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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崖

敲击着冰冷的
山石
就触痛了山神的肋骨
父亲，用一把大锤
擂响了一面大山之鼓

层层叠叠的故事
刻满脸上
每一页
都是痛

烧窑工

冷峻的青石
碉堡似的石灰窑
父亲腾挪于一群

烧窑的汉子里
烟雾迷蒙
灰尘狂舞
几声咳嗽
惊吓一片云
风一吹
遮住了蓝天

柴刀·禾枪

腰插柴刀，手握禾枪
父亲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游

击队长

冲入山林，杀入青纱帐
枯枝败叶，笔挺挺的秸秆
统统束手就擒

（谭喜爱，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湘西南诗会

父亲往事（组诗）

谭喜爱

大园苗寨

四月八的大园苗寨
花伞，背篓，布鞋
米酒，乌饭，山歌
每一个名词都满溢幸福

上堡印象

从花园阁到上堡
从苗寨到侗寨

林间厚重的绿向我奔涌而来
上堡侗寨在云雾缭绕中
静静地等候
古榆小桥、青石老路依旧
金銮殿、拴马树、旗杆石、古

宫门、忠勇祠
都在诉说着悲壮的往事
（宋晓文，邵阳市纪委监委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
查科科长）

绥 宁 行 吟绥 宁 行 吟
宋晓文

7月22日，蓝天白云，赤日炎炎，从
市里乘车出发，上午10点到达邵东灵官
殿镇。我看到的第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就
是马路旁许多稻田已经栽上了晚稻秧
苗，成片成熟的早稻低垂着金色的稻穗，
等待着主人收割。放眼望去，许多小型收
割机在田垄中工作，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随着杂交稻产量的提高，许
多双季稻种植区都种一季稻了，虽然够
吃，但村民存粮不多。下车以后，我到村
里和村民们聊天。村民告诉我：习总书记
说，要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
里，我们当农民的不多打粮食，对不住
国家。今年乡、村两级干部在早稻育秧
之前，就到村里宣传中央“六稳”“六保”
政策，商量落实双季稻种植面积。

灵官殿位于邵东市东南部，毗邻衡
阳、祁东，四周由大云山、芭蕉山、佘湖
山、皇帝岭环抱，中间是一个肥沃美丽
的小盆地。灵官殿的村子和村民院落整
洁干净。我在院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偶
尔碰到从田里运稻谷回家的村民，满头
大汗，晒得墨黑。村子里很少有闲人走
动，只有鸡鸭鹅狗在荫凉的地方，悠闲
地打着磕睡。灵官殿镇荣获“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镇”称号，看来是实至名归。

我们一行人在相关同志的陪同下，
来到了白鹿村。村支书罗珊华是一个女
同志，穿着朴素得体，显得精明能干，用
一口邵东话流利地为我们介绍各种情
况。我到村部图书室摸了摸图书，看有没
有灰尘。如果尘封已久，则是摆着做样子
的，没人来看，摸的结果是书上没有灰
尘。罗支书说，经常有老年人和小朋友来
看。我还认真看了看悬挂关工委办公室
牌子和老年科协办公室牌子的钉子是

新的还是旧的，如果钉子是新的，牌子就
是刚挂上去的。看的结果钉子是旧的，还
有锈。罗支书说，白鹿村有家教家风传承
和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很多年前就成
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机构，由村支书兼
任主任，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各项活动。我
在心里默默地责怪自己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不过也值得，这些细节表明了
白鹿村人做事的原则，细节决定成败，窥
一斑而知全豹，白鹿村的未来会更好。

在白鹿村办公室看了一阵子，罗支
书就陪我们去瞻仰雷打石革命烈士墓。
70年前，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挺进中南华
南，与盘踞于衡宝地区的国民党军桂系
主力遭遇，在灵官殿一带展开了一场空
前激烈的阻击战，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
军，奠定了衡宝战役胜利的基础。据记载
和健在的老人们回忆，有1000余名解放
军指战员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血染沙
场，为解放全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3
位无名烈士就长眠在白鹿村的雷打石。
2017年，白鹿村村“两委”决定将雷打石
烈士墓地建设成花园式的烈士纪念园，
罗珊华发动全村村民捐款。捐款当天没
有一个村民缺席，镇里的干部也闻讯赶
来捐款，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也自发组
织，踊跃捐款。那次收到捐款近15万元，
修建了目前这个较具规模的革命烈士
纪念园。张家排、多福岭两处烈士纪念碑
也是当地群众自发捐款修建的，还有30
余处烈士墓地正在修缮之中。

