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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妹六十余，流离无房居；近日得
廉租，邀我同相庆。携手入小园，小园
景色新。柳绦藏鸟语，花树掩红亭；蝶
舞蜓飞，小桥流水；高楼栉比，曲径环
回。日暖风醇人犹醺，电梯送我上青
云。小居泊在白云边，彩霓慵靠窗台
歇。馐肴杂陈十余盘，家酿小酌七八
杯。酒兴更逐歌兴涨，小妹起身放京
腔：豆蔻英姿唱铁梅，杏眼迷离醉贵
妃。声曳啭黄莺，调促啁画眉；歌喉惊
四座，四座起喧腾。咏唱忽哑噎，喜容
覆泪珠：“一生何辛劳，晚年得安居；不

愁衣与食，不忧巢臼栖。此幸从何有？
草木承春晖。”

闻言众唏嘘，我亦心嗟吁；胸中
交百感，回踱复倚窗：群山邈邈思追
远，江水滔滔共史长。子美一篇“风卷
茅”，凄凄切切何啕啕；千年祈愿终成
幻，风雨不怜布衾寒；仁人空演云楼
梦，壮士荐血起彷徨。北国十月炮声
隆，中华大地醒蛟龙；南湖树帜，洪都
揭竿……君子一诺千斤重，红船信誓
何旦旦！

（李群，原邵阳市第九中学校长）

堂妹新居廉租房
李群

一
清波荡漾浪淘沙，潋滟湖光映晚霞。
岸柳枝柔莺戏水，长堤滩浅客惊虾。
菜田灿烂留芳艳，诗意阑珊望暮鸦。
舟橹轻摇云影碎，渔歌串串醉江花。

二
暇日驱车任意游，农家乐客赧江头。
坐看陌上花千树，闲品庭前酒几瓯。
犬戏芳丛追彩蝶，桨摇细浪荡轻舟。
风光旖旎寻何处，天子平湖景自留。
（简方杰，任职于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

天子湖行吟
简方杰

我市有一批倾情撰写邵
阳红色故事的老共产党员、老
领导，他们于世纪之交相继退
休，其中有：原市委副书记、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屈家海，原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尹文
武，原市委常委、秘书长卢本
儒，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伍想德，原市政府秘书长、副
巡视员王宽怀，原政协副主席
杨期林，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晓红等。他们在市委党史
联络组的安排下，接受了编写
邵阳党史的任务。怎么编写？
当时大家心中没有谱。在屈家
海同志的带领下，编写组全体
成员前往贵州遵义参观学习，
从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以后，
全体成员深深感到邵阳是革
命老区，邵阳的共产党组织领
导人民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
邵阳的红色故事十分丰富生
动，一定要把邵阳党史编写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从邵
阳的实际出发，编写组制定了
编写邵阳党史和红色故事的
计划，这一干就是二十年，相
继编写了《中国共产党邵阳历
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邵
阳历史（第二卷）》《邵阳名人》

《谢新颖在邵阳》《难忘邵阳情
——刘阳春口述》《刘中心纪
念文集》《邵阳改革开放三十
年》《话说邵阳六十年》，还从
全市各个系统的实际出发，编
写了《为了邵阳的安宁》《建设
者之歌》《教育之光》《白衣天
使》《水利命脉》等。市委党史
研究室和这些老党员参加的
市委党史联络组连年被评为
省先进集体。

后来，在已有的《邵阳剿
匪》基础上，又编写了《邵阳剿
匪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邵阳的土匪活动十分
猖獗。中共邵阳地委和邵阳驻
军决定，从1949年11月起开
展为期一年的剿匪运动，共歼
土匪100多股3.2万余人，缴
获各种武器 12500 多件。从
此，在邵阳消灭了千百年来的
匪患。此书发行到全市乡镇以
上党政机关和高中以上学校，
使广大的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从这段历史中受到启迪。

2017年11月，又联合市

关工委编写了《邵阳红色故
事》，时任市委书记龚文密欣
然为本书作序。本书分为四
辑，第一辑《热土荣光》，收录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邓小
平、陶铸等亲临邵阳或与邵
阳相关的故事。第二辑《碧血
丹心》收录了袁国平、向暄、罗
卓云、欧阳秋曝、李芬、尹如圭
等22名英烈的故事。第三辑

《烽烟岁月》，收录从五四运动
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23个英
勇悲壮的故事。第四辑《和平
颂歌》，收录了“抗美援朝”英
雄曾南生、“中国芯”李国杰、

“世界冠军”邓亚萍、“政工将
军”张国初等24位英模的故
事。本书收录的红色故事受
到邵阳人民的喜爱，特别是
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五老
人员”，将该书视作宣讲红色
故事的“宝贝”。

