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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是成长了伟人的红色热土，也是演
绎了《炭河千古情》的文化沃土。金秋时节，我
和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九期作家班的同学们一
道走进宁乡，开展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采风活
动，走访了一个个闪耀着华夏文明和乡风文明
光芒的样板点、示范点。感想很多，想写的也很
多。但回眸一望、回头一想，我的目光和思绪还
是定格在了鹊山村那枚巍然耸立在田野中闪
闪发光的党徽上。

当我们走进全国文明村——鹊山村，沿着
平整干净的乡间公路，一幅幅秋天的美景如电
影胶片般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远远望去，田野
上点缀着丰收和喜悦，稻谷黄了，温暖又耀眼；
果子熟了，沉甸甸地压着枝头；一幢幢楼房，宣
告着新农村的繁荣与富庶……而田野中伫立
的那枚党徽，还有党徽背后那让人感慨、催人
奋进的故事，却又清楚地提示我，这是新时代
的梦里桃源。

曾经的鹊山，同样面临着土地发展、粮食
生产的困境，农田抛荒现象也非常严重。在群
众的呼声中，党员陈剑毅然放弃了3家苦心经
营多年的企业，回乡带领乡亲们掀开了村里改
革发展的新篇章。成片荒废的田地，让他非常
痛心。如何让农村土地“活”起来？他大力推动
土地经营权整村流转，通过土地合作经营提升
土地效益。那段时间，陈剑每天早上六点出门，
晚上十二点回家，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连续
在15个月的时间内，召开了多达900多次大小
会议听取民意。“有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土
地碎片化”等问题，成为收集的300多个问题中
最被关注的焦点。

要在短时间内扭转群众传统的思想观念，
接受经营权流转入股并不容易。村民黎义成年
近70岁，家中有11亩田，儿子事业有成在长沙
发展，老两口也经常住在长沙，但要把承包田
流转出来却不乐意。为了消除他的顾虑，陈剑
不怕磨穿鞋底子，磨破嘴皮子，6次上门终于磨
暖了老人的心窝子，使他在组里第一个带头点
了头，带动全组率先实现了土地合作经营。

土地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是如何谋发
展、找出路，让在外打拼的优秀创业人才回村
施展拳脚，让资本及文化“归流返乡”，从而激

发村组的内生动力，发挥优势产业的带动作
用，助推农村产业化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村里成立了由40岁以下的致富带头人、返
乡创业大学生及高素质职业农民组成的乡村
振兴先锋党支部。“背倚绿水青山，怀抱金山银
山”，鹊山村利用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条件和
政策的大力扶持，先后让20多名年轻人返乡当
起了“泥腿子”，让他们在农村这个干事创业的
广阔舞台上大展拳脚。如今，鹊山水稻、鹊山稻
虾等系列农产品相继打造成了响当当的品牌，
鹊山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更成了全国推广的

“鹊山模式”。
乡土、乡村、乡亲、乡情，都凝结在这肥沃的

泥土里，聚集在这闪闪的党徽上……美丽鹊山，
就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美丽缩影。

我是田野的女儿，闻着泥土的芬芳长大，
从小就有对田地、对稻谷的虔诚，对耕耘在田
野的父辈们的敬意。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对于
土地、田野，我都感到格外亲切。

记得7岁时，我便跟着大人们下田做些力
所能及的农活。父亲是一名从部队退伍的党
员，他对土地与粮食的感情给了我难忘的启迪
和终生的教育。那时候，父亲总安排我把遗落
在水田里的稻穗一一捡起来。看着打谷机内成
堆的稻谷，年幼的我很不理解，遗落的那几株
稻穗有什么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开始和大多数青壮
年一样，为了一家五口的生计背上行囊加入了

“民工潮”，后来自主创业开店，其间家中的农活
大多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可是不管父亲走得有
多远，事业有多成功，每逢农忙，总是会赶回来
和母亲一起分担。因为田土，才是他的根。再到
后来，他最终和鹊山村党员干部一样，舍弃外面
苦心经营的事业，选择回到了农村。为保证粮食
生产，他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同时因地制宜盘活
土地，打造了远近闻名的农业产业化基地。

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如太阳般始终照耀
着共和国的田野。是的，不管是像父亲这辈的
老党员，还是鹊山村新一代的党员，为了端牢
小家和大家的饭碗，在家乡的田野上交出了沉
甸甸的丰收答卷。

（颜绥绥，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田野上，那枚党徽
颜绥绥

我是一位刚刚退休的乡村教师，回想起
自己教育生涯的最后十年，心潮澎湃。这十
年，从大处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年；从小处想，是我的
教育事业最辉煌的十年，也是我的家庭最幸
福的十年。

先谈我的教学。我1985年春走上讲台，
经过几十年来的教学实践，对教材已极为熟
悉，即使不拿教案也可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为了照顾年迈的祖父和双亲，我一直待在乡
村学校。虽然我所在的学校条件较差，但因为
学校的校风好、学风浓，教师敬业，学生成绩
挺不错的。

