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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高崇山杨梅村曾晓红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湘 建 规 村
0107659(乡字第303号)，建设规模：375平方米，
声明作废。

▲高崇山杨梅村九组曾晓红遗失建设用地
批准书，证号：【2017】双集建字第80号，批准用
地面积：120平方米，声明作废。

▲李可夫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
210430521001188，声明作废。

▲李可夫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码：
202243110430521199810290012，声明作废。

▲大祥区翠园小区四栋二单元605夏国华
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13146，特此声明。

周后运

金秋时节，空气中都弥漫着清新
的味道。

和两个儿子对坐书房，放眼窗外，
银月满轮;金山湖上，霓虹星耀，照亮
着城市的繁华，也守望着家的宁静。

随着年龄的增长，喜爱热闹的性格
也逐渐收敛，课子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
好。次子还小，能常在身边，但是长子
远赴北方读研，离家数千公里，难得相
见。加上他成长的那个时期，正是我们
最忙最艰难的时日，而今看着满柜的图
书和儿子日渐挺拔的身姿，回忆着当年
的点点滴滴，我心中颇感沧桑。

我的故乡，是湘西南雪峰山下一
个偏远的山村。在小时候，除了课本
之外，我几乎无书可读，外面的世界对
我们而言，可以说是混沌一片。那个
时候如果有亲戚从外地回来，带一本
图书给我，给我讲一些外面故事，便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照亮我混沌的世
界，激发我无尽的想象。想到此，我不
禁有了回老家去，用文化点亮乡村的
冲动。

刚好在广西贺州的老友多次盛情
相邀，让我一家去黄姚古镇和富川瑶
族自治县小住休闲。于是一个边走边
玩，回老家做公益的想法应运而生。
在孩子们的推动下，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出发首站，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
黄姚古镇。这座发祥于宋朝年间，有
着近1000年历史的古镇，依然保持着
古代的宁静与质朴。随处可见的石板
街巷和古老的房屋，我被古镇的场面

所震撼，感觉瞬间穿越回到了过去。
朋友在此多年，对这里十分熟悉。据
他介绍，这里古为壮瑶杂居之地，最早
的居民是黄姓和姚姓两户人家。北宋
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狄青率部南
征侬智高，其部将路经黄姚，派士兵打
探路线，得知当地只有黄、姚两户人
家，于是就把此地称为“黄姚”。往事
千年，而今这里已经多姓杂居，很多年
轻的文艺青年，纷纷涌向这里，开民
宿，办餐吧，古老与新潮，交相生辉，文
化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和朋友依依惜别之后，我们来到
了富川，这是一座万山林立的古县，地
处湘、桂、粤三省交界的都庞、萌诸两
岭余脉之间，古称“山国”。瑶族同胞
世居于此，因此这里也是瑶族自治县，
这里靠近我的家乡。自幼年起，我也
常与瑶族同胞有接触，或许是近乡情
更浓的缘故，徜徉于此，我总有一种回
家的感觉。山川风物，美食美景，总觉
得格外熟悉。

在朋友的引领下，我们全家来到
富川白沙镇的坪江村“坪江知青文化
园”，这里以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
精神为宗旨，对白沙镇坪江村委知青
围屋进行修缮，建立知青文化体验区，
重现昔日青春记忆。在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这座知青文化园，激起了很多人
的回忆。纷至沓来的游人，使坪地村
从一座不起眼的小村落，摇身一变成
为打卡的胜地。一条以红色文化、知
青文化引领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
路子，在古老的瑶乡缓缓展开，从居民
那振奋人心的微笑中，我看到了他们
的自信和豪迈。

返回乡间老家，已经近深夜，远远
望去，一盏灯火依然闪烁在阁楼之上，
我知道那是在等我们回来的母亲。虽
然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让她注意
休息不要等我们，但是她还是坚持等
我们平安到家，才踏实睡去。安顿好
家人和母亲，我带着儿子拜谒了家乡
不远处的烈士陵园，和他们分享了发
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脚下的历史对
于他们而言，总是格外亲切。

