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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打造“一村一品牌”。北塔区在全区5个乡（街道）

选定10个村（社区）率先开展试点工作，针对各村（社
区）的不同特点，坚持“一个试点一张图，一个社区一
方案”，放大优势、补齐短板，着力打造各地的“独家品
牌”。田江街道田江村发挥16名党员的力量，打造老
邓、老何、老禹三个“品牌调解室”，调解村民间的土
地、经济、信访等矛盾纠纷，协助村“两委”做到“矛盾
不出村，问题不过夜”；状元街道槐树社区组建科技兴
农协会、环境治理协会等15个居民自治团体，开启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治理之路；陈家桥
乡李子塘村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队等群众监督组织，让该村的一切项目建设做到公
开、公平、公正……随着“三治融合”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该区涌现出一批以小支点撬动大格局的典型村
（社区），形成“一村一品牌”。

催化自治活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在基
层，基础在群众。北塔区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让

群众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唱主角，健全以群众自治为主
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社区）治理体系。为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该区各村（社区）在
推进“三治融合”中使用重大事务决策“四议两公开”
的工作方法，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及时打消群众疑虑。
引导群众成立村民议事会、群众监督委员会、红白喜
事理事会、矛盾调解协会、义务巡逻队等群众自治组
织，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自
治局面，推动村（社区）治理由“一元管理”向“多元治
理”发展。同时，开展“十大孝星”“最美庭院”“文明家
庭”等评选活动，对在自治工作中能够积极发挥正面
作用的群众，适当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鼓励，形成良
好的激励作用。

当前，“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已在北塔区
全面铺开，全区5个乡街道、41个区属责任部门、41个
村（社区），唱响了“三治融合”“大合唱”，不断加强和
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和水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上接1版③）
开展文艺培训下乡。今年来，该局组

织县文化馆和文化志愿者挖掘本地传统
优秀文化，自主编导了11个文艺节目，依
次在5个集中镇进行免费培训，助力乡村
振兴。同时，积极开展送书下乡。自5月

以来，组织县图书馆精心挑选科技、养殖、
种植、生活保健和少儿类书籍6760册，深
入各乡镇开展送书进农村活动。今年，通
过村级农家书屋免费开放平台，全县共接
待村民读者达6万多人次，深受广大群众
欢迎。

（上接1版②）24个乡镇（街道、管理区）成
立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专班，主要协调人
社、扶贫两部门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数据
互认，统一管理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信
息，做好各种数据对接及“点对点”输送工
作，推动就业扶贫服务和政策落实落地。

该县严格落实跨区域转移就业交通
补贴、自主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创业补
贴、就业扶贫车间补贴、以工代训补贴、就
业创业服务补贴、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
落实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

稳定就业。同时，通过综合开发保洁保
绿、治安协管、人社协理、河道清理、道路
维护、山林防护、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看
护等扶贫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家庭特别
困难的贫困劳动力就业，让贫困人口通过
劳动获得报酬。

截至目前，洞口县已就业贫困劳动力
为 41857 人 ，占 当 地 贫 困 劳 动 力 总 量
86%；97%的已就业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
就业；超过99%的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
愿的未脱贫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南宋理宗赵昀登基前被封为邵州防御
使，曾到邵州巡阅。当时六岭景色怡人，赵大
人心花怒放，挥毫泼墨，留下了“烟雨奇观，江
山一览”的墨宝。

往事已近900年，墨宝早已不存，现在就
连皇帝题匾一事，也是扑朔迷离。此事是子虚
乌有，还是实有其事，很有追究一番的必要。

近些年，笔者关注宝庆地方文化，身边备
有隆庆《宝庆府志》、康熙《宝庆府志》、道光

《宝庆府志》、乾隆《邵阳县志》、光绪《邵阳县
志》《邵阳县乡土志》。将这些书翻了个底朝
天，均不见“烟雨奇观，江山一览”的蛛丝马
迹，难道这真的是后人的向壁虚构？

我网上查询，大家都只引用，没有一篇文
章交待此墨宝的出处，并且文章都是近年的。
我问过邵阳市的文史专家尹敬中先生、陈建
湘前辈、邹宗德先生，均说没有看到过古代的

记载。
难道此事就成了一桩悬案，我不甘心，继

续查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了册，开通线上
阅读。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所发现，我欣喜
若狂。嘉庆《邵阳县志》卷六“古迹”：“六亭，在
南城内，迤逦为山者六……宋人作《镇边楼》囊
括其胜，提举毛宪记理宗为防御使时复各建亭
（编者按：复各建亭，似当为复建各亭），其上有
御书‘烟雨奇观，江山一览’八字。”

