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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件苦差。要冷、热板凳
都坐得，不骄不躁；要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淡泊名利；要学会在孤独
中思考，耐得住寂寞。能坚持到最
后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大家，但
一定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会阅读。众所周知，创作与灵
感有关，也与阅读息息相关。古今
中外，书海浩瀚，我们接受文化不
能一叶障目，要有开放包容、海纳
百川的格局与姿态。但也不能良莠
不分，要懂得在阅读中思考，要有
选择、有营养地阅读。再细分一点，
阅读跟自己气质与风格相近的经
典与精品，做到理解和领悟。我们
读了一部作品，要思考这部作品带
给我们什么启迪，诠释了什么精
神、道理、情绪、情感等等，懂得文
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如今网络发
达，很多人都不怎么读书，但也有
嗜书如命的人。读书不是说越多越
好，而是要在大量阅读之外，对少
量适合自己、可弥补自己短处的经
典作品进行细读……一个好的作
家，可以不是评论家，但一定会是
好的鉴赏家，能目光如炬，有识金
断玉的功力，这样的阅读才是有效
的、走心的，才能抵达杜甫说的“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因
此，对作品的鉴赏力，也是创作必
不可少的功课。

敬畏心。写作者一定要有敬畏
之心。只有敬畏，方葆虔诚。汪曾祺
在创作经验的分享中一直强调语言
的重要性：“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
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好比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
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
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就
好比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
戒》，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浑
然天成的美、诗性的张力，看不到一
点刻意雕琢的痕迹。这种意境之美，
就是语言的神奇魅力。

写作切忌粗制滥造，对语言
要有洁癖。一篇作品完成后，不要
急于发表，要放上一段时间，再回
头去看看，会发现又有不同的想

法。好作品有时候也是修改出来
的，每一次的修改会发现不同的
问题，直到无法修改，也就水到渠
成了。作品不在多，而在精，要追
求经典，写一部，是一部，写一篇，
成一篇。写作也是个积累的过程，
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阎真先
生的写作态度就值得我们学习，
他五到六年出一部长篇，每写一
部长篇要做近两千条笔记，可见
他在社会调查中做足了功课。这
些前提准备是必要的，深思熟虑，
胸有成竹，再一气呵成，足见他对
文字的敬畏之心。所以他的每部
作品都有其独到的思想与代入
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技法创新。写作也是讲点技法
的。写一篇最简单的记叙文，也要
平中有料，直中见曲，这篇文才会
有点意思。王鼎钧讲的“直叙”的技
巧值得我们琢磨。某一篇记叙文所
以生动，多半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
生动。某一篇记叙文所以平板，多
半因为那件事情也平板。事实既难
以左右，那么文章也就各有不同的
命运：众人爱读或不爱。事情为什
么又有平板或生动之分呢？什么样
的事情才是生动的呢？有心人加以
比较归纳，找出许多条件来。条件
可能很多，多得我们一时无法消
受，其中最要紧的，也许只有三项，
就是：起落、详略、表里。三者有一
就很好，倘若三者兼备，那真是“文
章本天成”了。李元洛先生的《写着
写着几千年》就有着“文章本天成”
的况味，值得我们细读。如是爱好
小说写作的朋友，一定要学习阎真
先生的《小说艺术讲稿》，这本书全
面系统地梳理了如何鉴赏小说，如
何写好小说的技法与宝贵经验。

写作也如吃饭一样，萝卜白
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领会自然也是不同。但万变不离其
宗，我们还要多学习和探索老祖宗
传承下来的不老法宝，汲取传统文
化的精华，领略汉语的博大精深。

（袁姣素，洞口县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漫 话 文 学 创 作
袁姣素

笔者带领邵阳学院助力
新宁“橙”功“脐”心团，驻扎
在宛旦平村开展“三下乡”，
历时近一个月。我们用脚步
丈量热土，用心灵体会热情，
用行动诠释热诚。现在，笔者
乐意给宛旦平村打出“高
分”，给出“红荣、绿浓、情融”
的评价。

