈子长得很！

对哪些人呢？

譬如，有人要过马路，不等

绿灯亮起就急匆匆“大胆”闯红

灯。眼看一些车辆从他身边疾驰

而过，他如在激流漩涡中行走，一

步一险，步步惊心。这样的人，就

应该对他说：以后别这样了！一辈

子长得很，怎么不耐烦等待以秒

计算时间的红灯转换呢？进一步

说，一辈子长得很，如果为了“提

前”一点点时间过马路，在闯红灯

的过程中“牺牲”，那就太不划算

了；如果在闯红灯的过程中被撞

瘫，那么以后的时光就太难熬了。

譬如，有人禁不起别人的

怂恿，为了片刻的快感而吸毒。

这样的人，就应该对他说：吸不

得！吸毒会成瘾，会倾家荡产！

暂且不说害了家人，就你自己

来说，成瘾之后或毒性发作而

丧生，或成了废人，余生生不如

死。一辈子长得很，用“片刻”换

丧生，用“片刻”换余生的生不

如死，太不值得。

譬如，有人禁不起诱惑，为

了“一夜致富”而去“赌一把”。

开头也可能得到一点甜头，但

接下来是盘盘皆输，为了“翻

本”，就想借高利贷。这样的人，

就应该对他说：快快离开吧，原

本就不该来！快快离开吧，不必

翻什么本了，债台会越筑越高

的！一辈子长得很，还执迷不

悟，以后怎么打发！

譬如，有人想以不法手段

谋官，有人想以不法手段敛财，

有人想以不法手段强行求欢。

这样的人，就应该对他说：快快

收手，快快止步吧！你这样做，

目的达到后也许有短时期的得

意和愉悦，但天理昭彰、天网恢

恢，你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或

锒铛入狱，或身败名裂，一辈子

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一辈子

长得很啊，短时期的得意和愉

悦，哪抵长长的悔恨和痛苦！

还譬如，有些人年纪轻轻，

不愿意读书，也不愿意找一份

工作，终日游手好闲，或“宅”在

家里，做啃老族。这样的人，就

应该对他说：一辈子长得很啊，

父母不在了怎么办？父母的遗

产即便是一座山，也有坐吃山

空的时候，到时候怎么办？只顾

享受短时期的“我的生活我做

主”的“快乐”，不考虑长远的人

生大计，实在太不可取！

因此，我要奉劝一些人，做

事三思而行，不要心怀侥幸而

“闯红灯”，不要只顾眼前不顾将

来。在不触犯法律、道德底线的

前提下自由、勤勉地生活，虽然

觉得一辈子太短，却也实在不枉

人间走一遭。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师）

一 辈 子 长 得 很
黄三畅

青春思故地，移步儒林城。

油茶糯米酒，最重苗乡情。

曾经你一寨一寨修筑你的城，

而今我一步一步走进你的城。

你的村里住着千年不倒的树，

你的城里吹着草原不老的风。

看着你一桥一桥连接每个村，

守护我一步一步贴近你的心。

你的村里淌着四季清澈的水，

你的城里嵌着山歌六月六的魂。

步城步城，步步为营步步赢，

方寸之地竞立功。

步城步城，步步有景事事成，

城里城外皆是情。

寻梦“绿洲”

人间净土，绥之以宁。

今之绿洲，昔之徽城。

从梅口吹来的风它告诉我，

每年的四月八你在等我。

我从远方赶来赴你的姑娘节，

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穿过黄桑坪的风请慢些走，

那一片铁杉林你在等我。

等那红色蜻蜓往童年梦里飞，

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

吹过上堡的风也吹向我，

唱着山歌的苗侗姑娘走近我。

我们跳花跳月跳傩戏，

我用歌声回答你我不走。

远山蓝蓝近山青，唱起山歌唤山神。

生生世世不离分，唱着山歌念故人。

（石争光，任职于新邵县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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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   城（外一首）