清朝嘉庆时期已有记载，那么康乾时期
可能也会有记载。再杀回马枪，康熙《宝庆府
志》卷二十八有“艺文”，“艺文”一类中有“御
书”，我以为这回是坛子里摸乌龟——十拿九
稳，结果却令我沮丧，该书缺了二十七卷、二
十八卷，而要找的内容恰好在缺卷中，难怪我
原来没找到。我花费260元买的北京图书馆古
籍珍本丛刊康熙《宝庆府志》竟然是个残本，

气得我七窍来血。
国家图书馆线上阅读没有康熙《邵阳县

志》的半点影子，此书全帙仅见藏日本内阁文
库，看来还得等待时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
地方文化研究专家蔡佐军先生购有《稀见中国
地方志汇刊》，其中有康熙《邵阳县志》，我下决
心前去探宝。康熙时期，邵阳训导刘应祁先后
参与《宝庆府志》《邵阳县志》的纂修，相关内容
理应保持一致。康熙《邵阳县志》卷十三上有

“御书”，赫然记载着：“宋理宗皇帝书赐邵州六
亭山：烟雨奇观，江山一览。”这应是康熙《宝庆
府志》卷二十八缺失的部分内容。

清朝中期的县志、府志均有宋理宗“烟雨
奇观，江山一览”的记载，说明其来有自，古之
人不余欺也。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
阳市作协会员）

寻找御书“烟雨奇观，江山一览”
易立军

10月15日下午，全市隔代家庭教育活动在
城步红旗小学启动，市关工委主任李晓红对如
何抓好隔代教育进行了宣讲，并参观了红旗小
学。这个学校有4000多名师生，一走进学校就
看到一栋栋带有民族建筑风格的教学楼，还有
现代气派的大体育场。师生们着整齐统一的校
服列队欢迎我们，领着我们走进宽敞的电教展
览室，共同视听了《红军在城步》的系列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由城步的隔代家长们收集、
整理、编辑和讲解的，他们是县里退休的老领
导们。他们认真查阅参考相关材料，重走长征
路，深入多地，广泛征集红军长征史料。综汇过
去的研究成果，系统地编辑《红军在城步》，并
且制作视频。红军长征三过城步，发生过横水
界、莲花桥、堡上、九打界等重要战事，开展了
政治宣传工作、打击土豪劣绅、执行民族政策
等重大活动。红军长征过城步的历史得到了很
好的开发与利用：修建了老山界纪念碑与“红
军路”，修复了莲花桥与红军烈士墓，修建了

“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和红军纪念亭等。《红
军在城步》历史与现实结合，图像与文字并茂，
内容全面系统，深受苗乡人民喜爱。

特别是红军在城步的23个故事，深深吸
引着每个小朋友。“毛主席苗山播火种”“朱总

司令在瑶寨苗乡”，几乎家喻户晓。
1934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到达城步，驻

扎在茶园寨，寨旁有口半月形的养鱼塘，毛主
席就住在鱼塘边的吊脚楼上。苗族兄弟姐妹
们兴高采烈地在捕鱼。警卫员小陈想去买条
鱼给毛主席改善生活，毛主席说：“花钱买也
不行！你们知道吗？苗族山区天无三日晴，地
无三尺平，鱼塘很少。这里的鱼是山珍，也是
海味，稀奇得很。苗族同胞一年到头都难吃上
一次。”“不要为我去搞鱼吃，有萝卜就吃萝
卜。”这时外面敲锣打鼓放着鞭炮，一位白发
银须的苗族老阿公带领着苗族同胞来到毛主
席的住处。四个苗家壮汉抬着一口大鼎式的
铁水缸，里面放着几条活金丝鲤鱼。老阿公说
这是用山泉水养着的活鲤鱼，表示鱼水情长，
世代不忘，一定要毛主席收下。

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感激苗族同胞的支
持，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打富济贫的，不能
拿群众一针一线。老阿公说：“不收，按照苗家
的规矩反正这些鱼也不能再拿回家里去了。”
毛主席说：“你们不拿回去也可以，我们就把
铁缸里的水倒进池塘去，把鲤鱼放回池塘
里。”接着毛主席说：“群众好比深塘水，红军
就好比金丝鲤，军和民的关系正像鱼和水的

关系一样嘛。军爱民，民拥军，才真正是老阿
公刚才讲过的‘鱼水情长，世代不忘’哟！”

“一条珍藏了七十二年的红军棉裤”，也
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条棉裤珍藏在长
安营镇长坪村周旺华家。当年红军长征过南
山，周旺华的爷爷周世忠见红军战士饥饿困
乏，便拿出过冬的粮食苞谷和红薯煮给他们
吃，红军便回赠了一条棉裤。周世忠用红绸包
好放在箱底作为传家宝，传到周旺华手上已
是第三代了。