宛旦平村红色文化底蕴
深厚。村内有新宁县革命烈
士纪念馆、将帅功勋陈列馆、
宛旦平烈士事迹陈列馆、双
拥国防教育文化展览馆、宛
旦平烈士纪念广场、新宁烈
士纪念碑、烈士陵园、竹青亭
等 30 多处红色景点。另外，
早期共产党人宛明笃烈士、

“抗美援朝”一等功臣宛德永
烈士、两国大使江勤政、世界
柔道锦标赛冠军何红梅都出
生于该村。现在，慕名前来学
习红色文化、体验淳朴民风
的游客是一拨又一拨。上级
组织和村党支部高度重视红
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大有

“红荣”之态势。
宛旦平村生态环境秀美

旖旎。村内青山连绵，绿水长
流。全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脐橙超万
亩，种植坚持生态化。而那株
株百年古树，更是见证着村
庄的盎然绿意和村民生态经
济的勃勃生机。近年来，全村
大力推进自然环境保护、人
居环境改造、村容村貌美化
等项目，正努力建设更加美
丽富饶的村庄。为此，全村正
在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建设
美丽乡村，打造“让城里人向

往，让乡村人依恋，让游玩人
痴迷”的优美乡村，切实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2020 年，该村获评“全国生
态文化村”。全村上下牢记

“两山论”，围绕“绿”做文章，
大有“绿浓”之态势。

宛旦平村干部民众团结
和谐。村内大力倡导文明乡
风，坚持“勤劳致富、共创文
明、弘扬传统、共享幸福”理
念。“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
不忘共产党。”这是村民发自
内心的感慨。乡亲们在基层
党组织的带领下，自治自勉。
近年来，宛旦平村大力倡导
文明风尚，不良行为将受到
声讨和抵制。他们倡导德育
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家庭
教育和家风建设。乡亲们既
有归属感，也有温暖感，大有

“情融”之态势。
据此，笔者以为，宛旦平

村高质量发展的发力靶向在
于：“红旗+军帽”“脐橙+生
态”“文明+人才”，以红色文
化为基，以绿水青山为底，以
文明创建为本，前程光明，前
途无量！全村要齐心聚力，发
扬务实进取、开拓创新的精
神，将村内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让其发展模式具有现实
性、启发性、推广性，成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之典型。

祝愿宛旦平村早日建成
更高质量的“红色高地”“生
态基地”“文明阵地”，成为

“红旗村”“明星村”“示范
村”！

（夏冬晴，邵阳学院机械
学院党总支书记）

红荣 绿浓 情融
——宛旦平村印象

夏冬晴

很多地方的名小吃里都有米粉这一款，比如津
市的米粉就极力宣传配方的营养成分，桂林的米粉
就带着较重的酸腐味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武冈
人还是喜欢南门口百年老店的米粉。南门口米粉的
味道，是地道的武冈味，传承百年，已然成了武冈父
老乡亲的共同记忆。挂着“南门口米粉”招牌的门
面，每天都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节假日尤甚。本
阜人隔三岔五就要来店里回味家乡的味道，慕名而
来的外地客人，一饱口福之后乘兴而返。

值得武冈人炫耀的美食并不太多。武冈粉店
上百家，南门口百年老店的米粉算是武冈的金字
招牌。其前身是清光绪六年创立的“德和粉馆”，承
续至今已有140余年的漫长历史。她承载了武冈
美食文化深厚的底蕴，早就成了家喻户晓远近闻
名的美食名片，是武冈百姓的骄傲。改革经营模式
之后的百年老店，花巨资重新装修了店面，显得古
雅、庄重，带着浓厚的书卷气息，体现了老店百年
历史的厚重。

我是百年老店的常客。当她盛妆起航，以面貌
一新的姿态重新展现自己的时候，我应邀出席了
老店的品鉴会。这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经营团队，
高瞻远瞩，用善良、用诚心、用大爱在经营着一碗
小小的米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团队，他们有自己
崭新的观念，他们坚守着百年传承的文化，又注入
了新的美食理念，在确保绿色、环保、健康、营养的
基础上，把米粉做成色、香、味、形俱全的美食，让
每一位食客吃得放心、吃得称心、吃得安心。

