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双清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2年11月21日 星期一

出生于洞口县黄桥农家的谢尚军，大
学一毕业便在东莞一电子厂任高管，十几
年来生活安逸，衣食无忧。可每当夜深人
静时他总会想起家乡，心里总想着该为家
乡做点什么。2012年，他带着对家乡的眷
恋，回乡发展现代化生态农业，2017年成
立了洞口尚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刚回乡时，他心中一片茫然。经过几
个月的走访琢磨，他发现洞口人总喜欢
把雪里蕻制作成梅干菜。这种腌菜色泽
明艳、醇香鲜脆，是当地招待客人的美
味家常菜。发现商机，他赶紧下手，想把
家乡的梅干菜产业做大做强。

做好梅干菜关键在腌制。谢尚军主
动与高校合作，寻求技术上的帮助支
持，先后与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
签订了产学研协议，邀请专家教授担任
顾问。在梅干菜发酵上，他放弃传统的
地窖、坛子发酵法，把发酵场所从地下
转为地上，用公司自主研发的纯种发酵
技术替代传统发酵方法，解决了过去发
酵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挖地窖的问题，还
减少了发酵过程中水和盐的用量，缩短
了发酵时间，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隐患，腌菜更营养健康。这一工艺，获得

两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在
2018年邵阳市第二届特色农产品博览会
上，该公司生产的雪峰辣菜（梅干菜）被
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农产品品牌”。

洞口冬季农作物很单一，而制作梅
干菜的雪里蕻等蔬菜恰巧适合低温，且
生长期短，既不影响来年春耕，还提高
了农田利用率。谢尚军积极鼓励农户种
植，统一提供种子、肥料等，并提供技术
指导培训，且保底回收，调动了农户的
种植积极性。

除梅干菜，谢尚军还了解到县里的野
生中药材资源极为丰富。他多次与科技服
务团专家实地调研，根据全县产业发展规
划，结合“三棵树”（蜜橘、茶叶、油茶）的生
长周期和日常管理要求，大胆推出林下套
种中药材的新理念，得到农户、合作社及
村集体的普遍认可。他在高沙、石江、花园
等乡镇流转土地400余亩，将十多年攒下
的 200 多万元积蓄，全用于种植中药材。
通过成本分析将市场需求大、种植成本
低、效益稳定的丹参作为主要种植生产对
象。第一年试种因遭遇病虫害和天旱，丹
参的成活率不到30%。2019年他追加投资
300万元，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

后来疫情暴发，当他得知一线抗疫人

员防护口罩紧缺，连忙通过在深圳工作的
朋友，终于订得口罩一万个。货一到，谢尚
军夫妇当天就将这批价值3.9万元的医用
口罩捐赠了出去。疫情稍有缓解，谢尚军
便深入到每个种植点，动员种植户复产复
工。为消除老百姓想种又不敢种、种了怕
销不出的担忧，他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这种“一条龙”的发展模式。目
前，谢尚军已带动四个乡镇350余户1100
余人参与 1000 余亩林下中药材种植，药
材品种从单一的丹参扩大到紫苏、博落
回、板蓝根、何首乌等多个品种。

“村民只管种，其他的都交给我，他
们没有一点后顾之忧。”谢尚军说。回乡
十年，谢尚军秉承初心，以一腔热血扎
入家乡土地，用科技拓宽乡亲们的致富
路，为家乡建设把脉，开出乡村振兴良
方，先后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邵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得新型职
业农民、高级农业经理人、全省十佳农
民等荣誉称号。
（彭启森，洞口黄桥人，邵阳市作协会员）

情 怀
彭启森

我从上小学到读师范，
都喜欢语文这门课，尤其是
喜欢作文，细细想来，这与我
的启蒙老师有关。我的启蒙
老师名叫邓集南，矮矮的个
子，见人一脸笑容，上起课来
总是那样精神饱满。我喜欢
看课外书，又不害怕作文，他
就非常喜欢我，经常在班上
表扬我“作文写得好”。每周
作文点评，几乎都少不了我，
有时还让我到讲台上去朗读
课文，念自己的文章。

1964 年我小学毕业，至
今 58 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
年小升初的作文题目《听老贫
农讲翻身史》。我父亲十五岁
被抓壮丁，1945 年在新化洋
溪战场上打日军，光荣负伤，
三十岁那年才回到家乡。解放
后，父亲担任农村基层干部
20 余年，经常给我们讲翻身
史。小升初时，我就以父亲为
原型，信手成文，结果以优异
成绩被录取。

