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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祭灶官；二十
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年
鸡……”我的家乡是湘中一个
很不起眼的小山村，崇山峻岭
连绵起伏，九曲回肠的山路蜿
蜒盘旋，在幽深的山林中时隐
时现，纵横相连。冬季的山村
更加多了几分宁静和冷清，只
有欢快的童谣次第唱响时，恹
恹欲睡的村庄才被唤醒，重新
打起了精神：要过年了！

我家的房子是一栋普通
的木质板房，清一色的木门、
木窗，木板、木梁，独门独户坐
落在一座向阳的山坡上。青山
如黛，木屋恰似一双慈祥的眼
睛，一年四季静看门前云卷云
舒，花开花落。每当轻盈的雪
花飘进窗棂，金色的阳光从雪
地反射进来，铺满整个厅堂，
简朴的家庭顿时金碧辉煌，时
光也变得生动起来。

“下雪了，下雪了！”童年
过年，是从传唱童谣开始，也
是一定要有雪花相伴的。晶莹
剔透的雪花像一个个精灵，一
个个伙伴，总是在年关如约而
至，翩翩降临。那时，我们几个
放寒假后，除了读书、做作业，
每天都要帮助家里打柴、割
草，看牛、喂猪，料理家务，打

扫卫生。只有掰着手指头盼望
过年的日子，才是最期待、最
渴望的，也只有在冰天雪地中
享受年味、放飞自我，才是最
舒心、最快乐的。

所以，无论是谁最先感受
到第一片雪花的信息，都要惊
喜地欢呼，奔走相告。我们或者
放下书本，或者丢下手中的活
计，冲到屋旁的晒谷坪，一起仰
望天空，凝视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彤云密布的空中撒下来，像
天女在散花，像精灵在舞蹈。她
们亲昵地钻进我的头发，飞到
我的脸庞，跳上我的棉衣。由于
气温很低，不一会儿，我们的身
上都积满了一层洁白无瑕的雪
花，一个个变成了童话中的“白
马王子”和“白雪公主”，心中暖
洋洋的，没有一丝寒意。因为我
们知道，只要再美美地睡上一
觉，明天就能带着板凳到厚厚
的雪地里开雪车，还能和对面
山坡上的伙伴一起堆雪人、打
雪仗了！

大山里的雪花从不吝啬。
一觉醒来，房前屋后的柴垛和草
垛上堆满了积雪，附近的小路和
田垄被白雪淹没了昔日的轮廓，
远处的树林和竹林银装素裹。天
空和山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整
个世界仿佛冰雕玉砌，浑然一

体。漫天飞舞的雪花，还在自由
自在地挥洒慷慨，洋洋洒洒地涂
抹华章。村庄里的小伙伴抓住难
得的欢聚机会，在雪地中纵情玩
耍，在雪花里放松身心，迎接越
来越近的春天。

瑞雪兆丰年，红梅报新春。
有了雪花，才有了更加丰富的年
味。过年了，大人们不再为温饱
犯愁，将打拼一年的艰辛卸下，
把积攒了一冬的幸福集中释放，
脸上多了愉悦的笑容，深刻的皱
纹也舒展了很多。母亲在劳作之
余，把慈爱一针一线缝进衣裳，
衲进鞋底，为我们添置了新衣，
缝制了棉鞋。父亲是十里八乡小
有名气的“秀才”，从工作单位回
到农村务农后，不怨天尤人，忙
里偷闲坚持学习。只有到了年
关，才和儿女多了交流。特别是
围坐在火塘边守岁时，总要认真
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讲解白雪
的冰清玉洁、梅花的凌寒怒放，
教育我们逆境不坠青云之志等
做人的道理。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年
春节都要教我们写春联、贴春
联。大年初一清晨，父亲把几个
子女叫到一起，将事先准备的
笔墨纸砚摆好，轻轻地将鲜红
的纸张裁好、码齐，凝思片刻，
便笔走龙蛇，将上联、下联和横

