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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鸣鸟叫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窗外雨
滴下落的声音，让人心生离愁别绪；风拂竹叶
的声音，让人顿生凉爽惬意之情；校园里的钟
声，让人欣喜又警醒……在我记忆的海洋中，
一只小鸟的凄鸣，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妈妈准备带我去
外婆家玩，但不巧的是，我的脚在关键时候出
意外了。脚被一只无名虫子咬了一口，接着便
烂了个洞，痛得不能伸直了，可能是伤到了
筋。妈说让我在家不要去外婆家了，但我还是
不顾伤势坚持要与妈妈坐高铁去了外婆家。
妈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为了玩，我可真是
拼了！一路上，风光无限，脚伤似乎也没那么
痛啦。

到了外婆家，天正下着大雨，加上脚伤，
心情便一下子由晴转阴啦。妈妈每天忧心忡
忡，不时为我的脚伤偷偷抹泪。加之连绵不断
的雨，我的心情愈发不舒畅了，希望那雨声早
点停下来。一天，正在家里闲坐着，外面传来
了鸟叫的声音。小姨看我没精打采，便说：“我
去捉只小鸟！”我以为她是逗我开心的，没想

到，不到十分钟，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鸟便随小
姨出现在我的眼前！小姨，您真神！因外面下
着雨，小鸟的翅膀被淋湿了，它没法飞起来，
但一种久违的欣喜与惊奇迅速充盈着我。

小姨用一根绳子绑住小鸟的脚，交到了
我的手中。那只鸟儿的羽毛是蓝色的，虽湿漉
漉的，但掩饰不住它的美丽。小巧玲珑的模
样，不时发出叽叽喳喳的欢叫声，可爱极了。
鸟儿极力想飞走，但是我想留住它，一个邪念
立马蹦出来：拔掉它的羽毛！没羽毛，它就飞
不成了。立马，我把鸟儿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
拔起来，每拔一根羽毛，小鸟便发出一声凄厉
的叫声，但我全然不顾。不一会儿，一只光秃
秃的小鸟便站在我面前了，没有了羽毛的鸟
儿再也飞不起来了，我暗自为自己的“杰作”
自得。但小鸟再也没有来时的欢鸣声了，偶有
几声有气无力的叽叽声。它耷拉着脑袋，没精
打采的，可怜兮兮的！两天过后，小鸟不吃不
喝，看起来削瘦了许多，我顿时难过起来！那
只可怜的小鸟像极了当时的我，受伤了，走不
了啦！我很后悔自己当初那无知、无情甚至愚

蠢残暴的举动！
我对小姨说：“小姨，我们把它放了吧，否

则它会饿死的。”小姨也认同了。我们便将小
鸟放到屋前的一片树林前，解掉绳子将它放
了。小鸟光秃秃的身子，临走时，它扇动了一
下它没羽毛的翅膀，试着飞行，但一切都是徒
劳，它凄然地叫了几声。它会不会在寻找它的
妈妈或是同伴呢？我不忍看下去，迅速地逃回
了家。我的脚伤不久便好了，但是那只没有羽
毛的鸟儿呢？它又在哪里呢？也许它因为飞不
起来，被车碾压死了，又或者被某个善良的人
捡走收留了，等羽翼再丰盈时又重新飞向天
空……雨停后，我便随小姨到放走小鸟的地
方去看了看，看小鸟还在不在那，但是我没找
到它了，一种久违的负罪感困住我了。

时间已过去了好几年了，童年的无知
让我心头留下了永久的愧疚。那小鸟无助
的凄鸣时时啼叫在我良知的心海，久久挥
之不去。

（指导老师：宋阳玲 周卫平）

●回望

难忘那小鸟的凄鸣
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彭莉媛

冬天，风就像一把把无情的刀，刮在人们脸
上；雨就像一颗颗子弹，打在人们的衣服上。路
上的行人头缩在衣领里，急匆匆地走着。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早晨，妈妈的声
音传入我的耳朵。

我用手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时间。什么！
到七点二十了。我从被窝里一跃而起，三下五
除二穿好衣服，风风火火地整理好书包，仿佛踩
上风火轮般来到了学校。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大家都已经把课本拿
出来开始读了。可我翻遍了整个书包都没有发
现语文书，这时的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汗都流
了出来。心想：怎么办啊！万一被老师发现了，
被老师当众批评，可丢脸了。