高中毕业后，我经过一个
月短训就走上了讲台，我教的
学生大多数喜欢语文课，也不
讨厌作文。以至现在师生相
聚，回首往事，弟子们夸我作
文课上得好。

由于我喜欢写作，1983
年机构改革，我从教师改行，
去了县教育局担任工会专干，
空闲时间，写些“火柴盒”“豆
腐块”投稿。意想不到的是，常
常是“广播有声、报纸有文”，
单位收发室经常有我的稿费
单。领导又鼓励我向省、中央
级报刊投稿，短短几年下来，
我的文章先后在《解放军报》

《法制日报》《湖南日报》等许
多报刊上发表了。

1990 年，市司法局办公
室要从基层挑选一名文秘人

员，县有关部门推荐了我。市
里来县里考察当日，我却下乡
去了。事后单位领导告诉我，
如果你想去市里去工作，可以
去当面找一下市里领导。第二
天，我把数本见报作品剪辑簿
和一大摞获奖证书装了一大
包做为“见面礼”，乘车赶往邵
阳。事不凑巧，我要见的市局
领导又下乡去了。我把这一大
包“见面礼”送到一位分管副
局长家里，副局长夫人连连挥
手不肯收。当我说明这不是礼
品，是获奖证书和见报稿件，
她就笑哈哈地替我收下了。

不到一周，商调函就寄来
了，一个月后我就成了市司法
局办公室的一员。

我因“爬格子”而进了市
里，从此写作的激情更高，除
了完成领导交给的文秘工
作，还随领导深入基层抓“活
鱼”，总结推广司法行政工作
的新举措、新经验，一大批反
映邵阳司法行政的典型、经
验文章见诸中央、省市一些
报刊上。

后来我担任了领导职务，
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我照样继
续“爬格子”。如今退休十年，
我仍笔耕不辍。光阴似箭，日
月如梭，转眼间我已是古稀之
年。古人云：人有三命，一为父
母所生之命，二为师造之命，
三为自立之命。父母生其身而
师造其魂，而后自立其命，所
以师者，再生父母也。

回首往事，是启蒙老师打
开了我语文学习的智慧之门，
让我捧着中华文化走上了从
教、从政之路。感恩我的启蒙
老师，以及所有教诲培养我成
长的老师和恩人！

（邓集义，市档案馆离退
休党支部书记）

◆人物剪影

我的启蒙老师
邓集义

桥

那些无名的石头
默默俯下身子
为出村和进村的人
搭一座桥
让南来北往的人
不湿鞋，不湿身
为我们架桥的还有稻子
深深地弯下腰去
用那微小的籽粒
垒一座钢浇铜铸的桥
让我们越过饥饿的湍流
我见过那么多的桥
父亲躬耕的身影
是风景最美的一座

墙上那把锄头

回家，不见父亲
只有墙上那把锄头
锄着过往
往事越锄越深
在它锈蚀的梦里
我那走了的父亲
又在浅浅的月色中

在陶渊明的诗句里
荷锄而归

汗水

汗水，是庄稼生长的
另一种水源
干瘪的父亲走了
倾尽了最后一滴汗水
土地上忙了一生的父亲
累了，
他要裹着黄土去睡了
出殡那天
所有的庄稼都列队送行
那一排排、一行行的绿
满坡满野
绿得那么惊人
绿得那么伤心
父亲走了，我还在
田间的稻子还在
地里的麦子还在
他的汗水还在
庄稼的叶脉里新鲜地绿着

（刘树贤，隆回人，诗歌
爱好者）

◆湘西南诗会

种庄稼的父亲（组诗）

刘树贤

翠岳西驰，连天子而瞰
赧江；溪水溯流，下堰堨而汇
平湖。交华邑于隆回，接嘉邻
于文昌。环其村者，春山之若
眉黛之清秀；贯其村者，秋江
之似玉带之虚明。鱼跃波而
蜻蜓惊，鸭嬉水而萍藻开；鸟
栖庭柯以窥语，犬迎邻翁而
尾摆。

