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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在艳阳和清风主动作陪下，
“文学照亮三湘·邵阳红遍洞口”
名家采风活动一行人走进了古楼
乡。在古楼茶叶生态产业园，漫山
遍野的雪峰云雾茶把山上山下装
点得绿意盎然，生机勃发。跻身队
伍之中，许是沾上了大家的才气
与灵气，吟诗作对之意在我心底
奔涌翻腾。

旅游电瓶车载着我们直冲山
顶。下车俯瞰，只见远山墨绿、深
绿至浅绿，层次分明，近水裹挟着
天光云影逶迤而来。扫视众人，但
见一个个笑容可掬，忙不迭举起
手机在拍山拍水，合影留念。伫立
游憩长廊，茶香阵阵，我感叹着新
时代的山乡巨变，联语翩翩结对
飞舞于心。其一：“青山着意，茶楼
古韵匀山色；绿水澄心，盛世新颜
演水光。”其二：“云缭雾绕，万顷
青岚开锦绣；叶碧茶香，千秋贡品
续辉煌。”

游客熙来攘往，其中有几位熟
人挥手向我打着招呼。他们那一脸
的兴奋，再度深深感染了我，又得
一联：“青云霭霭，灵园雨露滋茶
客；碧带飘飘，古道仙风醉旅人。”

来到山那面，一座院楼呈现眼
前，院楼对面是高大的红六军团长
征纪念群雕。1935 年 12 月，萧克、
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长征，途经古
楼乡相山、古楼、青草等村。古楼境
内至今完好留存有红军泉、红军石
板路、红军宿营地、七渡水红军烈
士墓等。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陪同游览的梅子女士介绍说，那院
楼是新近竣工的党员活动中心。入
内参观，党史、军史、地方史为现代
宣传手段所承载所传诵，并且廉洁
元素浑然天成地融入其中。如此不
忘来时路，不忘党恩红军恩，不忘
廉政文化建设，令我感慨系之，遂
口占一联：“红军往昔救民族；我辈
而今秉赤心。”

转过山脚，一座古色古香的
风雨桥恍如一位仙翁迎接我们的
到来。举目四望，但见湘黔古道穿
桥西去，道旁是排排茶树；且上有

白云守护，下有绿水巡逻。有道
是：“茶山茶韵登茶寿；古道古风
隐古楼。”

移步桥廊歇息，清风随即吟
响耳畔。梅子女士娓娓道来，古楼
乡近年推行“土地入股固定分红+
二次分红”“订单收购”“二次返
利”等稳固利益联结机制，让乡亲
们尽享订单农业“订金”、基地就
业“薪金”、土地流转“租金”、超产
分成“奖金”、参股经营“红利”，全
产业链收益带起了全乡茶叶基地
范围内 1683 户 3477 人，其中脱贫
户自主发展茶叶2180亩……阳光
闻声而至，与清风联袂谱就一曲
天籁：“清风做客诗音起；暧日栖
廊气韵来。”

下得山来，反观茶园，硕大的
“古楼茶文化园”牌楼身披亮光，依
依不舍目送着来自三湘四水的文
学大咖们。作为洞口人，我与茶园
怀有同样的心境。然而，作为采风
活动的参与者，我对茶园、对神农
氏、对陆羽亦怀有着别样的感激之
情，遂作联报答一二：“爽籁做声，
声声永戴农皇德；茶旗浮字，字字
长吟陆子经。”

眼光右扫，“古楼御茶园”巨大
石雕于穹形门楼侧旁微笑送客，园
中那一排排古茶树的身影不觉萦
绕眼前。这时候，茶农们欢快的采
茶歌声随风传来，歌声里满载着茶
农的心声。据了解，古楼乡加快古
楼茶品牌与茶文化生态园文旅产
业的有机融合，并加强三产互补联
动，采茶、制茶等环节新增就业
1000 余人，茶农年人均增收 4000
余元。想起茶农们与茶园一起正续
写着“一片叶子致富一方乡亲”的
新时代乡村振兴传奇，我心花怒
放，一联即成：“雾绕云缭，百顷御
园怀圣惪；枝繁叶茂，千年嘉木济
苍生。”

有同行文友笑问，你那是什么
对什么联啊？

回曰，我这可是口中对心底
联！

（肖智群，任职于洞口县纪委）

古楼茶园乐吟联
肖智群

5 月 27 日清晨，从城
南公园传来了悦耳动听的

“布谷、布谷”的鸟叫声，把
我从美梦中叫醒。我打开
手机一看，5时34分。布谷
鸟叫声持续近半个小时，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元人刘
崧的《夜闻布谷》：“夜半山
中布谷啼，离人归路梦中
迷。深乡三月青苗老，犹有
荒田未得犁。”自 2019 年
我从洞口来到邵阳市区，
住在树木茂盛的城南公园
旁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公园里布谷鸟的啼声。