这时，老师好像发现了我这边的异常，慢慢
向我走来。此时我的脑袋里仿佛装了个警报装
置，一直在响：“警报，警报，危险人物靠近！”渐
渐地，老师越走越近。听着老师的脚步声，我脸
色苍白，心已经凉了，我感觉自己坐在一条小船
上，暴风雨越来越近。我想这场暴风雨不只会
刮走我课代表的职务，还会刮走我在同学面前
的面子吧。于是，我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师来批
评我。

老师走到我的身边看着我，我也抬起头来看
着她，从她的眼睛里，我感觉到浓浓的关切。只
见她皱了皱眉头，嘴角挂着微笑。我的心渐渐平
静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抱歉，身上都出了毛毛汗。

“你没有拿语文书吗？”老师低下头问我。
“对不起，老师，我今天起晚了，忘记拿了。”

我红着脸小声地说。
“那怎么行，这样吧，我先把我的语文书借

给你，我还有一本。”老师温柔地说着，便把她的
语文书递给了我。

我一脸惊讶地从老师手中接过语文书，大
声地读着。转过头，我看见老师正指导别的同
学朗读课文呢。那一刻，我感觉窗外的风似乎
变温柔了一些，雨也在快乐地弹奏着音乐，连空
气都暖烘烘的了。

（指导老师：唐昕 向辉）

一件温暖的事
洞口县城关中学223班 曾冰蕊

我的家在邵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的村
庄其实说小也不小，只是年轻人一般都不在家，
就显得村子里空荡荡的，一般都是老人在马路
上简单地闲聊着。

有的时候没事做，爷爷奶奶就跑去和别的
老人瞎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老人之间有那么
多话说，而且是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的那一种。
小孩子也喜欢到处玩，有时河边坐着几个大哥
哥大姐姐在钓鱼，那些小朋友也要屁颠屁颠地
跟过去，或者是往河里扔石头，在空地上你追
我跑。

春天，我家屋前是成片成片的油菜，迎面吹
来的是阵阵花香。村子里平躺着一条河流。河
流很长，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竹木的倒影时而
清楚时而模糊，人们常在水边洗菜洗衣服。

在晴朗的天气里，人们在各家的田地里播
种。他们汗流浃背，不时地打量一下过路的行
人，或者问候一句：“诶？你是……去哪啊？”村
子里的人们都非常的友好，他们也十分的热情，
喜欢和人聊家常。

我的爷爷奶奶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他们
和村庄里的老人整天聊来聊去的。在农村几乎
每家每户都养鸡鸭，人们十分勤劳，不怕吃苦。
爷爷奶奶也养了很多鸡鸭，就放在前面的田地
里。爷爷奶奶教我做一个懂礼貌的人，遇见长
辈要问候，不能“哑巴”。村子里的长辈们都对
我们很好，时不时会笑着问我们的学习情况。
我对乡村父老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善良、勤
劳，且对人热情。

我很喜欢我的村子。不仅因为我的家在
这，更是因为村子里的人，他们就这样和谐安稳
地相处了大半辈子！

我的村庄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向欣怡

●记 录

(上接1版)
“人均一亩脱贫树”。自 2018 年开始，洞

口县上下迅速掀起“三棵树”种植热潮，共完
成“三棵树”种植10.25万亩，全面实现“贫困
人口人均一亩脱贫树”的目标；每20至30亩
聘请一名年富力强的贫困人口为管护员，深
入做好后续管理。按照县级领导牵头、行业部
门指导、乡镇实施的模式，打造了茶铺、高沙、
古楼等一批产业扶贫示范乡镇，建好了 287
个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其中县级高标准示范
基地14个。预计到2022年，该县“三棵树”每
年将有6亿元以上的产值。

确保稳稳的收入。洞口县成立“三棵
树”特色产业发展办公室，专门推动产业发
展，确保股份合作、直接帮扶等多种帮扶模
式落地。成立“三棵树”村级专业合作社 334
个，按照“土地租金+务工工资+按股分红”
收益分配，产业合同一签 30 年，入股前 5
年，贫困群众不承担经营风险，合作社按入
股资金 8％的比例逐年分红，5 年后贫困群
众和合作社实行同股同利、风险共担。2019
年、2020 年，参股贫困群众已通过合作社领
取“三棵树”产业分红金额达 2000 多万元，

