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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老家在邵东一个叫“界岭”的地方。
邵东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老乡们除了种
稻谷，也是种麦子和别的农作物的。旱地
里种的麦子与北方种的冬小麦不同，应
是春小麦。有了麦子，就可以做面食。我
对家乡的面食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并
且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很愿意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
去赶场，为什么呢？因为赶场到了中午时
分，大人可能会在饭铺里买上几个“馍馍”
给身后的小孩解馋。说是“馍馍”，但“馍
馍”里是带白糖的。那时候人们吃的油水
少，闻到这弥漫着的面食的香味，你再怎
么强行咽下口水，怕也很难掩饰住味蕾的
强烈反应。现在看来，老家人称之为“馍
馍”的这种面食，虽然形如馒头，但似乎更
像北方的包子。只是，这馅换成了白糖。

家境好一点的人家，会在饭馆里点
上一碗被称为“饺子”的面食。薄薄的面
皮包裹着用肉末、豆角等混合制成的馅，
在大锅里煮熟之后用网勺捞出，搁在一
排青花瓷的大碗里，每碗大概有七八个。
然后一一舀上汤，浇上红红的辣椒油，再
撒上一层捣碎的葱姜蒜。可惜，小时家
贫，我只能掂起脚尖往饭馆里尽情张望，

算是饱过眼福。至于“饺子”到底是个什
么美味，当时并不知情。等长得老大了才
知道，老家称之为“饺子”的东西，原来就
是馄饨，在广西一带称为“云吞”呢。

在老家，为年长的人举办寿辰时，面
条也是必需的。只是，面条不是主食，而
是当一道菜上的：白白的面条，细细的肉
丝，红红的辣椒，上面还有一把青青的葱
花。长者正襟危坐之间，身子稍往前倾，
右手伸出筷子夹上几根面条，左手执一
小勺接着，然后低头缓缓吃下。接着，长
者发言：“各位请……”大家也依此举筷。
很多年不曾在乡下吃酒了，不知道这些
仪式是不是依旧存在？

有言道：“日久他乡即故乡。”我曾在
北国边陲宣化上过学，工作之后，由于职
业的缘故，又跑过不少地方，所以我对于
面食是不陌生的，而且对不少面食情有

独钟，比如贵州的旺肠面、四川的担担
面、甘肃的兰州拉面、陕西的臊子面，还
有河南的烩面、安徽的板面等等。尽管如
此，我依旧对于家乡的面食记忆犹新，少
时的不少往事总是萦绕脑际。而且，随着
年龄的增长，这些记忆愈加清晰。

记不清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们
不顾一切地回到家乡，却发现我们苦苦
思念的不再是家乡，而是童年。不管家乡
怎么改变，却始终改变不了我们对家乡
的童年记忆！”谁说不是呢？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们可以重温
过去的故事，但却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
年近耳顺之年，不必再为世事而纠结、焦
虑，患得患失，而应当对拥有的一切心怀
感激，从容体味人生每一个瞬间的纯粹
与美好。
（赵腊平，邵东人，中国矿业报总编辑）

家乡的味道
赵腊平

百里龙山，雄踞潇
湘，势凌衡岳，孕育湘
南，因山形伸展如龙而
获名。其主峰与衡岳比
肩，故名岳平峰，今人
亦称岳坪峰。峰顶放
眸，尽收宝庆之绝色；
云端静坐，聆听南岳之
梵音。群山矗万仞而巍
峨，众壑擎千崖而嵽
嵲，屹屹然一大观也。
游人如织，少长咸集。
仁者乐山，山清木秀；
智者乐水，水澈溪芳。
得地利人和，新邵县委
县政府顺势而为，经营
累载，遂得国家级森林
公园之桂冠也。

天下名山，皆有
“灵异”。岳坪之胜，岂乏奇观？
曰大气，曰神奇，曰伟岸，曰壮
丽。虽鬼斧神工难状其形，纵潘
江陆海难述其迹。

壮哉，岳坪峰。坐拥四十八
面峰峦而不张狂，揽近十万公
顷山地而不自傲。岳坪云海，波
谲云诡，湘中第一峰，实至名
归；龙山日出，云蒸霞蔚，宝庆
十二景，名列前茅。雾凇沆砀呈
龙山雪霁之景，意境高古藏药
谷问道之妙。杜鹃摇红兮金钱
松翠，银杏铺金兮毛红椿娇；锦
鸡振羽兮云豹齿坚，丹凤飞翔
兮石蛙鼓噪。飞水崖瀑布直下
三千尺，荞麦山剑石刺破九重
霄。小团年竹海听涛，情起丘
壑；龙山寺丛林觅静，心远喧
嚣。雅居坑民居乃历史巨制，粉
墙黛瓦；枫树坑水库系当今杰