还有“一张欠条”的故事，感动了一代代
城步人。1934年12月9日，红九军团警卫连住
在南山板栗坪张明勇大伯家，借了张明勇的
玉米、山羊、辣椒、蔬菜吃了，钱全部拿出还不
能付足，连指导员就用土纸写了一张欠条：

“我们经过南山，已身无半文，借了张明勇大
伯的山羊二只，玉米二百斤，待革命胜利后，
请当地政府照数归还。”署名是“中国工农红
军九军团警卫连指导员李湘南”，日期是“一
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借条写好后，还加盖
了红色印章，并嘱咐张大伯一定要把欠条收
藏好。这充分表现了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
严守“三大纪律”的自觉性。

还有“龙奶奶救护小红军”“吴光耀三背
红军”等故事，都被隔代家长们讲得溜熟。《红
军在城步》走进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
的心中，成为隔代家长的政治教材，他们带着
录制的光盘走进各个学校，不断向青少年播
撒“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这个隔代家庭教育好
伍想德

绥宁县城像一颗小小的珍珠镶嵌在绿海中。
这里四面环山，是一方盛满巫傩文化的神秘土地。
巫水从县城穿过，拐一个弯便匆匆流去……其间
5桥飞架，尤以风雨桥醒目。一到晚上，灯火辉煌，
飞檐翘角，笙歌四起，如雨溅落，桥畔水里，泛起粼
粼波光。

世事沧桑，县城在嬗变，人亦如此，一年一个
样。但我仍然记得当年在绥宁一中复读备战高考
时的紧张情景，仍然记得在县城开米粉店时的忙
碌画面，仍然记得在《绥宁报》当编辑记者时的快
乐时光。逝者如斯夫，我在县城学习、经商、工作，
进进出出好几个回合，仍然没能在县城落脚。后来
在温州近十年打拼之后，我又回到县城工作，编
书、采访、置房、定居……构成了我人生一个精彩
片段。可以说，县城是我成长的摇篮。然而，对于外
婆来说，县城却是她一生的痛。

我的外婆叫向南桂，一名命运多舛的女人，她
不是我的亲外婆。外婆最先嫁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与丈夫生活好多年一直没有生养，在她四十多岁
的时候离婚了。那时我亲外婆病故，经人介绍，外
公娶了这位可怜的外婆。

当时，我妈还只有八岁。一进门，外婆便把她
视为己出，伴她一路成长，所以外婆和我妈的感情
至深。在我的心里，她就是我的亲外婆。

我四岁那年，外公得了一场大病。舅舅和父亲
把竹椅扎在两根竹竿上，然后抬着躺在竹椅里的
外公上县城治病。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跑着把外公
他们送到村道口，忧伤地注目远送。

我听到竹椅与竹竿摩擦时发出的“吱呀、吱
呀”声在风中有节奏地响着，看到外婆腋下夹着一
把破旧的雨伞，肩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心
事重重地跟在舅舅和父亲的后面一路小跑……这
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至今也抹不去。

县城的医院并没有把外公从死神的手中夺回
来。外公在县城住院不到一个星期便去逝了，外婆
哭得撕心裂肺。为了把外公运回去，父亲到在县城
某单位工作的一位堂爷爷那里借了一辆板车，把
死去的外公装上车，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拉着外公
往60多公里远的老家赶。外婆跟在板车后面，一
路不停地哭、一路不停地喊，但始终没能把外公唤
醒。板车拉到距家5公里左右时，大队的拖拉机赶
来了，外公的遗体才顺顺当当地运回了家。

后来外婆改嫁给村小的一名民办教师。他对
外婆特别好，夫妻恩爱情深，应该说外婆后半辈子
找到了依靠，有了好的归宿。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1978年暑假，他到县城参加县教育局举办的会议，
半夜在县招待所突发疾病不幸病故。闻此噩耗，外
婆痛不欲生，盘在脑后的髻子一夜白如霜雪。外婆
病倒了，家人要送她到县城治疗，她断然拒绝：“我
永远不再到县城去！”

如今，外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每当我
看到风雨桥上那些唱山歌的老人，我就会想起我
的外婆。如果她还健在，我就想把她老人家接到县
城来住一住，看一看巫水河畔美丽的夜景。可是这
一切只能是假设，即使她仍然健在，她也不可能到
县城来，因为县城有她两处深深的痛。也正因如
此，我为我的境遇而感到欣慰无比，同时也为我外
婆的不幸遭际而感到十分惋惜！

（袁学龙，绥宁县广播电视台记者）

忆外婆
袁学龙

◆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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