百年老店的曾总介绍说，为了用心做好一碗
米粉，他们寻访了米粉制作师傅王银生老先生，揭
开了武冈传统米粉口感好、弹性佳、劲道足的秘
密。他们传承了老店优良的工艺流程，又有了改进
和创新。他们多次派遣戴小元、刘顺利师傅到外地
学习取经。戴师傅有着大胆的创新精神，他结合老
店的特点改进了工艺细节，完好地保持了米粉原
有的口感，生脆、劲道、有弹性。

百年老店的米粉令人回味无穷的口感，除了
工艺的原因，还与上等的食材密不可分。老店团队
定位准确，他们站在文化的高度来经营着舌尖上
的美味。

我终于见证了，一碗小小的米粉，有着多么复
杂的工艺和细节。盛妆起航的百年老店，满足了广
大食客的口福。我们真诚地感谢百年老店团队，他
们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他们对武冈美食文化的
坚守与传承，再一次让南门口米粉这张古老的名
片熠熠生辉。

南门口米粉，是留在几代人记忆深处的美好
回忆。三十几年前，吃一碗正宗的南门口百年老店
的米粉，是一种奢望、一种满足、一种幸福。随着时
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奢望、满足与幸福已
经很容易实现了。而百年老店，她历经时代的风雨
与岁月的沧桑，砥砺前行走到今天，正以昂首阔步
的姿态迈向未来，书写新的篇章。

（陈云龙，武冈一中教师）

百年老店的秘籍
陈云龙

古镇晨雾 刘玉松 摄

◆漫游湘西南

◆六岭杂谈

（上接1版①）
医保基金源头治理要体现效能，建立长效机制，关键在

于强化评价体系，在行业树立典型。去年以来，市医保局在
全省率先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遵纪守法行
业自律先进典型评选，对坚持行业自律规范使用医保基金
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奖励，有力推动了各定点医药机构自
觉规范诊疗及收费行为，主动落实自我管理主体责任。同
时，市医保局将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作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要工作，从源头抓起，打击骗取医保基金的不法行为。
该局将打击欺诈骗保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特别是自全省开
展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挪用贪占医保基金集中整治工作以
来，该局积极响应、精心部署，利用集中整治协调机制的联
动作用，强化行刑衔接，移送各类问题线索86件，公安机关
立案7件，卫健部门关停取缔违规医疗机构1家，市县两级
人民法院办结欺诈骗保案件5件，通过从严监管，力促医药
行业自律，推动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

随着医保“新政”连续出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按下
“快进键”，医药机构医保管理内涵更加丰富。市医保局及
时转变医保管理理念，探索长效治理机制，优化模式促行
业自律。该局通过建立“清廉医保”责任清单、权力清单、
负面清单，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建立常态化的医保
监管机制，控制了医疗成本，规范了诊疗行为，提高了医务
人员积极性。

（上接1版②）
数字乡村激活基层治理一池春水。高桥镇构建了“雪亮

工程”信息展示系统，实现监控摄像所有村覆盖，有效促进
平安乡村建设；构建了疫情防控健康信息展示系统，保障疫
情信息及时展示，无缝对接疫情防控。在水库、重点水域，该
镇安装了防溺水智能监控摄像头，只要有人靠近水域，智能
系统就会提醒“危险，危险，请尽快离开”。该系统既可以通
过村部平台进行监控，也可以连接到手机进行实时监控，严
防溺水事件。同时，该镇建立了一个重点人员管理系统，有
效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该镇还通过“数字乡村”平台的

“电商+直播”服务功能，帮助农产品种植户增产增收。
数字乡村点亮民生工作一盏希望灯。高桥镇的“数字

乡村”平台建成3个月以来，已经成功劝导420名外省人员
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不返乡；督促 672 人接种加强针；劝导
756人次戴头盔、去遮阳伞，消除安全隐患；发现学生水边
嬉戏45人次；对6名重点人员加强管控。“数字乡村”建设，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了各个村（社区）社会治理的智能
化、精细化、专业化，不断提高基层管理水平、丰富服务手
段、便捷群众生活，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点亮民生
工作的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