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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古老的文物会
“说话”。

文物星散于广袤大地，绵延于岁月
长河，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我们邵阳的
文物古迹众多，但也有的物是人非，有
的沉寂千年。

先说文物保护单位。截至目前，邵
阳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8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80 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490 余
处，文物保护点800余处。类别涵盖古建
筑、古遗址、古墓葬、古窑址、岩洞、石窟
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等，数量众多，丰富多彩。其中红军长
征、雪峰山会战等许多红色文物，是研
究、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再看馆藏文物。仅市博物馆，就有
藏品3185件，其中珍贵文物265件。那一
件件珍贵的出土文物，仿佛一颗颗珍
珠，串起的是邵阳从春秋白公筑城以来
2000 多年的灿烂文化；又如一个个坐
标，象征着邵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一路走
来的古代文明。

还有传统古文化村落。从2012年，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
木凼村作为邵阳市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开始，到2019年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公布，邵阳已有43个村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物
资源。挖掘文物历史，讲好文物故事，做好文旅融合，对于促进乡
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但也有很多文物因为年久失修，已是风雨飘摇，面目全非，
令人无比痛惜。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邵阳县五峰铺吕霞观，是一座清代的古
民居院落，五进七开，规模宏大，目前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
派破败景象。空旷无人的老宅，满目的断壁残垣，荒草凋零。没有
陈列，没有展板，没有故事，也无法“对话”。高大的宅院大门，空
寂无声，尘封着远去的光阴故事，只能遥想主人昔日的京华烟
云。

又想起不断消逝的古宗祠。我的老家，也是有过规模浩大的
陈氏宗祠的，四合大院，石门高墙，雕梁画栋。有天井，大礼堂，戏
台，正房，还有很多厢房。解放以后就开始改为学校，令人痛惜的
是，30年前建校办学时全部被拆除了。

还有，邵阳的红色文化资源其实也很多，除了红军长征过境
的战斗指挥所旧址、解放战争的衡宝战役旧址、八路军驻湘通讯
处旧址等，还有邵阳本土革命先辈的故居，也都是红色基因的传
承载体。比如新四军著名将领袁国平故居，开国将军姚喆故居、
李寿轩故居，人民音乐家贺绿汀故居，等等。

做好文物修复、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要让文物坍塌、毁灭在
我们手里，不要让“文化遗产”成为“文化遗憾”，这是文物工作者
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重任。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投入，邵阳文
物的保护与修复迈出了可喜的步子，文物资源在不断挖掘、整
理、保护和利用。比如：邵阳北塔、武冈城墙、贺绿汀故居、荫家
堂、魏源故居、蔡锷故居、崀山刘氏宗祠等一批全国重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修缮恢复的都很不错。其中，人物生平、历史事件、
人文脉络、原物用品，都很完整，让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得到了
很好的再现与传承。

文物故事，是“史记”，也许是编年史，也许是断代史。邵阳的
文物要“说话”，就要立足挖掘整理，讲好几个方面的故事：

追溯古城“往事”。邵阳古城历史：白公筑城。疆域延伸到哪？
古称“宝庆”的邵阳古城与史称“都梁”的武冈都城有何隶属或关
联？邵阳古城墙为什么是“铁打的宝庆”？石达开与宝庆府有哪些
传说？武冈古城墙、武冈文庙有哪些故事？陶渊明祖父陶侃任武
冈令时有些什么渊源？朱元璋与武冈都城有些什么历史脉络？

追寻“网红”打卡。比如，陶渊明、王昌龄、周敦颐等文化大咖
历史上在邵阳古城留下哪些足迹？特别王昌龄，他送别柴侍御武
冈赴任，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
伤。青山一路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么放不下好友，他后
来去过武冈吗？留下过哪些足迹与诗赋？

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邵阳博物馆那么多国家一级、二级
珍贵文物，它们的历史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传奇与故事？深挖掘、
广收集、细整理，写出来，不仅能让人信服，也使古老的文物有了
鲜明的“地标”和“鲜活”的面孔。

红色足迹的故事“还原”。比如，红军长征途经邵阳，在隆回
鸭田、洞口花园、绥宁寨市、城步南山等地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
斗。趁一些当时的见证者甚至亲历者还在，赶紧挖掘、搜集、整
理，写好这些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理清红色脉络，丰富邵阳
本土的中共党史、军史、地方史，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
意义。

文旅融合与乡村旅游。传统文化村落一定要突出传统文化
元素，利用好文化资源，讲好文物故事。将文物历史的深度、文化
印记的厚度与文创产品的巧度、旅游内容的广度有机结合，就能
让文物有“声”，活起来；让文化有“品”，串起来；让旅游有“味”，
嗨起来。

我想，如果沉寂不语的文物真的“说话”了，邵阳文物有“邵
阳故事”，那该多好！ （作者单位：市文化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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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一名女工不
慎被锁在冷库里，生命垂
危，关键时刻，被公司保
安员发现后解救出来。事
后，保安说，该女工长期
来养成一种习惯：上下班
路过保安室时，总会对在
岗的保安打招呼问个好。
而当天下班后，保安却没
有发现这位女工。于是，
他来到工作区巡查，才发
现了这一险情。

好习惯，救一命。因
果定律，发人深省。

据《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习惯，是在长时期
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
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
习惯，有好坏之分，好习
惯反映好行为、好作风；
坏习惯产生不良行为、
不良影响。作为社会风
尚的引导者——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应常省习惯初
起时。

坏习惯易生难改。前
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相继出台有关反腐倡廉
转作风的“规定”或“禁
令”，有些人觉得“不习

惯”，那是因为以前的“太
习惯”，以至于习非成是。
他们习惯了曾经出行的
前呼后拥，就不习惯轻车
简从；习惯了说空话套话
就不习惯听实情真情；习
惯了一人说话众人点头
不习惯问计于民......