批写好。我们一边端详，一边思
索，然后小心翼翼将春联贴上
门楣。鲜艳夺目的春联，映着雪
后初晴的明媚，在声声欢腾的
爆竹声中，昭示着美好的新年
迈开了崭新的步伐。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落
实政策重新恢复了工作。我们
几个远离家乡求学、参军，或参
加工作，或自主创业，各自在不
同的岗位拼搏奉献，实现自己
的人生梦想。进入新时代以后，
祖国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各行各业蒸蒸日上，过年、
守岁也被赋予了不少新的内
涵。虽然多年没有回到山村过
年，但是每每回味起那些雪花
里的年味和场景，总会勾起我
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带给我们
无限的温暖和无穷的力量！
（张雪珊，任职于双清区融

媒体中心）

雪 花 里 的 年 味
张雪珊

正月初八的一大早，二
哥的电话就来了，相约和刚
哥一起去爬崀山牛鼻寨的天
一巷。

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常
的要早，牛鼻寨山脚的杨柳
已经吐出了青绿的新芽，微
风一吹，摇曳的柳枝如一袭
绿色的瀑布。春日暖阳里山
泉泠泠作响，山鸟嘤嘤而鸣，
景区里红男绿女来来往往、
熙熙攘攘。

我们只作悠闲的户外
游，走走停停着向牛鼻寨爬
去，虽然路途陡峭，却了无疲
惫。到了天一巷入口处的瞭
望台，一身微汗时正好稍歇。
回望东方，太阳升得一竿来
高了。

用手遮额东眺，只见峰
峦起伏中金紫岭昂首高耸，
以至尊的姿态傲然而立于崀
山的东北角。朝阳下山色如
黛，朦胧中每一座山峰只显
示出大致的轮廓，而夫夷江
却显得分外清晰，粼光闪耀
间如一个身着珍珠衫的处子
般静卧，丝丝云彩如纱巾般
缠绕其间，那份妩媚就更令
人心仪和沉醉了。

山脚下竹林翠色欲滴，
林涛阵阵。几树早樱点缀其
间，衬托着崀山如村姑淡雅
优美的素颜。微风轻掠，淡红
轻摇，正如豆蔻少女的情窦
初开……远处传来鞭炮的轰
鸣，那是拜年客的信使还在
传播着春节的喜气。

进入幽深的天一巷，狭窄
的巷子只能容人侧身弓腰而
过，游客如同亦步亦趋的朝圣
者向上攀爬。抬头仰望，天显
一线，巷名“一线天”，就再也
恰切不过了——我惊诧于第
一个穿行一线天的探险者，于
这深邃的暗道中攀爬，不啻于
第一个食蟹的勇士吧。

巷子的尽头是一段天梯
般的石级，一根碗口粗的古
藤如大蟒横布道中。跨了过
去，云空万里，豁然开朗间怎
一个爽字了得！

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来

平方米的石台，而崀山人却
把它打造得很是精致。靠里
是一处小茶馆，而令我万分
惊异的，是靠外的一个小书
摊。小书摊上摆放的书不多，
只有二三十本，却都是一些

“老陈货”——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小人书：《偷拳》《莲花
掌》《雪地英雄》……这一切，
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四十年
前。这类书籍，是我们这些“60
后”少年时代的最爱，因为它
们，我也曾经有过“窃书不算
偷”的经历。在翻阅中，我感觉
自己又身处小时候边看小人
书边煮饭的灶膛前了……

让我更为惊喜的是，书
摊的最边上摆放着几套纸色
渐黄的《毛泽东选集》。我急忙
翻看最后的页码，竟然是
1966年的老版本——这在当
年，家家户户都要把它们摆
放在宝书台里。它们是我的
启蒙读物，今天于我来说更
是一种久违的亲切，于是决
定一定要买一套回去。再翻
看末页的标价，竟然是每本
0.44 元。我询问每套卖多少
钱，老板说二百。我心想就算
是一本一百我今天也买了，
但还是习惯性地、也“小心”地
压价说：一百吧！老板说：你多
少再加点。我看旁边还有一
套用老书套装着的一卷本，
于是对他说：连这本一起，一
共一百八吧。二哥和刚哥也
在一旁帮腔，攀谈一阵就熟
络了，说到一位我们的一位
文友棒哥，竟是这老板的舅
舅。老板一听，说：看来你们都
是读书人，也是识货的，又是
熟人，我就便宜卖给你吧！

