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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四，气温骤降，父亲在祖屋旁生起

火取暖。干柴噼啪作响，火堆越烧越旺，全家围

坐一圈，各自谈论着一年工作与生意上的得失，

这是每年春节大家庭聚会必不可少的“仪式”。

谈笑中，出生于 2000 年的表妹告知，她于

年前辞去了工作，准备自己创业，且已经支付

了 13 万元品牌加盟费，开弓没有回头箭，需要

大家出出主意。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工？”我问。

表妹自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深圳从事英语

和文学素养教学工作，业务能力突出，很受学生

和家长认可，待遇也相当可观。眼下马上就要成

婚，却选择下海当老板，在我看来有些鲁莽。

“一直看好素质教育市场，以前年纪小不

敢试，现在我有成熟的教学方法，又有志同道

合的伙伴，机会不抓住，又要错过一年。”她从

包里掏出一沓资料，不紧不慢地分析起来。

“创业风险太大，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

又问。

“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呗，反正我还年轻，学

到的创业经验也是财富。再说，成功的可能性

不是更大吗？不去试怎么知道？”表妹说。

一旁的二姑听后拍手叫好，“说得太对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瞻前顾后，不外出闯荡，

就永远走不出村子。”她和姑父一合议，答应为

表妹的创业项目注资 5 万元。大姑、小姑同样

大加赞赏，当场表示各出资 4 万元，以示鼓励。

80 多岁的奶奶见状，也掏出 1000 元红包“入股”，说要跟着外孙女

一起当“老板”。

表妹被家人的支持感动得几度哽咽，“原以为会挨批评，没想

到大家这么信任我。”

大姑笑着说：“敢创业就说明有志气有胆量，值得我们骄傲。”

奶奶一共育有5个儿女，由于爷爷早逝，3个姑妈从小摆摊赚钱

补贴家用，上世纪 90 年代赴广东创业，生意虽做得不大，却也靠着

勤劳智慧，早早过上了小康生活。跟千千万万走南闯北的小生意人

一样，他们在市场的洪流中沉沉浮浮，摆过鱼摊、卖过手机、开过酒

楼，甚至办过幼儿园。他们不断切换赛道，不停尝试抓住新的市场机

遇，在每一次创业遇到困难时，总有家人托举，共渡难关。从我记事

起，5个兄弟姐妹只要谁家遇到困难，其他家庭都自觉出钱出力。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呵护后辈的创业梦。后辈从小耳濡目

染，所以才有敢于走出舒适圈的勇气，家中“90 后”表弟，“95 后”堂

弟也于几年前创业，从单干到带领二三十人一起干，创业初见起

色。创业初期 3位姑妈也是全力支持，慷慨解囊。

被认可，被理解，被包容，年轻人才能放下包袱“闯未来”。良好的

家风，不仅体现在孝老敬亲，也体现在长辈对后辈的尊重与平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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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邵阳县小溪市

镇小溪村的简某（化名）家中

再次迎来了温暖的客人。这

天，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亦武

一行带着对简某父子的深切

关怀和新年的诚挚祝福，来到

了他们的新家进行走访慰问。

李亦武一行详细询问了

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以

及小简（化名）的学习情况，与

他们亲切交谈，共话家常。“多

亏了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拥

有今天的新家。有了自己的

房子，感觉生活都有了新的盼

头！”简某满怀感激地说道。

2022 年，简某外出务工时

突发疾病流落街头。幸运的

是，他得到了市救助管理站的

及时介入，不仅获得了及时的

帮助，也重拾了对未来生活的

希望。回想起去年 9 月 14 日的

那次回访，该站工作人员记忆

犹新：“简某父子寄住在亲戚

家的老宅里，简陋的屋内，几

件老旧的家具便是他们的全

部家当。”