作，碧水澄涛。推杯把
盏，大啖柴火腊肉，尽
释心中块垒；涤器封
壶，细品高山云雾，乐
观江渚渔樵。

伟哉，岳坪峰。孙
思邈拒御召而远宫廷，
住龙山而尝百草，《千
金要方》，功比歧黄。嫦
娥女逆天庭而恋人间，
宝石残月，千年绝唱。
名臣曾国藩，泼墨题联
药王殿；大儒阎之望，
乘兴诗吟枫树凼。炼丹
池逸仙风道炁，望夫崖
荡侠骨柔肠。天下兴
亡，志士心关忧乐；人
间有难，黎民奋起担
当。樊锥传播大道在

先，太芝庙响彻进步思想；贺恕
舍身主义于后，岳坪峰闪耀红
色光芒。更有当代龙山六烈士，
斗洪峰，救灾民，鞠躬尽瘁光日
月，一缕忠魂枕资江。

嗟夫，山水之妩媚，沟壑之
雄奇，盖因自然造化，上天厚意。
然则天地有正气，龙山藏精神。
岳坪魂何在？大道满山脊！山高
人为峰，壮志写奇迹。登斯峰也，
情可得抒发，志可得明立。

欣逢盛世，虎步龙骧。岳坪
开发，民众赓扬。修步道，拓广
场，架吊桥，塑雕像，启百世之
文明，奠千秋之伟业，酿万代之
琼浆。愿借造化之伟力，圆尘世
之梦想，祝千载以稔年，祈九州
于无恙。

是为记。
（唐湘，新邵县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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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29 日，老年节
的前夕，我们走进了隆回岩口
镇向家村。她被评为湖南省“脱
贫攻坚示范村”“旅游扶贫示范
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还被
评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

向家村曾是一个特困村，
全村 252 户 1008 人，贫困户就
有95户218人，集体经济全无。
2014 年 4 月，作为湖南省华兴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向
长江，响应“万企帮万村”的号
召，回村担任村主任。2016年，
向家村成为隆回县第一个整体
脱贫村。向长江本人荣获“湖南
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称号和

“全国脱贫攻坚奖”，还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我们首先看了村里的路、
水、电、网络的改造。要想致富，
先修好路。向长江领着村民把
6.8公里通村公路由3.5米拓宽
到6米，铺成炒砂路；新修环山
公路2公里、通组公路5条10.6
公里，硬化人行道 22 公里；修
建自来水塔8个；新修水渠8公
里；完成电网改造，解决了村民
用电；安装路灯360盏；购买了
垃圾桶和垃圾转运车，村里卫
生大改观……

村道两旁、村民庭院栽种
了法国冬青、红枫、樟树等上万
株，植草皮6万多平方米。由于
这里的土地多是砂石，栽树时
先要用钢钎挖一个深洞，填上
泥土肥料，再把树木栽下去。我
们看到处处林木翠绿，白墙红
瓦掩映在绿林之中。原来那几
口污水大塘，也改造成了“月亮
湖”和“太阳湖”，农舍倒映湖
中。我们还参观了村里的“三清
五改”和“穿衣戴帽”工程。我们
看到，全村民房只有两种颜色：
绿瓦白墙和红瓦白墙。

稍后，我们走进了蔬菜种
植大棚，只见辣椒苗已高三尺，
只等开花结椒了，紧挨着的大
片樱桃番茄正在开花挂果。向

长江说：“振兴乡村最关键的是
要大力发展产业，保人人就业。
我们培育了一批养猪、养鸡、养
鸭、养鱼和种植专业户，公司对
各户生产出来的猪、鸡、鸭、果
等上门收购。”

向家村把解决老有所养
和幼有所教摆在重要的位置。
设立有养老基金，为65岁以上
的老人每年发放养老金 1200
元。还搞起了教育帮扶，凡困
境家庭子弟的读书费用，由华
兴公司员工捐款解决。设立

“长江奖学金”，奖励一批考上
大学的村民子弟。向家村特别
注意抓村风文明建设，全村无
赌博、无吸毒、无邻里纠纷、无
刑事案件。

向家村自然风光美，地理
环境好，该村围绕“体育+旅
游”做文章，用体育赛事吸引了
众多的游客，相继举办了钓鱼、
马拉松、自行车、越野车等比
赛。此外，该村还建成了彩虹滑
道、儿童乐园、亲子乐园、青少
年拓展中心、水上乐园、音乐喷
泉、牛天岭观景台、牛天岭文化
广场等20个旅游项目。从2019
年以来，该村接待旅客达 100
多万人次。

向长江说，最根本的是村
里有具备“三牛精神”（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业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的村“两委”和
党员队伍。向家村穷山恶水的
治理、一草一木的栽培、一砖一
瓦的改造、一网一路的铺设，都
是村“两委”和共产党员带领村
民完成的。