老板又从书袋里拿出了
几套，对我说：这里还有几
套，我给你换一套新的吧。我
翻看了一下出版日期说：就
是这套算了，就是这套算了！

太阳快正顶了，下山的
脚步同心情一样的轻盈。崀
山的山光水色让我们神清
气爽。
（蒋双捌，任职于新宁县第

五中学）

崀山游
蒋双捌

希望的田野 刘玉松 摄

(上接1版②)不一会儿，一个挑着一担
柴的小伙子走过来，见家门口站着的正
是把自己从国民党监狱里救出来的红
军，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当他得知警卫
员是为首长找烟忙了一大阵子，就说自
己家里有几公斤烟叶，是他去年从广西
买回来给他父亲抽的，警卫员喜出望
外。小伙子马上喊他父亲开门。老大爷
了解情况后，当即从屋里拿出约两公斤
好烟叶给警卫员，警卫员要付钱给老大
爷，老大爷却硬是不肯收。

邓小平回来了，看见桌上摆着烟，
就问警卫员是不是丢失的烟找回来了？
警卫员报告说是老乡送的。邓小平严肃
地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决不能随便
收老百姓的东西。”他从衣袋里拿出三
块银圆，命令警卫员马上给老乡送去。
警卫员拿着银圆急急忙忙到老乡家里
去，可是老大爷还是不肯收。

吃过午饭，邓小平与警卫员来到老
大爷家向其解释：“我们红军是人民的

军队，有严格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邓小平边说边将三块
银圆往老大爷手里塞。老大爷和他儿子
很是感动。老大爷说：“我儿子被国民党
抓壮丁关在牢里半年了，要不是你们红
军来救了他，不知道哪天他才能出来。
首长，你这钱我可以收，但你要答应我
一个条件。”邓小平说：“是什么条件？你
尽管说。”老大爷把他儿子拉到身边说：

“国民党逼我儿子当兵，我不从，今天，
看到你们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我请
求你们收下我儿子当红军。”

“小平街”的故事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人，这里朴实的百姓们守着老街过着
日子，也将红军的精神不断传承。2008
年7月，这条街被绥宁县人民政府公布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6月，这
条街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七军指挥所旧址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接1版③)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
制、一次性告知制、行政审批容缺受理制
等一系列制度，以主动、精准、规范、廉洁、
高效的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自创建

“廉洁单位”以来，邵东市“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总办件量达16万余件；复工复产政策
兑现办件量3108件，惠及企业1332家。

下阶段，邵东市将实行分级分类创
建，根据行业和单位特点，分为“廉洁机
关”“廉洁医院”“廉洁学校”“廉洁乡镇”

“廉洁村（社区）”等5类进行创建和考
评。注重品牌亮点打造，凸显行业单位

特色，由邵东市创廉办带头开展创廉活
动、业务培训、定向指导、明确主体责任
等方式，提高各单位对“廉洁单位”创建
工作认识，增强创建水平，激活工作思
路。强化“廉洁单位”创建成果运用，提
升群众幸福指数，将“廉洁单位”创建活
动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做到创建力度递
增、主体责任到位、督查落实有效、长效
机制牢固、干部作风持续向好，以良好
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转变，实现人
人参与创建，人人共享创建成果，不断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上接1版①)
双赢村自然条件适合发展油

