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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②）
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欧炜明每天忙

碌又充实。两年多来，他为一批又一批研学团
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学习参观者讲解，不仅得
到了领导、同事们的认可，也受到广大游客的
喜爱。

欧炜明还积极投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
实践活动，参与视频拍摄、文章写作、撰写讲
解词和志愿讲解服务。2023年9月，他写本拍
摄蔡锷故里视频，通过自媒体发布后，被评选
为邵阳市“十大网红打卡地种草官”。

作为一名蔡锷爱国主义精神的宣讲者和传
播者，欧炜明说，希望把蔡锷将军的故事讲给更
多的游客，让他们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熏陶，汲取
前行和奋斗的力量，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蔡锷
将军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护国之勇。

欧炜明介绍，新春期间，2月10日（正月
初一）至2月12日（正月初三）蔡锷生平业绩
陈列馆及蔡锷故居闭馆，景区内其他景点正
常开放；2 月 13 日起，蔡锷故里景区所有景
点、场馆正常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
游玩参观。

（上接2版③） “快递直接放在我家楼下超
市就好了。”拨通电话后还没来得及多说，对
方已经知道了刘奕的身份。不到半小时，他已
经完成了3个站点的报纸投送工作。

刘奕拿着一张汇款单，站在双清区建设
路变电管理所的居民楼门口，皱了皱眉说：

“这一单可能要花点时间。”“现在大家不都通
过银行卡或者手机转账了吗，为什么还用汇
款单？”记者提出自己的疑问。刘奕在楼道间
东奔西走，来回张望，转过头又耐心解释说，
这种汇款单现在并不多见，往往在春节、清明
节前后比较多。一些在外打拼的老乡由于各
种原因没有办法回家，就想着给家里老人寄
点钱。但有些老人别说手机App了，银行卡都
不见得会用，就只能让邮政投递员将汇款单
送到老人手上，老人再拿着有效证件到网点
取款。因为大部分汇款单都没有留下联系方
式，刘奕只能根据地址和附近的邻居去寻找
收款人。

生活依旧忙碌而有序地进行着。冻雨中，刘
奕绿色工作服上的“中国邮政”字样格外醒目。

（上接2版①）“春节临近，到站台乘车咨询
的旅客比平常多了一倍，许多旅客都是提着
大件行李回家过年，我们还需要帮助老弱病
残的旅客提拿行李护送出站。”提及春节值班
的变化，王东安说：“春运期间多了很多儿童
乘客，我们需要时刻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安
全线以外逗留，安全提醒次数成倍增长。”

“师傅在工作中一直一丝不苟、任劳任
怨，多次被评为车务段四星级零违章职工。特
别是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他总是热心
地提供帮助。”王东安的徒弟高中强这样评价
师傅。

2016年，王东安被广铁集团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他还曾多次被娄底车务段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和党员先锋岗。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
新的开始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身在
何处，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共度佳节。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远在云南工作的我，
腊月二十九才匆匆忙忙回到了故乡。一进家门，
便闻到了香气，浓郁的年味弥漫在空气里。我看
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碌，一边烹饪着诱人的美味佳
肴，一边带着笑容和欢声，回答爸爸和弟弟妹妹
们提出的问题。爸爸则忙着打理一切年货，把家
里打扮得焕然一新。

妹妹带着我到了客厅，只见桌子上摆满了各

种各样的菜肴。除夕夜，我们一家围坐在一起，互
相祝福，共同庆贺着这个特殊的时刻。桌上的每
一道菜，都饱含着妈妈的心血和爱意。我品尝着
美味的食物，聆听着家人的欢声笑语，并将我在
云南工作的收获与喜悦与家人一同分享。仿佛，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下来。

饭后，家人们围坐在一起谈天，唤起我更多
的笑声和泪水。岁月的变迁，无法改变家人之间
的牵挂和深情。而春节团圆的温馨时刻，更是将
这份情谊推向了一个高峰。

长辈们开始讲述往昔的故事，他们的声音深
情而温暖，散发着岁月的沧桑。每一个故事都饱
含着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和希冀，也勉励着年轻一

代要继续努力拼搏、追逐梦想。
时间在我们的笑声中悄然流转。之后，爸爸

点燃了烟花爆竹。我们围着篝火，唱着爱的歌谣，
享受着这美好时刻。直到深夜，我们才纷纷散去，
回到各自的房间。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上眼
睛，思绪却回到了家人团聚的那一刻。温馨的笑
容，亲切的拥抱，那份感受在心中久久地弥漫着。

这段家人过年相聚的记忆，如同一幅美丽的
画卷，在我心中定格。它让我明白家人的重要性，
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追求幸福的决心。每当我感到
迷茫和困惑时，这段记忆就会给予我力量和勇
气，让我勇往直前。