石争光

小区楼下的超市开了一家

“十元快剪”小店，因其价廉让我

突然想起爷爷和剃头匠的故事。

爷爷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他一生命运多舛，但好在天生

乐观。我奶奶走得早，爷爷一个人

单身了很多年。打我记事起，我们

和爷爷就分开住了，他一个人住在

四排的红砖屋。爷爷以抗美援朝退

伍军人的身份，每个月可以领到国

家的一小笔生活补助，具体多少我

不得而知。

爷爷每个月要理一次头发。

剃头匠是一位姓李的师傅，中等

个子，脸上坑坑洼洼的，还长了

麻子。他以剃头为生，整年在外

奔走，给人家上门服务，剃一个

头两元。

李师傅每个月会如期来给

我爷爷剃头。他每次来，爷爷都

很是开心，好像接待许久未见的

亲人，又是端茶又是摆凳的，亲

切得很。这位李师傅呢，也是毫

不生分，二话不说就架好场子，

简单地在爷爷身上围一块布，准

备剃头。他边剃边同爷爷聊天，

聊村里的近况、庄稼的收成……

聊得没完没了。不一会儿工夫，

爷爷的头就剃好了，光秃秃的。

当然，顺带把胡须也给一并剃

光。有时候李师傅一不留神，刀

片走了眼，竟剃出一道血印。“哎

呀，你个死鬼，尽做鬼事！”爷爷

边笑边责备李师傅。李师傅呢，

竟哈哈大笑起来。

两元钱的剃头费，李师傅是从

来都不收的。爷爷也不提钱的事。

你猜怎么着？因为每次剃完头，李

师傅都要在我爷爷家吃一餐饭，这

两元钱就算是抵了。

你看，爷爷的厨房里开始冒

着浓浓的柴火烟。我一般不敢在爷

爷厨房里待久了，因为里面烟雾

多，呛得很。但我爷爷不怕，他每天

都在厨房里糊弄着一日三餐。

个把小时的工夫，爷爷和李

师傅就开始吃饭了。爷爷到里屋

倒上二两米酒，两人一人一半。菜

呢，有时候是冬瓜和豆腐，有时候

是南瓜和豆腐。反正豆腐经常有，

大概是因为豆腐便宜又比较拿得

出手的缘故。有时候碰上有自己

种的当季的蔬菜，茄子啊，辣椒

啊，四季豆之类的，也就这么一锅

煮着。一碗菜里也看不到几滴油

腥子，菜汤倒是有一大碗。爷爷也

极少去找什么新鲜的好菜来，更

别说猪肉了。不过应该也买过一

两回猪肉，我好像记得爷爷还杀

过鸡款待过李师傅。

那时候村里的人都说我爷爷

傻，两元钱抵一餐饭划不来。这么

简单的道理哪个不懂？我也有这

种感觉，尤其是爷爷如果还杀一

只鸡的话。那时候我就劝过爷爷，

要他直接给两元钱好了，不要请

吃饭。我爷爷就是傻得很，不听

劝。后来很多次，每当我看到李师

傅来我爷爷家，我就对他产生莫

名的敌意，想着他又来蹭饭了，想

占我爷爷便宜，越想越气。

那天，夕阳斜照在爷爷的柴

堆上，将门前的柿子树的影子拉得

很长很长。李师傅抄着他的剃刀，

不紧不慢地在爷爷头上蠕动。我爷

爷微微闭上双眼，很是享受。

“好了，老家伙！”李师傅取

下罩布，拿个海绵刷子在爷爷颈

后胡乱地扫着。然后从爷爷的柴

火灶上倒来一盆热水，给爷爷把

头洗了。接着，李师傅收拾好剃

头的工具，拍拍身上的碎头发，

和我爷爷说了一声：“走啦！下个

月再来！”我爷爷笑呵呵地回应：

“要得！”没走几步，李师傅又回

过头来加一句：“下次准备点好

菜！”加上这句，我心里又开始怨

恨他了，为我爷爷打抱不平。

这样熟悉的场景持续了好些

年。后来，爷爷走了，门前的柿子树

在那一年也突然不再发芽长柿子

了，李师傅也慢慢消失了。

多年以后的某个傍晚，我来

到爷爷的老宅，只见屋檐上蜘蛛

网结了一层又一层，门前空地上

长满了荒草。蝉立在屋前的树枝

上鸣叫。屋顶的瓦滑落下来，摔

成许多碎片。我又忆起了李师傅

给爷爷剃头的场景。或许，他们

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真切地温暖

着对方。

（周海容，任职于邵阳市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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