晓烟漫乎江渚，暮霭浮于
丘峦。峰谷俊林郁郁，溪涧玉
泉潺潺。村道交错，车流往来；
华实蔽野，金稻翻浪。

乱人之目者，花红草绿之
繁也；沁人心脾者，橘香桂芳
之醇也。烟雪盈盈者，油茶花
放也；风馨袅袅者，迷迭香播
也。悠闲山坡者，牛羊也；翻空
花海者，蜂蝶也。

新绿披原，花径映嫣然笑
靥，幽篁传依稀酒香；琼楼星
落，檐牙呈琉璃之碧，栋梁添
缤纷之绘。黄莺流啭，寨前姑
嫂踏节舞；布谷劝耕，垄上人
家和月归。

少壮追农讯而事于西畴，
老幼顺喜好而娱于东篱。童稚

寻虫吟以捉月影，杖老步斜阳
以听泉声。出门无泥淖之苦，
入户无负戴之累。有陶家之风
韵，无三径之荒芜；有街市之
繁华，无城都之喧嚣。

江南春早，惠气流于山
泽；文明源长，古风行于新村。
朴实淳厚，恭喜问吊无亲疏之
别；热心尚义，帮扶支持无内
外之分。无忧于户牖未闭，有
喜于登门问遗。闻有缺，解人
之急以为乐；闻有疾，纾人之
痛以为安。长者怀老牛之情，
少者揣慈乌之心……

乘浩荡之东风，追富强之
梦想。精准扶贫，产业开创新
境；振兴农村，惠政抒写华章。
三农国策，春风催万物之绿；
五兴战略，格局构未来之美。
穷乡僻壤涅槃升华，美丽乡镇
风景如画。

岩门之美，美乎山水之
间；百姓之乐，乐在眉梢之上。

登征程兮启远航……齐
奋楫兮铸辉煌。

（简胜阳，曾任职于邵阳
县一中）

岩门新村赋
简胜阳

一天上班的路上，看到一
个家长在对孩子讲成语“秋收
冬藏”，感觉很应景。因为秋天
不是只有落叶和凉爽，还有各
种收获，甚至丰收。

中秋节前几天，爱人突然
拿着手机，指着一条“微信通
知”问儿子：“你又买什么东西
了？什么‘曹娭毑’？”儿子也不
知道什么是“曹娭毑”，委屈地
说自己并没有用妈妈的手机去
网络购物。后来还是在长沙的
女儿揭开了谜底，原来是她因
为不能回家过中秋，特意为我
们网购了长沙的特产，“曹娭
毑”是月饼的品牌。

月饼很快就到了家。爱人
对女儿说：“东西和心意是收到
了，但是‘曹娭毑’能代替你回
来过节吗？”于是我们一边遗憾
着，一边抢鲜尝尝长沙的月饼
是什么味道！可惜人未团圆，再
好吃的月饼也感觉少了点滋

味。“曹娭毑”月饼里的馅料用
了咸蛋黄，很平常。倒是加工工
艺不错，外皮比较酥软。

长沙有“曹娭毑”，邵阳本
地有著名的回民老月饼，购买
要排队，还要限购，每人两个。
一个有一斤的，也有半斤的。缺
衣少食的年代，论斤的月饼不
算是节日的点心，是能直接果
腹的食粮。过去，因为月饼稀
少，哪怕很坚硬，大家也乐滋滋
地啃着，连掉到桌上的月饼渣，
都会扫到掌心，再吃进嘴里。月
饼由硬到软，是时代的进步，还
是我们的牙口变了？变得不愿

意咀嚼粗粮，要吃得精细。岁月
已老，可我还不服老，绝不会

“吃软怕硬”。
以前一家人围着八仙桌，

一斤或半斤的月饼得像披萨那
样分切，一个人取其中一块，互
相礼让着，然后一起开吃，很有
仪式感。再说点团圆吉祥的话
语，感受家的温暖和人间的真
情。那时的月饼很硬，普通的一
张油纸就是很好的包装。食油
从月饼里渗透出来，把纸浸染
得透明。如今的月饼，包装大多
是精美的礼品盒，够“面子”。真
到吃的时候，外包装越发豪华，

月饼却越发小。有些月饼做到
了像饺子一样，能一口一个。

同事说起他在长沙读书
的儿子，居然不要家里给他寄
月饼。因为他对月饼的刻板印
象就是太甜，索性就不吃了。
传统的节日在新生代眼里，味
道是越来越淡。究竟是孩子有
个性，还是传统节日的魅力减
弱了？

那时的月饼很硬，我带到
卸油栈桥上，带到加油站的罩
棚下，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月饼
是可以作为武器投掷的。要是
遇到卸油栈桥上的兄弟，分享
的就是一份真情。

看来美食和人的心情很有
关系，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又
怎么会在乎月饼的价值和馅料
呢？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才是
佳节的意义。

（封宇平，任职于中石化邵
阳石油分公司）

◆精神家园

月 饼 往 事
封宇平

东塔 （剪纸） 马丽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