简某依靠低保维持生计，

与年仅 12 岁的儿子小简相依

为命。面对这样的困境，市救

助管理站多措并举深入推进

源头治理，力求从根本上解决

简某父子的难题。

该站与邵阳县救助事务

中心等单位及当地村干部紧

密协作，共同商讨解决简某父

子无房可住的问题，力求为他

们圆上“安居梦”。邵阳县救

助事务中心不仅密切关注简

某父子的生活动态，确保他们

得到适时的关怀与援助，还积

极联动当地乡镇及村干部，全

身心投入到简某新居的建设

中 ，与 市 救 助 管 理 站 形 成 合

力，推动新居加速落成。

短短数月间，市救助管理

站积极调动市慈善总会、爱心

企业家等各方资源，多方筹措

爱心帮扶资金，并动员全站干

部职工进行爱心捐款，全力支

持简某建造新房。在市、县两

级爱心力量的持续关怀与精

准帮扶下，简某父子终于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园。

步入简某父子的新家，房

间整洁而温馨。软装部分虽

尚未完善，但房屋的主体结构

已 焕 然 一 新 ，展 现 出 家 的 模

样。门口贴着一副喜庆的春

联，为这个小家增添了几分节

日的欢乐氛围。屋内，市救助

管理站贴心地送来了电饭煲、

锅碗瓢盆、碗柜、桌椅、床及被

褥四件套等生活用品，将这个

小家装点得井井有条。

在上次的回访中，小简向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透露，

他每天需要步行近一个小时

往返学校，最大的心愿就是能

拥有一辆自行车以方便上学。

此次走访慰问，李亦武一行不

仅带来了爱心物资，还为小简

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收到新

车后，小简爱不释手，兴奋地

围着新车转圈，脸上洋溢着孩

子特有的纯真笑容。“有了这

辆 自 行 车 ，我 上 学 就 方 便 多

了，也能更快更安全地回家。”

看着小简灿烂的笑容，李

亦武满脸欣慰笑容。他鼓励

小简要好好学习，将来用知识

改变命运，回报社会。在近两

次回访中，市救助管理站还为

简某父子送上了共计 8000 元

的爱心捐款。

“我们将始终坚持源头治

理，通过精准的救助帮扶，让

像简某父子这样的困境家庭

能够真正走出困境，过上幸福

美满的生活。”李亦武表示。

新年搬新居，生活有了新盼头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车艳红

“这是给老唐家送喜报来

了，他儿子又立功了！”“真不错，

儿子真争气！”1 月 24 日上午 9

时，邵阳县塘渡口镇五星村一片

欢腾，礼炮齐鸣、锣鼓喧天。由

该县人民武装部、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成的军地慰问团，将二等

功喜报送到现役军人唐嘉家中。

现场热闹非凡，乡亲们纷纷

前来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慰问

团为唐嘉及其家属佩戴“光荣之

家”绶带、献上鲜花，郑重颁发

“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并宣读立

功喜报，送上慰问金。慰问团还

详细介绍了唐嘉在部队的立功

受奖情况，高度赞扬了他的杰出

表现，同时对军属们为国家培养

优秀人才、支持国防事业表达了

诚挚的感谢。慰问团成员与军

属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状

况，并送上美好祝福。

唐嘉的爷爷接过喜报，激动

地说：“孩子能在部队立功，离不

开他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

的悉心培养。我们感到无比光

荣与自豪。往后，我们会继续鼓

励他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

负党和政府的关心。”

“这份军功来之不易，离不

开部队的培养、战友的帮助和家

人的支持。这份荣誉既是鼓励，

更是鞭策。”唐嘉坚定地说，“在

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一定会珍

惜荣誉、戒骄戒躁，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身战位，

苦练本领，争取再立新功，为部

队争光，为家乡添彩。”

2016 年 9 月应征入伍的唐

嘉现任某连少尉排长。入伍 8

年来，唐嘉始终秉持着精武强军

的信念，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

扎实的工作作风，在部队中脱颖

而出，累计荣立二等功 2 次、三

等功 1 次、嘉奖 4 次，获评“优秀

士兵”2 次、“四有优秀学员”1

次，受到三级表彰 1次。

“终于完成最后一户签约

任务，我们可以真正回家过个

好年了！”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

七，随着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

乡铁杉林村最偏远的一户村

民在《铁杉林村禁采柿子和扩

种柿树协议》上签字，绥宁县

公安局寨市派出所驻铁杉林

村“一村一辅警”邓集山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

铁杉林村位于湖南南山

国家公园黄桑片区腹地，因其

最高峰拥有全球最大长苞铁

杉群落而得名，下辖 16 个村民

小组、486 户、1642 人，原居民

皆为苗族。

1973 年 1 月，邓集山出生

在铁杉林村杨家团组。2016 年

底，在深圳购置了商品房的邓

集山放弃自己艰辛打拼换来

的 稳 定 事 业 ，回 到 家 乡 担 任

“一村一辅警”。

“ 在 深 圳 奋 斗 了 二 十 多

年 ，每 天 晚 上 做 梦 都 梦 到 家

乡。既然我有机会回乡发展，

何不让自己的梦想成真？”邓

集山说。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见过世面的邓集山敏锐地意识

到，负氧离子瞬间最高浓度可

以达到每立方厘米20万个的黄

桑，迟早会成为全球驰名康养

胜地。因此，担任“一村一辅警”