为了向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2021 年 5 月《百年党庆·
图说邵阳》和读者见面了。全
书8万余字，近千幅图片，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邵阳地
方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
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本书为推动我市党史学
习教育，提振全市党员和群
众的精神境界，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

为了迎接百年党庆，这
些老党员们又和市委党史研
究室的同志，积极筹建了邵
阳党史陈列馆。从 2021 年 3
月开始建设，到 6 月基本建
成，共1100平方米，其中展厅
1000 平方米，宣誓厅 100 平
方米。陈列馆以1919年以来，
邵阳地方党史上发生过的重
大事件、涌现出来的重要人
物、经过的曲折历程、取得的
重大成就等，制成展板 357
块，陈列展出文物近100件。7
月 1 日，陈列馆揭牌，9 月底
正式对外开放。9月30日，市
委书记严华带领新一届市委
领导班子参观了党史陈列
馆，重温了入党誓词。紧接
着，各单位的党员和各级党
校的学员陆续到党史陈列馆
参观，学习邵阳的红色故事，
汲取奋勇前进的力量。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樟树垅茶座

倾情撰写红色故事的老党员
伍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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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的十八洞村出名了，变富了，它
的出名变富与“精准扶贫”有关。

2013年11月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带着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走进了十八洞村。
在贫困户石拔哑家，习近平总书记嘘寒问
暖，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在村里的饮用水
井旁，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水质情况，
笑称这是“农夫山泉”；在低保户施成富家
院坝中，习近平总书记同大伙共商脱贫致
富奔小康之策，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
论述。

时间一晃而过。十八洞村全体村民按
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扶贫”的十六字方略，“撸起袖子加油干”，
齐心协力兴产业，人均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元提高至2021年的2万余元。人们的
钱包鼓了，脸儿笑了，心里暖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来到了十八洞
村。当地的苗族阿妹讲解员告诉我，十八
洞村曾是武陵山区的一个贫困村，村民全
为苗族，因一个山洞中有十八个小洞而得
名；全村由四个苗寨组成，习近平总书记
到过的苗寨叫“梨子寨”。

阿妹带着我们来到新修的村部，路是

新的，会场、陈列馆也是新的。陈列馆的外
墙横着一块木牌，书写着“十八洞村”四个
红色大字。室内挂着一帧帧图片，还有一
组组数字，反映了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

阿妹带着我们上了梨子寨，走进了当
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过的贫困户石拔哑
家。石拔哑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苗族阿奶，
穿着鲜艳的苗族服饰。阿奶家十分干净。
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坐过的火塘边摆放着
一排凳子，参观的人群争先恐后坐在凳子
上和石拔哑合影。

出门沿着一条小巷走了不远，一副对
联映入眼帘。阿妹告诉我们，写对联的人是
一位退休教师。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路过这
儿，老教师刚好打开门，不敢相信眼前的人
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家门口揉眼珠。习近平
总书记上前几步握住了他的手，他才如梦
初醒，激动地向习近平总书记问好。事后，
老教师在木牌上刻了一副对联：“习主席握
手温暖人心，共产党领导福泽万代。”

阿妹带着我们继续前行，走进了施成
富家的院坝，院坝宽敞整洁。习近平总书记
当年组织村民在这里开过座谈会，如今院
坝中立着一块大石碑，刻着“精准扶贫”四

个红色大字。参观的人有单独拍照的，也有
打着横幅、站立在石碑旁集体合影的。

站在院坝抬头四望，远处有十八洞村
新建的矿泉水厂，新修的柏油马路在群山
之间蜿蜒盘旋，道路旁立着一杆杆太阳能
路灯，运送游客的中巴车在马路上来回穿
梭……梨子寨的大路小巷全部铺了水泥，
陡峭处砌了台阶，有老人负责打扫卫生。大
路小巷旁是座座高低错落的房舍，木梁木
柱，黑瓦铺顶。有些整修过的房子一端留有
竹竿编织的篱笆，篱笆上涂有黄泥，保留着
以前的模样。院落四周的大树挂着标牌，写
着树木的名称及所属的树种科目。

十八洞村人有首苗歌：“三沟两村穷
疙瘩，每天红薯苞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
除非客人来到家。”现在苗歌中唱的早已
成为过去，梨子寨变样了，十八洞村变样
了，变得粮丰林茂，变得六畜兴旺，变得山
清水秀，变得家家富裕。

我们离开梨子寨时，一群苗族汉子正
在吊木梁修新房，他们喊着号子，唱着苗
歌，抒发着告别贫穷落后面貌的喜悦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十八洞村见闻
夏太锋

●旅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