“三棵树”切实成为了贫困群众的“幸福树、

致富树”。
打造县域公共品牌。洞口县构建“一区

两园、一乡一基地、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新格
局，让“三棵树”的带头企业都在县工业园区
有厂房，大力打造“雪峰蜜橘、雪峰云雾茶、
雪峰油茶”等县域公共品牌，依托湖南洞口
辣妹子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古楼云雾茶有限
公司、洞口县亿丰农林牧科技有限公司等省
市级龙头企业带动“三棵树”上下游产业升
级，不断唱响“雪峰”品牌。2019 年，该县“雪
峰蜜橘”成功在央视多个频道进行扶贫产业
展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时要求“把创新驱
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
好”，今年9月再次嘱托我省着力打造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
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制定实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规划，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七大
计划”，全面塑造湖南发展新优势。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省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时”
与“势”总体有利，关键在于因时而动、聚势
而上。论“时”，全球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世界科技创新进入密集
活跃期，颠覆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以大数
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广泛
融入社会生产各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竞相涌
现。谁抓住了这一时机，谁就能在科技创新
上占得先机，谁就能于变局中开创新局。

观“势”，湖南科技创新已积蓄和集聚了
比较优势。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统揽扎实推进全面
创新，创新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平台不断完
善，创新主体快速成长，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
发展，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幅连续多年保持
14%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从 2000 家增至近
8000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
60%，创造了“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涌现了
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磁浮技术、北斗卫
星、深海探底钻机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
加之，湖南科教资源丰富，“两院”院士总数、
科技人员总数、普通高校数量、专利数均居中
部前列，长株潭自创区、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
示范区、创新型城市及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
家级创新平台在湘布局，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蒸蒸日上，岳麓
山种业创新中心、工业创新中心挂牌运行。把
这些优势用好用足，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必将使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更加强劲，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
化湖南提供有力支撑。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
进。”科技创新绝非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
而应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解决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键问题。从现实
来看，我省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较
为严重，工业领域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
原材料过于依赖进口，生命健康、清洁能源等
领域科技发展相对滞后，这些都需要科学技
术提供解决方案。是不是“具有核心竞争力”，
就要看我们在先进制造、智能技术、生物种
业、新材料等领域能不能有所发展，在核心电
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等方面能不
能有所突破，在交叉学科融合创新上能不能
有所作为，在工业强基工程建设中能不能有
所建树。唯有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
题上攻坚克难，形成“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
根”的生动局面，方能真正在科技自立自强中
形成核心竞争力。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很多“卡
脖子”技术问题之所以难以突破，根子就在
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基座”的东
西没有搞清楚。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鼓励基础科研院所和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
潜心探索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敢于提出新
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科技创新
才能在夯基固本中展翅高飞，不断在“高
原”上建“高峰”。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产业是创新的“战
场”。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虽然快速增
长，但与沿海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迫切需
要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成为技
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
化的主体，培育更多创新型领军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
虽小结实成”。对企业而言，创新绝不是玩
概念，而须把技术沉淀下来；不能只关注短
期的流量变现，而应真正沉下来专注某个
领域，一项技术一项技术往上垒，依靠创新
驱动和技术积累补强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链条或生成新的产业
链。这一过程，既需要头脑勇气和灵光一

现，也需要耐心定力和厚积薄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创新

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我省虽然是人才大
省，但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总量偏
少，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
学家更是屈指可数，人才外流的“痛点”亦尚
待消除。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
地，需要聚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以国家战
略目标与产业未来趋势为引导，培养一批位
于“塔尖”的帅才型科学家，孕育一批能够领
衔攻关“卡脖子”技术的领军人才，造就一批
勇于奉献、甘坐“冷板凳”的科研人才。大兴
识才、爱才、进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
引进、使用等机制，给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
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防止
用僵硬的制度约束研究活动，真正让一切创
新要素在三湘大地充分涌流。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由“大学”“大学城”蝶变而成，有赖于扶持政
策、平台经济、科创资源、场景应用、金融支
持、人才支撑、营商环境的持续发力。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重中之重在
于围绕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从
系统思维的高度营造更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打通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产业转化的堵点，构建顺畅高效的
技术创新和转移转化体系。新技术一旦走出
实验室，进入广阔的市场天地，就能释放出
巨大能量，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
激扬起更充沛的创新动能。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近
期，中国科技界两大壮举引发全球瞩目，其
一为“奋斗者”号刷新超万米海底深潜纪
录，其二为嫦娥五号探测器开启我国首次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而这两大科学领
域都有湘人、湘企的影子，尤其嫦娥五号带
回部分月壤将保存在湖南。秉承“敢为人
先”“经世致用”精神的湖湘儿女，聚势而上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让
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有源头活水，让
从“1”到“N”的迭代式创新支流不断汇入，
必能推动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奏出激动人心
的时代强音。（载12月5日《湖南日报》）

聚势而上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三论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浏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