近十年来，在扎实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他最为关注的就是

保护黄桑的一草一木。多年来，

他与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的科研人员龙景波等人结

为好友，一起想方设法更好保

护黄桑生态环境。

“无论我们是发现虾脊兰

群落、水晶兰群落、八角莲群

落、古枫香树群落等珍稀野生

植物，还是发现白鹇、红腹锦

鸡、林麝、豹猫、蛇蜥、大鲵等

珍稀野生动物，作为辅警队长

的邓集山，都要第一时间赶到

痕迹现场拍照、收集资料，特

别是会与我们共同商量一系

列保护措施。”龙景波介绍。

今年 1 月 13 日，黄桑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野生

针尾鸭，它与当地村民的家鸭

“厮混”在一起，引发大批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前往观赏。邓集

山获悉，立即向派出所领导汇

报，连续 12 天安排警力在适当

位置值守，直到这只野生针尾

鸭找到自己理想归宿。

“1 月 15 日，我组织了一个

团队专门去拍野生针尾鸭，可

是邓集山队长一番‘最好的爱

护就是让野生珍稀动物不受

打扰’的劝说，让我们心服口

服地采取了远距离拍摄的方

式。”绥宁摄影爱好者彭超说。

“我父亲有一个梦想，就

是将他经历的保护黄桑绿水

青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让子

孙后代知道这段历史，进一步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邓集山

25岁的儿子邓森透露。

在铁杉林村，不算深藏在

大山里的野生柿子树，仅在屋

边、路边、溪边、田边、山边等

处，共有人工栽种的柿树和野

生柿树 1200 余株。2024 年夏，

经过深思熟虑，邓集山向村“两

委”提出一个建议：从当年秋天

开始，凡是铁杉林村境内的柿

子树，一律不得采摘柿子，留在

树梢供游客观赏和飞鸟啄食。

“这不仅是提高我们铁杉

林村旅游吸引力的需要，也是

保护越来越多景区野生鸟类

的需要。”邓集山坚定地表示，

“我们必须带好这个头，并且

逐步在整个黄桑景区推广。”

邓集山的提议得到村“两

委”和广大村民的热烈响应。

当年秋天，经过口头宣传，铁

杉林村上千株柿树上的柿子

静待飞鸟啄食，四面八方的游

客纷至沓来，黄桑景区从此结

束了“深冬无游客”的历史。

“口头承诺还不行，我们

必须就全村禁采柿子和扩种

柿树签订书面协议，然后再将

这 一 条 款 正 式 写 进 村 规 民

约 。”邓 集 山 紧 接 着 建 议 。于

是，从去年农历小年开始，邓

集山和村干部带领志愿者，分

头上门与每户村民签订相关

协议。经过 13 天持续奋战，486

份协议全部签署完成。

因为名字里有个“山”字，

又倾情保护绿水青山，当地群

众都亲切地称呼邓集山“山神

爷”。近十年来，邓集山先后获

得“全市十佳辅警”“全省农村

百名法律明白人”等荣誉称号。

但最让他开心的是，随着康养

怡情游、森林生态游和民族风

情游等现代旅游业态的发展，

黄桑景区日益成为全国“网红

打卡地”，小小铁杉林村陆续建

设集民宿和农家乐于一体的旅

游农庄 46 家，其中包括邓集山

妻子开设的“伊人山庄”。

据悉，截至 2024 年底，铁

杉林村人平纯收入突破 4 万

元，大学生人数达到 210人。

“等我再在外面历练一段

时间，我就回来专心打理我们家

的生态旅游山庄。”在广东东莞

从事酒店经营管理的邓森表示。

邓集山：倾情守护黄桑“金山银山”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黄开龙 廖建荣

军地慰问团将二等功喜报送到现役军人唐嘉家中。

邓集山（右一）与游客载歌载舞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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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荣 之 家 添 荣 光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熊忠义 孙洁 伍薇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