好习惯难生易变。在
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习惯
好、作风实、品行端的好
干部、好领导，他们习惯
了学习就少了应酬，怕浪
费了时间；习惯了较真就
不会作假，怕群众指责组
织问责；习惯了调研求证
不独断专行，怕伤了团结
影响发展......

好习惯是一个人一
生的修为。而要改变不良
习惯必须有坚定的意志
和壮士断腕的勇气，转变
作风必须“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咬牙坚持与点
滴养成。如果我们从培养
好习惯、革除坏习惯入
手，注重点滴修为，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那么，好
作风就自然生成了。

（作者单位：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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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一个朋友新装修的店里
闲聊时，忽闻漂亮的吊顶里面有老鼠奔
跑的声音。她一脸尴尬：“刚刚花几十万
装修的新店，也不知老鼠是从哪里进去
的？”现在城镇的房子都是钢筋水泥的，
防盗门和窗户是金属做的，老鼠入室偷
吃啃物实属少见。

在我的记忆里，和老鼠的斗争经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我家的房子单独砌在一个
山窝中。那时农村的房子都是土砖砌的，
门窗楼板全是木做的。我记得一到夜深
人静，老鼠就到处作乱，有的啃门板边
角，有的咬装谷的木柜子，有的在木楼板
上奔跑，有的老鼠相互打架发出“吱吱”
的声音，有的老鼠不知在干嘛发出“咕
咕”声，不一而足。有时，老鼠甚至爬到床
上，在被子上跑来跑去，最恶心恐怖的是
从我露在被子外面的手上或者脸上爬
过。家里的门窗及柜子常被老鼠咬出一

个个缺口或者小洞。老鼠还到处拉屎拉
尿，破坏卫生。那时没有电灯，母亲有时
候点上煤油灯，驱赶一阵老鼠，等老鼠们
跑了或潜伏了，又灭了灯睡下。可刚睡下
不久，老鼠又出来作恶犯科，折腾得大家
一夜无法安眠。

那时对付老鼠的办法不多，记得当
时母亲常用的办法是用一个小酒杯倒扣
在地上，然后再将一个大碗倒扣，倒扣的
大碗的碗口边某一个位置一定要放置在
倒扣的小酒杯上，再在大碗下面放些诱
饵。老鼠偷吃时，一不小心，便使倒扣的
大碗从酒杯上滑下来，老鼠便被大碗罩
住。于是，母亲便滑动大碗，让老鼠的尾
巴露出，从而捉住老鼠。这种办法，往往
只能抓住比较小的老鼠。

记得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冬日，地
上铺上了厚厚的鹅绒一样的大雪。大
哥从外面回家，发现一只老鼠在雪地
上跑。也许是老鼠在这种雪上跑不动，

被大哥当场抓住了。那时，物资不够丰
富，很难有肉吃。因此，抓来的老鼠如
果比较大，有时就拿来做菜吃了。一般
是将抓来的老鼠剥了皮，然后把肉烘
干，做成腊老鼠。有一次家里来了客
人，没有荤菜。母亲就将腊老鼠做成
菜，很香。客人很喜欢吃，便问这是什
么菜，这么香。母亲不好意思，只说：

“没有好菜，招待不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住在单位宿

舍的一楼，家里老鼠特别多，防不胜防。
夜晚常常要起来打老鼠。一天晚上，老鼠
被我追赶得无处藏身，但突然就不见了。
我正在纳闷，突然发现它蛰伏在纱窗边，
于是我立马将玻璃窗关好，让它封闭在
纱窗和玻璃窗之间的狭小空间。然后，我
拿来一根铁丝，将它赶来赶去，让它在那
个狭小的空间上蹿下跳。惊吓和疲倦终
于让它安静下来。于是我用铁丝给它来
个“就地正法”。

老鼠是一种动物，作为一个生命，应
该得到尊重。但它作恶多端，偷窃粮食，
损坏物品，传播疾病，是公认的四害之
一。因此，对它是不可饶恕的。就算是人，
做了老鼠一样的坏事都要受到应有的惩
处，更不用说鼠辈们了。

（作者单位：邵东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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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国两会针对教育工作提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新时代
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
的方向和目标。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育作为
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始终是教育
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特别是高校，如
何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笔者认
为，关键在于铸魂培根，强基固本。

要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我们
的高校，其使命和任务就是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深刻
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党委
要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
落实的职责，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要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确保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
领域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高校永远
成为党和国家的人才库，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要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思想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
们党的政治优势。高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必须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思
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三全育人”机
制，引导师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思想
政治理论课既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主渠道、主课堂、主阵地，又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因此，高校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宣讲工作，
配齐配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革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亲和
力、吸引力，提高针对性、实效性，使

思政课成为大学生最喜欢的课程。
要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

结合。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
坚持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
合，构建“大思政”格局。努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端正“三
观”，做一个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
人。要把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
与党领导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感人故事引入课
堂，加强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大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永葆初心使命，矢志不渝
听党话、跟党走。

总之，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
继有人，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高校必
须全面落实这一根本任务，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
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
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前进。

（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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