再谈写作。这十年中，我的业余创作从专
写文学作品转为兼写时政评论。真印证了“有
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句话。原
先写文学作品，一年发不了三五篇，后来写时
政评论却像“开了挂”，作品纷纷飞上全国各
级报刊的评论版上，其中有《人民日报》《人民
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国家级
报刊。这可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由
是，我连续六年获得湖南教育优秀评论员称
号，两次获得《科教新报》年度优秀评论员称
号……省作协会员、市评论家协会会员、武冈
市作协副主席等荣誉之冠陆续降临，让我在
本市的教育和文学界博得不少虚名。

再谈家庭。2012年，我儿子研究生毕业，
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我建议他考公务员。本
来，他没做多久的应考准备，全家人对此不

抱多大希望。谁知他竟然从几百多号人中脱
颖而出，夺得笔试和面试的双第一，被广东
省韶关市某局录取。接下来的两年暑假，我
和妻子到韶关看他。那时，邵阳到韶关还没
有通高速动车，只有普速火车，需坐十多个
小时，身子累得都散了架。我对儿子说：“韶
关离家乡太远了，只怕我老了之后，来不了
韶关几回。”儿子接过话茬，轻轻一句：“过两
年，我考回长沙就是了。”2015年春，他参加
了湖南省公务员考试，顺利地被省直机关某
单位录用。翌年春，儿媳又给家里添了个大
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

最后谈收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关
心，近几年内，陆续给乡村教师增加补贴。我
的工资增加不少，不仅能让家人过上称心如
意的小康生活，还替儿子付了购房首付，让
他告别了艰辛的租房生活。今年二月，我年
满六十，办理了退休手续。我取出住房公积
金，对乡下的老屋进行了翻修，让家人尝到
了住别墅的滋味。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我退休后本可
告老还乡，重拾锄头，过过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田园生活。谁知，在退休证发下来之际，
有两三所私立学校向我伸出了返教的“橄榄
枝”。最后，我选择到一所学校当了学校文学
社的专职辅导老师。生活在这个年轻的学校
里，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充实，总以为自己
变得年轻了，时常忘记自己是一个年逾花甲
的退休老师。（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我 在 这 十 年
林日新

“三笔字”是师范类毕业生最
为重要的专业基本功之一。对此，
我可没少下功夫，自认为我的“三
笔字”足可以应付日后工作之需。
不料，刚参加工作，我就遇到刻蜡
纸出试卷的难题。

记得我第一次握着铁笔，在钢
板上刻写蜡纸时，下笔稍微重一
点，蜡纸就会被划破，甚至连带划
出一个伞状的小洞，印出来就是一
团黑墨；下笔稍轻一点，蜡纸则刻
不透，字迹也就显示不出来。如果
不留神，字写错了，还没办法不留
痕迹地修改。刚学刻写时，铁笔在
蜡纸表面打滑，握笔的手不听使
唤，就像小学生刚学写字一样，写
得歪歪斜斜。刻了又撕，撕了再刻，
忙碌一天，劳而无功。我只得虚心
向老教师求教。经过一番练习，我
掌握了字的横平竖直刻法。

2004 年，我工作的学校买了一台铅字
打印机，配用的是一种蓝色打印蜡纸。如果
缺了打印的铅字，就将打印蜡纸平摊在平整
的桌面上，用圆珠笔直接将缺字补写上，也
可以打印出来。蜡纸上既可以打出一些花
边，也能自由画一些图案。这样，每次出试
卷，速度质量能兼得了。

后来，我有幸调到市区的一所学校工作。
不久，区里推行教育信息化建设，办学要“上新
台阶”。为此，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建起
了多媒体功能室，添置了数十台联想电脑、投
影仪、激光打印机等。因为大学期间有了电脑
基础，我此时更加卖力地学习使用电脑。一开
始，打字速度远低于思考速度，用得很憋气。慢
慢地，我弃用拼音输入法，游刃有余地敲起了
五笔。如今，我能轻松自如地打字排版并打出

样卷，也不再用为刻蜡纸而发愁了。
手提电脑、U盘取代了笔和本子，铁
笔、蜡纸之类已经彻底远离了我。

如果说一张蜡纸刻画了教师工
作环境的日新月异，那么，一根网
线，串起的是城乡课堂，连缀着教育
信息化改革发展的高速路。沐浴着
党的恩情，我国教育信息化2.0新时
期翩然而至。据报载，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加快推进以“三通两平台”
为核心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顺利完
成“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
目。大祥区强力推进现代教育技术
试验区建设，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
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
人人通，搭建了教育管理公共服务
和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两个平台，建
成了覆盖所有学校和校车的安全监
控管理系统。同时，名师工作室建设
发展迅速。教师可以尽情享受丰富

的教学改革成果，线上线下互动，如临其境
倾听优秀教师的经验介绍、释疑解惑，提升
自身的教学理念、教学能力。

时代在进步，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
升。现在，每次命制试卷，我们只需打开湖南
基础教育网、湖南教师发展网等，从题库里
精选题目，按照学情精心构思编辑。然后，轻
轻一点鼠标，几十乃至上百份试卷就会从打
印机里“吐”出来。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蜡
纸的远逝，网上组卷的便捷，正是党的好政
策孵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见证。23年，
我如一个音符，三尺讲台就是一首歌。是教
育事业这个大家庭敞开怀抱拥抱我，给我勇
气和力量，助我成长进步。

（肖芳苞，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

回
首
那
些
刻
蜡
纸
的
日
子

肖
芳
苞

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
（
剪
纸
）

马
丽
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