茶、猕猴桃，三合村可种植钩藤、七
叶一枝花中药材，共性问题就是组
织化程度低，不成系统。针对这种情
况，隆回县财政局与村“两委”召开

“诸葛会”，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吸
纳社员等方式，在两村采取“帮扶工
作队+贫困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
成立帮民致富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惠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猕猴桃
种植合作社，共种植钩藤、金银花、
七叶一枝花等中药材270亩、猕猴桃
500亩、油茶400亩，每年带动贫困群
众人均增收6000多元。采访期间，记
者遇到刚刚在村惠民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领到当月1450元工资的困难
户谭克军。他脸上满是笑容，说：“我
都63岁的人了，做梦都没想到这么
大把年纪还能在家门口打工，多亏
了工作队……”

针对有些贫困户致富无门，“单
打独斗”又缺思路、缺技术、怕风险的
情况，隆回县财政局把精准对口帮扶
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按照
干部职工重点帮扶2-5户贫困户的
原则，局机关干部与763名贫困群众
结成对子，瞄准支柱产业，逐户制定
脱贫方案和任务书、时间表，实行“挂
图作战”，瞄准技能短板开展技能培
训，补上贫困群众技能空白。2015年
以来，驻村工作队共为两个村争取发
放小额扶贫贷款51笔238万元，惠及
贫困户39户，两村受益于行业扶贫

种养殖的贫困户达51户，截至目前，
实现户均增收2万余元。

立足差别化保障政策，稳步实
施易地搬迁、危房改造、救助救济、
教育助学和兜底保障，对贫困户实
行民生保障。5年来，两村完成易地
搬迁 43 户 160 人，对危房改造对象
进行补助；瞄准资助参保、门诊医疗
救助、基本医疗救助政策，帮助贫困
群众降低医疗费用；推动“雨露计
划”，借力政策支持帮助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全面完成义务教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5年多来，
隆回县财政局扎扎实实的帮扶，获
得了广大贫困户和帮扶村群众的交
口称赞，也获得了有关部门的充分
认可，先后荣获“全市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全县脱贫攻坚后盾
单位”“全县党建促脱贫攻坚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荣誉，三合村党支部被
评为全县“示范支部”。

志智双扶去“穷念”

家住三合村的老谭，2019年7月
扶贫动态调整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两个非婚生育的孩子。此
前，他平时喝酒打牌，也不外出务
工，家里柴米油盐不闻不问，对村里
开展的各项扶贫活动不以为然。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方面入情入
理多次上门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多
方联系，帮助两个孩子顺利落户，并
上了幼儿园，享受幼儿困难补助。老
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主

动找财政帮扶干部，并发挥砖匠手
艺增收致富，靠自己的双手在 2020
年7月份摘掉了贫困户的标签。

隆回县财政局驻三合村工作队
长、村第一书记马长虹说，在贫困与
致富的博弈中，他们与村“两委”带
领贫困群众，瞄准基础设施和各项
产业扶持精准布局、周密实施，让贫
困户们脱贫有了底气，生活看到了
奔头，致富见了彩头。

扶贫先扶志，脱贫贵立志。因户
施策，驻村党员干部分兵入户，将扶
贫和扶志相结合，在做好群众思想
工作过程中把脉问诊、对症下药。紧
抓教育扶贫，面对贫困群众整体素
质落后情况，定期开展“人穷志坚
强，致富路更广”“自强脱贫光荣，坐
等靠要无光”主题宣讲活动和“送健
康送文化送信心”公益活动，推动学
习知识富脑袋、学以致用富口袋。采
取免、减、奖、贷、助、补等多种方式，
确保每个贫困孩子在各个教育阶段

“有学上”“上得起”，不让贫困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同时，通过典型引
领，在村贫困户中开展“星级评比”
主题活动，通过一个个脱贫攻坚中
优秀代表人物的典型事迹，激励贫
困群众在比学赶超中查不足找差
距，形成了脱贫光荣的良好氛围。

渠往哪引，水往哪流。如今，双
赢村、三合村彻底告别了村贫民困
的历史，村民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小汽车越来越多，过上
了富裕康宁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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