回想起我8岁时，放学回家的
途中，无意之中捉了一只布谷鸟。
大人们做了个鸟笼，把它放进去。
它上羽暗灰色，尾羽蓝色，腹羽白
灰相隔，可爱极了。我每天放学回
来，都要“布谷、布谷”逗鸟叫，偶尔
它也叫几声。我还发动小伙伴们捉
虫子给布谷鸟吃。一星期后，它歪
着头，有气无力的，没有了原来活
蹦乱跳的样子。我想到它肯定向往
在天空自由飞翔，就将它放飞了。

2022年3月，我和好友3人到
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也听到了布
谷鸟的叫声。清水村山清水秀，森
林覆盖率95%。

去年 5 月，单位组织参观学
习，先到炎陵县鹿原陂的炎帝陵。
在炎帝陵园，听到导游讲了一个关
于布谷鸟的故事。传说，炎帝小时
候把山上的草木移植到田野，可是
它们都无法成活。他不气馁，种了
又种，累得腰酸背痛，手结了老茧，
还是坚持不懈。他这种忘我的劳动
精神，感动了玉帝。玉帝便派了一
只神鸟带了些谷种，播在炎帝垦种

过的土地上。不久，这些
谷种先后破土而出，根深
叶茂，结出黄澄澄、沉甸
甸的稻、黍、稷、麦、菽五
种谷物。炎帝把种子分给
大家，并把种植方法一五
一十告诉大家。从此，人
们吃上了用自己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五谷。神鸟此
后便留在人间，繁殖后
代。每年春季，它们飞到
各地，叫喊着“布谷、布
谷”，催促人们及时种植，
莫误农时。人们为感谢神

鸟帮助，根据它的叫声，将其取名
为“布谷鸟”。

布谷鸟学名叫大杜鹃，因它在
杜鹃花开的4月至5月最活跃。它
的叫声宏亮，每分钟鸣叫20次，很
远便能听到其粗犷而单调的声音。

布谷鸟是一种益鸟，它以各种
林木害虫为食，其中以松毛虫等为
主。松毛虫全身毒刺，其他鸟类看
见它也不敢吃，而布谷鸟却是松毛
虫的天敌。一只杜鹃鸟每小时能捕
食 100 多条毛虫，因此被称为“森
林卫士”。

然而布谷鸟很是刁钻狡猾，常
占据其他鸟的巢下蛋，还要这些鸟
替它代孵代育。好在许多鸟儿也有
慈悲宽容的天性，认真完成布谷鸟
委托的重任。

很多诗人都写过布谷鸟。李白
有诗：“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
杜甫有诗：“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
处处催春种。”陆游有诗：“布谷布
谷解劝耕，蟋蟋蟀蟀能促织。”

布谷声声，是自然界最和谐动
听的音乐，充满了诗情画意。
（肖和良，邵阳市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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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隆回县粮食局调邵阳地区
粮食局不久，《邵阳日报》就问世了。
那些年，我闲时细品，忙时浏览，间或
投稿，遂与该报有了缘分。

自 1986 年在该报首次刊文，到
1993 年调离邵阳，报社编辑精心编
发过我的 20 多篇稿件。所涉内容，有
粮管业务，如《肩挑车载送粮忙 粒
粒凝聚爱国情》《趁热打铁不松劲
再收粮食五万吨》，写的是粮食定购
下的收粮场景；有集邮知识，如《集
邮报刊纵览》《小议集邮展览》；有人
物采访，受访者系在外地闯荡的邵
阳籍人士，他们有着为家乡争光的
拼搏情怀。

《在没有土壤的田园里耕耘》一
文，刊发于 1991 年 6 月 22 日的《邵阳
日报》。文章里的主人公金超先生，籍
贯在邵阳市区，毕业于武汉大学，曾
任职湖北大学、湖北省粮食厅等单
位。有感于先生撰写《当代中国的粮
食工作》、编辑《粮食知识》杂志等成
就，我采访了他。他年满 99 周岁的
2023年，我趁赴鄂参加粮食国际论坛
之际前去养老院拜访。说到在《邵阳
日报》刊发的那篇文章，他自谦一生
平凡，却赞赏家乡报关注游子，盼望

有生之年再回家乡。我们交谈90多分
钟，先生似谈兴未尽，但我不忍久扰，
便起身告辞，相约邵阳见。我俩至今
保持联系，可谓忘年交。

《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文，刊发于
1991年10月5日的《邵阳日报》，所写
的主人公谭立平，籍贯隆回，是我初
中、高中同窗。他 1982 年以优异成绩
毕业于西北纺织工学院（现西北工程
大学），被分配到益阳苎麻纺织印染
厂工作 5 年，后又调至柳州市苎麻纺
织厂、柳州市纺织印染总厂任副总工
程师，1990年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协首届青年科技奖，是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专家。
他做过广西科技大学教授，现任广东
科技学院教授。至今，他还收藏着那
张《邵阳日报》。

《遨游邮海》一文刊登在1992年2
月16日，写的是我叔叔石安佑。叔叔生
于新宁，1958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现
北京邮电大学）五年制本科专业，毕业
后被分配在湖南省邮电管理局，曾任
省局某公司经理。身为高级经济师的
他，用娴熟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业务
功底，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
释》《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图释》《邮票

