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岭杂谈

3爱莲池/广告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 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我的家乡青石湾，是雪峰山东麓的一
个小山村。村子地处丘陵，左右皆有高山。
我家院子正前方是一片田，大约一百来亩。
但这些田大多是些冷水田，山浸水多，阳光
不充足，庄稼长势不太好，作物的收成很难
维持村民的基本生活。解放前，因为这里山
高水寒、田地少，村里的成年男人大多靠一
根货郎担养家糊口。他们翻越雪峰山，走湘
西、上贵州、下广西，穿侗寨、过瑶岭、闯苗
乡，收鸭毛、兽皮，用针线货换药材、山货，
再到古镇高沙销货，兑成现钞……

如今的青石湾，幢幢高楼平地起，条条
道路平坦宽阔，家家院落繁花似锦……村
民个个心花怒放，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十年前，村里外出打工的青年们苦于青
石湾出入不便，发起捐款修路的倡议。于是，
你一千、我三千、他五千……不到十天便集
起了十万元。恰巧，当时政府有一个村村通
路的扶贫项目，村支书争取到了三十万元。
经过修路队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一条宽阔
平坦的水泥公路就建成了。从此，村民改变
了手提、肩挑、马驮运输的历史。公路修好
后，向往美好生活的村民们就相继从山外运
来红砖、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于是，一幢
幢精致的小别墅伫立在青山绿树之中。后
来，又引来了山泉，装上自来水，屋顶上还装
有太阳能，院子里修有沼气池……村民过上
了幸福的宁静、惬意的农家生活。

九年前，村里一个学果木专业的大学生
阿斌想回乡创业，打算承包村里的蜜橘园。当
时，他父母想不通，坚决反对，说：“别人考大
学是为了跃龙（农）门，你居然想回乡种果木，

太丢人了。”大学生劝父母：“学以致用，我学
的是果木专业，家乡有这么多的果园，正好可
以施展我的才华。”村支书听说后，大力支持
阿斌，不仅出面劝通了阿斌父母，还为他担保
贷款十万元，作为阿斌的创业启动资金。如今
阿斌的果园里种植有蜜橘、火龙果、葡萄、猕
猴桃、黄桃等十多种水果，每年收入几十万
元。此外，他还种有一大片金钱柳。金钱柳茶
厂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之中，估计明年即将
投产，到时，可以招收二十多个工人。

村里还有几个青年回乡创业，有养鸡
养鸭养猪的，有加工饲料的，也有成立建筑
公司的……山村一下成了创业的热土。

今夏，建设“最美院落”的春风也吹到
了青石湾。村支书把这个喜人的消息带给
村民，号召乡亲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
力，建设最美院落。阿斌当即表态：“这是一
件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捐十
万！”村支书马上大加表扬，并号召大家向
他看齐。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得知消息后，纷
纷打钱到村里的公益账户里。不上三天，一
个仅五十户的小山村就有四十人次捐款，
总金额达三十多万元，远远超出村干部的
预期。建设工程很快就在村支书的领导下，
井然有序地开始了。

青石湾这十年的变化，只是无数山村
的缩影。在这十年中，伟大的祖国日新月
异，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国人的幸福感
和荣誉感与日俱增。作为幸福的一代人，我
们要珍惜目前的生活，感恩中国共产党，为
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家 乡 这 十 年
林日新

父母结婚时，住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两
间茅草屋。墙壁是泥土垒起来的，在土墙上掏
几个洞，再插上几根木棍就成了窗户。屋内阴
暗，潮湿。每当雨季时，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
雨，家中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每当夏天
夜晚，就会有蛇或老鼠从开裂的墙缝里爬进
来，让人非常害怕！到了冬天，开裂的土墙更
是四处漏风。父母说，那种滋味苦不堪言。

后来，父母起早贪黑地劳动，又加上他
们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建了三间瓦屋，不用
担心刮风下雨了。虽然有了盖瓦的屋，但是
面积很小，三间屋总共才六十多平方米。大
哥、二哥结婚后各占了一间，只剩下一间
屋，住着父母和我及小妹，显得太狭窄了。
好在这间屋中间砌了一堵矮墙，隔成两间，
里面一间是父母卧室，外面一间摆一张方
桌，几条凳子，算是吃饭的客厅。好在这间
屋有楼板，我和小妹的卧室在楼上。