毛荷殿村村民、80多岁的罗富连老
人从这些烈士埋葬在他屋后面的猴子
垴起，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去打理墓地，
上香祭拜。这一守就是70年。这位守墓
老人让我肃然起敬。如今灵官殿这块衡

宝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地，已经成了开展
红色基因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
活动场地。

离开白鹿村后，我们来到灵官殿镇
的武术兴趣班，20多个平均年龄不到10
岁的小孩为我们表演了南拳拳术。他们
身着红色的短衣短裤，顶着火热的太阳，
在粗糙的水泥操坪上打得虎虎生风。10
岁的留守儿童宁彪表演了连续20个后
手空翻，看得我们连连鼓掌叫好。表演完
后，孩子们色不变、气不喘，乐乐呵呵。我
心里想，这样摔打出来的孩子，不说将来
出息如何，至少是可以吃苦耐劳的。宁彪
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宁彪和爷爷宁得
元生活在一起，放学后没事做，经常和别
的孩子打架。参加武术兴趣班后，架也不
打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武术兴趣班是镇里动员多年习武、
在外地当武术教练的欧阳鑫老师回家
乡开办的。开办一年多来，已有100多名
小学生报名参训，最大的13岁，最小的6
岁，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欧阳老师说：
开办武术培训班，就是想让更多的留守
儿童收敛性情，遵守纪律，增强团队合
作，提高学习兴趣，强身健体，开心快乐。

我每年向市委常委会汇报关工委
工作时，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叮嘱我
们要多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下功夫、想
办法。灵官殿镇的武术兴趣班又给我们
开拓了一条关爱留守儿童的新路子。

灵官殿镇有很多值得认真学习的东
西，如“院落长”制度，因为还没有认真

“读”进去，就不写了。这次走读，只是粗
读，待我下次再去时，一定细细地读，把这
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读出更多味来。

（李晓红，市人大原副主任）

◆旅人手记

走 读 灵 官 殿
李晓红

很久以前就想去椒林了。那
里，有一个从省城来的文友，叫
严柏洪，在椒林村里当扶贫工作
队长、第一书记。在微信群里，在
朋友圈里，我关注着他的行踪。
他把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搞得名
闻遐迩，我很想去实地看看，那
些风生水起的变化是不是真的。

椒林是雪峰山腹地洞口县
桐山乡的一个行政村，与我扶贫
的村隔山相望。两村的直线距
离，不过四五十里，但只有被茅
草掩盖的小路沟通。驱车绕道，
先到达县城，经竹市，到山门，然
后直奔椒林。车在弯弯曲曲的山
道上巅跛，有人晕车了。我笑，亏
你还是山里人，这点弯，就把你
绕住了。她辩解说，我们村的山
路，没这么多弯。

一路上我在想，从省城来的
严柏洪队长，他常常独自一人开
车在这山道上奔驰，会不会晕？
疫情期间，他驱车省城，连夜拉
回满车的口罩和消毒水，黑灯瞎
火的，怎么能有如此车技？

经过三个多小时，终于抵达
椒林。在宽大的村级活动中心，
严队长率领村“两委”的干部和
省工作队的队员，笑着与我们一
一对接。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
就漫步在椒林的小路上，一路看
过去。在雪峰山腹地，这崇山峻
岭之中，鱼蛙稻是真实的，野生
茶是真实的，现代化的矿泉水厂
是真实的。一栋栋新楼房，一条
条水泥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
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在接
受湖南都市频道记者采访，面对

镜头满口椒林方言的人，他的
话，与电视上播放的，没有走样，
还是那么大大方方。

“严队长来村扶贫两年，如今
我们村水通了，路宽了，灯亮了，
钱多了，气顺了，心齐了！”山里人
纯真直率，心里的感恩藏不住。

一路看，一路听，村里人无
人不说扶贫政策好，无人不夸严
队长心儿真。

我不时打量这个戴眼镜的
斯文汉子，在两年时间内，他为
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以前听他
作词的歌曲《我家在椒林》，还以
为他在作秀，现在看来，他确实
把自己融入了椒林。

两年多来，他内心忍受多大
的煎熬，有多少人知道？母亲病
危，直到离世前夜，他才赶回长
沙，强忍泪水，看着坚强的母亲，
似秋叶凋落。去年他的儿子读高
三，多希望在进入高考考场时，
有父亲一句鼓励的话，有一个安
慰的眼神。直到儿子微信向在村
里的他报告考上了中国科技大
学，他才感觉到有挥之不去的愧
疚：如果多点时间陪伴儿子，为
他加油打气，也许成绩会更好一
些。想着妻子在长沙默默支撑着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远在千里的
他，只有面对苍茫的大山，发出
无声的叹息。