当我们登上牛天岭观景
台，站在三头铜牛边，放眼四
周，只见绿带纵横，碧湖荡漾；
环村公路在绿色海洋里蛇行，
粉墙绿瓦在湖光山色中亮丽；
月亮湖、儿童乐园、彩虹滑道等
尽收眼底。这里垂柳依依，树影
婆娑，是人们回归自然的好场
所，难怪来此打卡的旅人络绎
不绝。

向家村游记
伍想德

那年，刚从师范毕业的我，怀揣梦想
踏上我工作的第一站。走进那所乡村小
学，映入眼帘的除了简陋的教学楼，就是
一张张纯真的带着乡土味的小脸蛋。我
收拾了自己那点小小的失落感后，全身
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我教的是四年级数学，因为学生的
调皮，其他老师都对这班“敬而远之”了。
老教师告诫我：“课堂纪律极为重要，你
必须让学生怕你。”上一期教这个班的数
学老师也和我交了底：“这个班人数多，
大多是留守孩子，成绩差，野得很！你必
须先镇住他们！”记着前辈们的“谆谆教
诲”，我板着脸孔开始了我的第一课。半
期过去，孩子们的眼神从刚见到我的欣
喜变成了胆怯，课堂纪律看起来不错，孩
子们没有讲小话的、没有耍小动作的，但
也没有回答问题的，课堂上只有一张张
茫然的小脸。我精心设计的数学活动全
然开展不起来，我认真选出的作业题目
学生大多做不出……

着急的我偶然看到一本教育杂志上
一句这样的话：尽可能深入了解每个孩
子的精神世界是教师的首条金科玉律。
这让我醍醐灌顶：我们班的学生需要什
么？我想我得改变自己的教学策略了。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第一
次微笑着走进了教室。孩子们大多已顺
从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少数同学生正
慌忙地往教室里赶。一个学生不小心撞
到我身上，怯怯地低着头，听候发落。她
叫小梅（化名），是个成绩很不好的学生，

要在平常我肯定会大发雷霆。但是那天，
我摸摸她的头轻声问：“碰到哪儿没有？”
她睁大眼睛摇摇头。我说：“快回座位。”
她很快跑回座位。

班上的其他同学显然也诧异于我那
天的改变。我走上讲台真诚地说：“同学
们，我教你们数学已经半期了。你们乖巧
懂事尊敬老师，老师很喜欢你们。今天老
师想和你们聊一聊，也想听听你们想对
老师说的话。”接着，我诚恳地检讨了自
己以前不对的做法，说出以后对孩子们
的希望。可能是我的态度让学生们信任
吧，班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发言了：“老
师，您对我们很好，我们都想学好数学。
可是我们的基础太差了，不过我们一定
会更加努力的。以后您布置作业时，就出
些容易点的题吧，我们学好以后再出难
题好吗？”多懂事的孩子啊！原来孩子们
也是懂老师的心的。其他同学的话匣子
也慢慢打开了……

数学成绩最好的冬晨（化名）站起来
说：“老师，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您的，只是
您有时显得有点凶，不过我知道您是为
了我们好。我们会更听话的，也希望您能
快乐一点！”一听这话，我鼻子一酸。

“老师，我爸爸妈妈出去了。我知道他
们想给我生个弟弟，我已经有两个妹妹
了。奶奶说我是女孩，读书没用，就在家带
妹妹算了。”说话的是小曦（化名），一头乱
蓬蓬的头发，一张脏兮兮的小脸蛋。以前
只认为她不讲卫生，现在才知道她小小年
纪竟承受了这么多。她接着哽咽着说：“现

在……我天天在家带妹妹……老师……
我想……我还是不读的好。”

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傻孩
子，知识改变命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老师会帮你，同学们也会帮你。”孩子们
都红了眼眶。

……
一节课下来，学生们知道了：老师爱

他们，希望他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也了解了：孩子们需要的不仅是严师，
更需要呵护他们心灵的良师。

此后，我根据孩子们的需要一边教
新课，一边带他们复习旧知，一边了解他
们，关心帮助他们。慢慢地，课堂气氛好
起来了，孩子们没有原来老师所说的大
吵大闹，也没有我刚教他们时的死气沉
沉，课堂活动能开展了，他们作业本上的
红“√”也越来越多了……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作过一个精
彩的比喻：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
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换一
种爱的方式，让情融入数学课堂，用心倾
听孩子们的声音，用爱感化孩子们的心
灵，数学课定会少去些许单调，多出很多
精彩。

（庞珊，任职于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东
方红小学）

换 一 种 爱 的 方 式
庞 珊

春 色 杨萍 摄

◆六岭杂谈

◆漫游湘西南

◆故土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