我长大后，辛辛苦苦做生意挣钱。1995
年，我和老婆在新化开了家皮鞋店，带了几
个学徒，自产自销。那时皮鞋生意特好，日
夜加班加点生产，我们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2000 年，我家建了新房子，共三层楼，一楼
做门面，二楼和三楼做住宅。当新房子建好
后，我心里是万分高兴，新式阳台、新式铝
合金楼梯、新式铝合金门窗，室内宽敞明
亮，又有洗澡间和水冲厕所……

到了 2018 年，我和老婆又在新邵县城
新汽车站旁边买了两套住房，共240多平方
米。房子装饰得豪华气派，购置了立式双门
大冰箱、高清晰液晶电视等。最让我开心的
是，家里有了书房，可以放很多书。因为我
业余时间爱好写作，爱好收藏书。住在这个
花园式小区，非常方便，上下楼有电梯。楼
下店铺林立，小吃店、便利店、大型超市，应
有尽有，并且出了小区门就是公交站。小区
外面的广场上，每到傍晚，就有许多人跳广
场舞，很是热闹……

从爷爷时代的茅草屋，到父亲时代的
土砖屋，再到我这个时代的新式住宅楼，见
证了我们三代人的住房变迁史。我做梦也
没想到，我这个农民也能在城里买得起房
子。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时代，是
党的富民政策让我们农民过上了好日子，
让农民有钱进城买房子！

党的二十大已经胜利召开，我相信我
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越过越甜！

（袁胜利，邵阳市作协会员）

我家住房的变迁
袁胜利

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是2012
年 10 月成立的民办公益性文化事业机
构。该院自成立之后，主要从事魏源及邵
阳乡土文化研究。其工作内容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大力开展魏源思想宣传和
研究。创办了《魏源文化》杂志、“魏源文
化”网站，对于宣传魏源思想，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

第二阶段是进一步深化课题研究，将
魏源研究与邵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挂钩。
2020 年，该院编辑出版了《魏源对中国近
现代化的启蒙》一书。这是按照市领导指示
和市委宣传部与市社科联的工作部署开展
的重要学术课题，是全国范围内魏源研究
的最新成果。为该书撰稿的专家学者们论
证：魏源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
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化
启蒙大师！中国近现代化之路，是从学习魏
源著作、实践魏源思想而一步一步走过来
的。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与魏源研究专家
萧致治教授指出，该书“是魏源思想研究的
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大
进展”。为扩大魏源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力，该院大力开展了《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
的启蒙》一书的发行与宣传工作。

目前，该院正在开展“关于打造魏源文化
金牌，促进邵阳全面快速发展”等课题研究。

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作为一家
民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十年之间能够
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不易。可以预
见，在未来的时日里，该院取得的成绩，将
更加耀眼。

（刘伟顺，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
创办人）

魏源文化艺术
研究院十年谈

刘伟顺

应朋友之约，我把自己出版的一本书翻印
了几千册，后来朋友反悔，不要书了。我一气之
下，把尚有油墨香的几千册书当废纸卖了，白白
浪费了几千元翻印费。望着装书的小卡车渐渐
远去，我的心渐渐凉到冰点，欲哭无泪。

作家李国文曾写道，每年秋天，北京都要
办一次特价书市，原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后
来改在地坛公园。看到自己的书堆在那里，打
到三折、两折，几乎等于白送，还无人问津的窘
状，除了把鸭舌帽拉得更低，如鲁迅所描写的

“破帽遮颜过闹市”那样，假装看不见地快步离
开，还有他法吗？

作家肖复兴讲过一件事。有次他逛旧书市，
看到自己的一本书摆在那里。他顺手拿来一看，
扉页上还有自己的题字，原来是他赠朋友的一
本书。朋友把这本书送到了旧书市，价格由原来
的几十元降到了几元。他二话没说，付了款拿书
就走。他说这像捡到一个失散的儿子，别提有多
高兴，别人看不起自己，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梁元帝萧绎是亡国之君，他归咎自己读书
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书
籍数十万卷，付之一炬。

我不禁要问：书还有用吗？回答是肯定的，
读书还是有用的。如果读书没有用，就不能解释
那些文盲父母为何省吃俭用、想方设法送子女
读书。在他们内心深处，文盲并不值得骄傲，真
正的读书人才值得尊重。

如果没有书，就不能明白知识的传承和文
明的传播，社会就不能发展，时代就不能进步。

书还有用吗？
刘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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