成绩是干出来的。700多个
日日夜夜，他的心血和汗水，已
成为浇灌椒林脱贫攻坚胜利之
花的不竭源泉。

（张声仁，任职于洞口县委
党校）

◆樟树垅茶座

椒林村里访柏洪
张声仁

我的父亲叫蒋智慧，是
市财政局驻城步苗族自治县
汀坪乡龙塘村第一书记。

“崽崽，爸爸要去城步扶
贫了。”电话那头，父亲兴高
采烈地打电话通知我这个

“好”消息，他就像一个即将
上战场的战士一样怀揣着壮
志雄心，但电话这头我的心
里却满是怨言。

我怨他又不再陪伴我。
龙塘村位于城步最南端，是
与广西交界的偏僻村庄，离
家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也
就意味着未来大多数时间饭
桌上会少一副碗筷。父亲从
我出生时就在河南省郑州市
服兵役，妈妈说小时候我看
电视只要看到穿军装的男
人，都会跳着喊爸爸，但是爸
爸是谁、长什么样，我是一点
印象都没有。直到 2003 年父
亲调回到邵阳市工作，他开
始手把手地辅导我学习，每
逢周末都会骑上摩托车带我
和母亲回老家团聚，我倍感
珍惜。如今他要前往偏远乡
村驻村扶贫，我内心一百个
舍不得。

2006年父亲曾到城步苗
族自治县开展“四民”活动，遭
遇了严重的一氧化碳泄露事
故，造成残疾，落下了神经系

统后遗症。这次，我和母亲担
心他身体吃不消。可即便家里
人再怎么抱怨再怎么担心，父
亲依旧不忘初心，坚决执行上
级安排的工作任务，打包了行
囊，走向了脱贫攻坚第一线。

和所有的扶贫干部一
样，他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倾心作为。高血压引起的头
痛打不倒他走访、老花眼阻
止不了他每天撰写扶贫日志
……而我也和往常一样担心
他情绪不佳、身体不适，劝他
回家，但是每次父亲都会说
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任务。
直到家里发生了以下这些
事，我开始理解他、敬仰他。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父
亲成了“家中不孝子”，却也
是“扶贫硬汉子”。2019 年 9
月11日，85岁高龄的爷爷上
山采蘑菇失踪一晚上，发生
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全家、
全组青壮年村民和亲戚朋友
共计120余号人踏山寻人，并
要求父亲紧急赶回。可当时

正处于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关
键期，父亲硬是挺住没有回
来，熬了个不眠之夜。

今年 5 月 20 日，我与母
亲到四川省探亲，母亲不幸
被车撞成重伤送进当地医院
的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但
当时正处于村脱贫攻坚迎检
的关键时期，于是父亲立即
向相关领导请假，只在四川
待了4天，又紧急赶往村里。

参加工作后，我开始理
解和敬仰父亲的选择了，他
除了是母亲的丈夫、是我的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儿子，更
是人民的公仆。龙塘村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有多强
烈，他身上的担子就有多重，
他为这份工作树立了坚定的
理想信念、付出了热情和心
血，他在做对的事情、在做令
群众满意的事情。

时光荏苒，龙塘村变了。在
中央、省、市、县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扶持下，全村基础建设投入资
金上千万元，村里道路主干道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贯通。龙
塘的百香果香飘大江南北，全年
种植百香果300多亩，全部种植
户均达到了增收的目的。天堂小
桥通过改造变得更美了，温塘坪
吊桥的改造重修，成了浔江河上
的一道风景。

日月如梭，我的父亲变
了，变成了一个爱拍照的文艺
青年、变成了一个撰写美文的
记者、变成了一个带货达人、
变成了“龙塘人”。他把龙塘村
比作“神仙住的地方”，他把龙
塘村的美景、风土人情用照
片、视频、文章等形式传播到
千家万户，他把龙塘村的百香
果、土蜂蜜和土鸡鸭推销到自
己的亲友群，他把他的情爱和
汗水都留在了龙塘村。而龙塘
村人也亲切地称他为“生命里

‘空降’的亲人”。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从天

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
的凡人。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上还有许多前仆后继、挥洒
热血的战士，他们心系农村，
情系群众，奉献着自己的青
春和生命，在扶贫路上书写
着感人肺腑的英雄篇章。

向扶贫人致敬！
（蒋凤蓉，邵阳市人，现

就职于邵阳县岩口铺镇人民
政府）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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