（林海平，任职于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

春节，为爱相聚
林海平

已绘蓝图舒兔颖；
再濡春意写龙章。
六岭霞飞欣凤翥；
双清波涌看龙腾。

——邹宗德
兔颖才描新画卷；
龙骧又启远征程。
剪柳燕衔春色至；
点睛龙驾庆云飞。

——谢卫民
春开画展人争绘；
龙舞康庄梦竞圆。
盛世争迎春景象；
神州喜绘美家园。

——胡贵程
龙舞双江千古画；
花开六岭一壶春。
东风扑面春斟酒；
北斗拱辰福进门。

——刘义志
福字敲门春润色；
华灯焕彩锦添花。
兔返蟾宫，丹心送瑞；
龙腾禹甸，妙笔生花。

——萧凤菊
鹊踏梅枝春意闹；
龙腾海宇国威扬。
兔毫书就辉煌卷；
龙首衔来锦绣春。

——向立平
兔毫已描新画卷；
龙藻再绘大蓝图。
和风拂面知春到；
好雨随心伴福来。

——黄世民
瑞雪与金龙共舞；
红梅随绮梦同妍。
兔管蘸情，书红美丽新时代；
龙鳞炫彩，盘活城乡大舞台。

——黎祜银
小康门上联添彩；
大有春中龙点睛。
雪兆丰年家幸福；
人逢新岁笑玲珑。

——罗乐洋
春色宜人撸袖干;
和风催我向前冲。
春回梓里接千喜；
节在心中惠万民。

——莫良照
兔颖长描中国梦；
龙章再续邵阳红。
龙舞新天春意闹；
燕回雅舍笑声传。

——姚志远
苗岭喜呈七彩画；
吊龙劲舞万家春。
东风化雨千山翠；
瑞雪迎春万象兴。

——宋阳玲
抖友直播春带货；
亲情快递喜盈门。
玉兔乘风一路景；
金龙走笔漫天霞。

——欧阳飞跃
资水涌春潮，一江青绿；
神龙催气象，万里朗清。

——罗珺
大泽龙吟行徳雨；
高梧凤啸引和风。

——夏亦中
快递红包龙带货；
热搜彩信燕争春。

——欧阳立群
兔毫书福家家福；
龙旆迎春处处春。

——袁邦纯

甲辰龙年春联

叶粑，是我老家太阳岗的
一种别样年味。每到年终岁末，
太阳岗的人们，都会争相采来
箬叶，磨好糯米粉，准备好馅
料，配上春天采摘晒干的鼠曲
草（也叫清明草，俗称水蜜花），
做上几锅“叶粑”，满满的年味
就这样在村庄里弥漫开来。

做叶粑是一项大工程。老妈
先把晒干的水蜜花擂成碎末放
在水里煮开，后将开水舀出来倒
入糯米粉里面趁热搅拌。但搅拌
粉团是最费力气的活，这活理所
当然交给老弟。他挽起袖子，先
迅速用手把水和粉搅均匀，然后
像揉面团一样，从外向里、从下
向上不停地一下一下揉着。他神
情专注，不疾不徐，反复揉捏粉
团直至表面光滑油亮，不再粘连
簸箕方可。在这期间，老妈已配
制好了馅料（土话把馅料叫包
心），这包心可是叶粑好吃的灵
魂所在。如果喜欢吃甜的，就以
糖为馅。但吃叶粑，大家一般更
喜欢咸的馅。咸馅品种多样，但

在太阳岗，最受大家欢迎的还是
用红豆沙黑芝麻花生，加些剁细
的猪油渣，拌在一起，小火炒香
的咸馅。

当馅料和粉团都就绪后，家
里的大小女人们都上场了。她们
神采飞扬，边说笑边做，叶粑做
得圆圆胖胖，包心塞得满满当
当。她们把过年的欢喜和对家人
的心意全塞进了叶粑里。

寒冬腊月，室外寒气逼人，
灶内柴火烧得红旺。蒸着叶粑
的大铁锅开始呼呼直冒蒸汽，
整个厨房飘散着诱人的香味。
大人围坐在灶炕边烤着火，等
着叶粑蒸熟。小孩子们则在屋
内嬉笑打闹。

“粑粑熟啰！”老妈揭开锅
盖，灶房里顿时充满着箬叶的
清香和糯米的芳香。其中夹杂
着水蜜花的清爽，独特而诱人。
一个个翠绿色的叶粑，泛着微
光，冒着热气，让人垂涎三尺。
拿上冒着热气的叶粑咬上一
口，豆沙的绵密、芝麻花生的醇

香与油渣的细腻互相中和，荤
素搭配，再配上糯米的绵弹，吃
得人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大家
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包心
不咸不淡，粑粑软糯香甜，真好
吃……”灶膛里火一直烧得旺
旺的，一锅连着一锅蒸。大家敞
开肚皮，大快朵颐。

冬天气温低，叶粑冷却后
变硬，放上一个月都不会变质。
吃的时候，烤、蒸均可，但最为
好吃的法子还是烤着吃。弄个
桶子，烧点木炭，在桶上放个烧
烤网。把叶粑摆放在上面，小火
慢烤，适时翻转。慢慢地，箬叶
的清香满屋飘散。等叶粑的两
面变金黄，拿起迅速咬上一口，
外脆里软，越嚼越香。这是冬天
里不可多得的农家小吃。

正月里，家里有客人来拜
年，回赠礼物时一定得加上几
个叶粑。去亲戚家拜年时，也一
定会带上一份作为心意。不起
眼的“土包子”叶粑，往往比精
美的盒装礼品更受欢迎。

叶粑一笼一笼蒸起，年味就
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愈发浓烈。

（吴艳红，新邵县作家协会
副主席）

年来叶粑香
吴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