此后的几天，除了陪伴母亲，就是
在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举行红色主题
文化宣讲和馈赠图书。尤其是哪些留
守儿童，我相信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亦
如当年的我。

在家乡我创作基地的农家书屋，
公益组织带来了乡村的创业青年、基
层干部和留守儿童，我与他们一起分
享红色故事。他们一边捧着图书，一
边认真地思索着，时常会问一些我意
想不到的问题，让我这个研究这些红
色英烈数十年的人，常常颇受启发。
而特别是山村的孩子们面对这份温
暖，满眼泪花总还流露出无尽的渴望，
这种对知识、对新鲜事物、对美好明天
的祈盼；看到这么多双渴望的眼神、天
真的笑脸，和自信齐声的回答，我是多
么的开心。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知
和文化自觉，是点亮人生的火把，这些
坚守在乡村，践行在乡村振兴一线的
人，正是那些手执火把的人。

让文化的力量引领人们热爱学
习，助力美丽家园建设，这是精神的传
承，也是奉献的最美诠释;每想到此，
我总是无比欢愉。

文化照亮乡村
邓迎春

写标题的时候，愚笨后面到
底是接“的”还是接“地”，我犹豫
了一会，后面还是按直觉写了

“地”，这恰好是我个性的体现：不
够细致；也是我整个学习体系的
一个硬伤：基本功不扎实。

晨起，忙忙慌慌，想学习会，
奈何葫芦娃不给力，只好作罢。
走路来上班，脑子里全是近段时
间的总结，索性写写吧。

最近看的人物是：王昱珩。
《最强大脑》某届脑王，他在B站
上的称谓是：闲人王昱珩。这倒
是适合他，杂家一枚，过自由且自
在的日子。我羡慕他的自然是他
的生活状态，而我难以企及的却
是他的智商。他算是我生活理想
中的“远方”。

最近学习的东西是：《陶然姐
学写公文》。我的大学专业是英
语，学得一塌糊涂，唯一的用处大概是考研的时候轻
松过了英语分数线。这几年来我一直反思，为何专
业不能学好，导致自己在毕业关头，一脚油门踩到公
务员这条路上来了。有一说一，公务员的工作要求
与我的个性实在南辕北辙。究其原因，首先就是任
性的代价。执着地放弃了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理科
类别，导致我在考大学时，无法选择自己喜爱的专
业。其次，盲目。某天早晨，我在学英语语法的时
候，突然问自己，为什么我总在学一些与此刻无关的
东西，学英语的时候在看世界名著，工作要写公文的
时候我又在这里学英语。那一刻，我终于诚实地面
对自己：就从此刻开始，不要再逃避了，专注当下。
我立刻开始搜索公文写作，这种针对式的学习，效果
立杆见影，至少我在标点符号上总算有点概念了。

《陶然姐学写公文》里面分享的不仅仅是公文写作，
还有人生感悟与各种考公人赶路过程，受益颇多。

最近对自己人际关系的体悟就是：真诚且愚笨
地活着。这二者，我很难抉出哪一个排在前面。我
自然是愚笨的，周围的人个个都是比我聪明的，所
以只好用真诚以一敌百。若我真心对待他人，他人
对我不纯粹，及时止损，于我而言，是最节省心力
的办法。

今年三月初，有机会参与了邵阳市总工会组织
的心理咨询培训，在培训交流的课程上，我在自己的
画作上写的是：路远且长，长久地努力。

我是这个世界的一粒尘埃，但我会一直努力，希
望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中，美好部分的一粒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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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杰

灵魂被秋风指引
在稻香四溢的村庄退却幻想的羽翼
那一株株饱满的稻穗是田野的姿态
它，打捞起岁月静好和金灿灿的阳光

麻雀在村口迎着秋风飞翔
大地的深情在父亲的旱烟里
成为等待和希望

秋风是故乡的一首辞
把四处漂泊的游子，歌唱
你是不是还记得有一片田园
贮存着你最浓的深情

秋风走过稻田
走过平原的田沟地垄
走过落叶的情丝
而你在远离的路上显得彷徨
但那可以触摸的岁月
却依旧深情、孤单

秋风辞

▲平分秋色

曾德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