解说与价变》《邮票邮品与集邮知识》
等书籍。我有事无事与他聊天，少不了
关于邵阳的话题。晚年，他写过十余万
字的回忆录——《走出露井塘》。露井
塘原属武冈县广益乡，现属于新宁县
马头桥镇，是他出生地的名称。原来18
岁即远离家乡的叔叔，心心念念的，还
是生他养他的家乡。

到长沙工作，我也成了外地人。
安顿下来后，我先是上图书馆继而上
网阅读《邵阳日报》，并为之写过稿。
我还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发
表了好几百篇散文、杂文和新闻稿，
有 200 多篇论文被《农业经济问题》

《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粮食经济》《瞭
望》等刊采用，著有《水煮粮史》《石粮
走笔》《娓娓“稻”来》，主编有《湖南省
志·粮食（1978-2002）》等。

回头看来，《邵阳日报》让我二十
几岁圆了发表梦，更是我业余写作的
领路人，我始终不曾忘记她。

（石少龙，曾任湖南省粮食局副
局长）

家乡报推家乡人
石少龙

五月的阳光熠熠生辉。窗外的一
株石榴缀满小喇叭似的花朵，红得那
么耀眼、那么锃亮。

老家屋门前也有一株石榴，那是
36年前母亲亲手栽种的。那一年我12
岁，弟弟5岁。

记得那是秋季的一个午后，金灿
灿的阳光映照在李大爷家沉甸甸的
石榴枝上，远远望去一片通红。我和
弟弟禁不住这美味的诱惑，我们“分
工协作”，不到半个钟头的功夫，就背
着鼓囊囊的一书包石榴撒腿往回跑。
等到了小院，我们捂紧书包，低着头
往家里走。

“你们俩到了哪里？书包里装的
是什么？”话音刚落，母亲一把夺过书
包，发现里边全是红通通的石榴果，

“小小年纪就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快
跟我一起退回去！”母亲一向和蔼，那
一次却无比严厉。

当天下午，母亲赶到街上买了一
株小石榴树，栽种在屋门口。从此，我
们经常和母亲一起给小石榴浇水、除
草、施肥、松土。在我们的精心照料
下，三年后，小石榴开了花结了果。第

二年，父亲当选为村主任。
当时，父亲主抓村里的林业。我

们村人口少，山林却不少，连绵起伏
的山上，杉木林一大片一大片。几位
脑筋“活络”的亲戚找到父亲，说要承
包村里的“造林山”。父亲很为难。母
亲听说后立马提议道：“造林时大家
一起出过力，按理说，劳动成果也要
大家一起分吧。”父亲觉得很在理，听
取大家的意见后，组织村民分批次对
林木进行了间伐。木材出售后，父亲
按照村里的人口数将林木款分到户。

父亲担任村干部的十年里，母亲
却更加辛苦了。这十年，我和弟弟正
求学，父亲整日忙着村里的事。父亲
当村干部工资低，远远供不上我们的
学杂费、生活费。为贴补家用，母亲没
日没夜地劳累着。一些长辈打趣道：

“老嫂子，现在你都做‘书记太太’了，
咋还累得像个‘土雷公’！”母亲总是
笑着说：“大家信任老莫让他当村干
部，他就该多为村里做点事。我们家
里人也理应多支持。”

我和弟弟工作后，屋门前的石榴
树已长得碗口粗。看着我们像天上的

风筝越飞越远，母亲越来越牵挂。
那一年，我在一所乡中学担任毕

业班教学和班主任。一位开书店的亲
戚找到我，希望我帮忙推荐复习资料，
并承诺要给劳务费。母亲得知消息后
连忙劝阻道：“昧着良心的钱不能赚！
切不可因为一点回扣而犯错误！”

弟弟进入部队工作后，有时候给
家里寄点旧被子、旧衣服之类的军需
处理品。母亲接到包裹后总是很忐
忑，打电话反复叮嘱：做人要本分，公
家的便宜千万不能占！

后来，我参加了现单位的遴选考
试。成绩出来后，母亲很高兴，一个劲
地嘱咐我——要多为国家作贡献、多
为人民办实事。想不到几天后，母亲
却因意外而身故……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七年。七
年里，我主要从事信访接待等工作，
接触的大多是和母亲一样的平凡的
劳动者。工作中，我总是不厌其烦地
倾听他们述说，尽己所能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的困难，疏导化解他们思想
上的困惑。

“要多为国家作贡献、多为人民
办实事。”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每当我
彷徨犹豫时，一想到母亲的叮咛，想
到老屋门前那株苍劲挺拔的石榴树，
我心里顿时充满了阳光、脚下立即充
满了力量！
（莫善生，任职于绥宁县纪委监委）

石 榴 花 开
莫善生

◆六岭杂谈

◆漫游湘西南

◆岁月回眸

公园一角 蒋建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