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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敬老月”：
增强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

记者日前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以
“营造敬老爱老社会氛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
题的2018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将于10月1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启动。活动以增强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
为目标，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今年“敬老月”活动时间为10月1日至31日，旨在
引导全社会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引导老年人在新
时代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根据通知，今年“敬老月”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开展

敬老爱老教育、走访慰问、老年维权、岗位敬老和老年
人经验传承等活动。其中，敬老爱老教育活动将结合
改革开放40周年和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集中开展敬
老爱老主题宣讲，并广泛开展以家庭、社区为单位的敬
老爱老实践活动。

（摘自新华社）

株洲历史上的今天

2009年的今天，南车株机自主化地铁
批量落户深圳。

2011年的今天，南车株机首创新型不
锈钢地铁车体。

日本式晚年现象调查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我们从顽皮稚
童到青涩少年再到风华青年的生命历程
中，都离不开我们的老师，他们一直都是最
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老师辛勤耕
耘，帮助我们成长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晚报《乐活周刊》
采访了一位学识渊博的退休老师，通过他，
以一斑而窥全豹，展现株洲退休教师风采。

今年 73 岁的肖又铮老师热爱文学，
2005 年从湖工大退休后加入了省作家协
会，目前已出版 6 本个人作品集。他每天
早上六点起床，吃完早餐后就开始写作。
他说，自己有一种很强烈的表达欲，每天都
会有想写东西的灵感，特别想通过文字来
表达自己对家乡、对农村的那份情感，那里
的每一条路、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是那么
的令人怀念和亲切。

走进肖老师的书房，房间里散发着一
股浓浓的书香味，远远地就能看见一叠厚厚
的方格稿纸摆在书桌的正中间，旁边还放着
一支钢笔，笔帽还没合上，显然是刚刚放下
笔的。肖老师无数的文章就是这样一个字
一个字地用稿纸写出来的，这样一种传统的
写作方式或许是肖老师要的那种感觉。

肖老师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充实，每天
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上午写点散文，
下午看看书，社区里有活动就去参加一下，
再晚点就陪着老伴去地里种种菜，活动一
下筋骨，还能收获绿色食品，现在家里吃的
蔬菜基本都是自己种的。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肖老师
很庆幸在教师岗位上奉献了毕生精力，他
祝愿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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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朵儿 沈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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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的好时节
出门去找秋天吧

一阵阵冷空气过后，时节来到了
秋天，昨天阳光和煦的模样，让城市充
满秋天的韵味。

新的一季来得迅速且热烈，满满
都是新季节的味道，似乎在阳光下，做
什么事情都觉得非常合适。

市气象台说，未来一周，因为没有
秋老虎的到来，整个城市接下去的日
子，都是多云或者晴天，那种凉风拂面
的爽朗的日子，我们将天天见。从目
前的预报来看，今天，是多云的天气，
最高气温 29℃，最低气温 20℃。明后
两天，多云，最高气温29℃的样子。

对于这样的气温，这正是演奏着
秋天的序曲，也正是在这循序渐进的
日子里，秋天的美才会被我们渐渐发
现，妥帖收藏。

（记者 王娜）

又是一年教师节时，我家是个教师家庭，这不禁
让我想起了去年教师节时，我家的家庭成员共享的教
师节的欢乐时刻。

“张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谢谢您当年对我建
筑设计专业的精心指导。”去年教师节，打电话给副教
授女婿的，是他一位远在山东某建筑设计院的学生。
该学生五年前大学毕业后，在几次建筑设计大赛中连
连获奖，如今事业上小有成就。

不一会，小学教师的大女儿接到毕业生、如今在
复旦大学就读大三的一位女学生发来的短信：“肖老
师，教师节到了，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时常想到
您对我关心和照顾的一件件往事，真的谢谢您！”

去年教师节这一天，我家就弥漫在学生感谢的浓
浓氛围中。

“肖老师，您还记得吗？我是马桥中学毕业已有40
年的学生，现在诸事顺遂。我不会忘记您抑扬顿挫讲
授语文课的声音。在这难忘的教师节，我赠给您一副
对联：喜掬丹心培后代，好研朱墨写春秋。”

就这样，一家人几个老师接连不断收到各地节日
来信、电话等，我们共有着教师职业特有的幸福感，我
们似乎又回到与学生相处的日子，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当了一辈子教师，我对不少学生的印象特别深。
有位女同学名字里有个“窅”字，我恍惚记得演义小说
中，五代有个美女叫“窅娘”，但没留心这个字怎么
读。新学期的语文课上，当着全班学生我将这个字读
成了“目”，这一下把50个学生笑趴了。幸好班长给我
下了个台阶：“肖老师，这不怪您，她的名字是个生僻
字，刚入学，我们也不会读这个字。”就是那个给我下
台阶的高个子班长同学，每到教师节都打电话问候
我。

一年要过许多节，唯独教师节是我们这个教师家
庭特别的节日，各个都能收到来自昔日学生的节日问
候。多年前，我妻子用缝纫机为学生服务过，也受到
学生想念。30多年前，两位初中男生因打架，各自被
对方撕破了衣袖、裤腿、想到回家后会被父母批评，放
学后，他们两人来到我家。我妻一看他们的状态，连
忙用缝纫机替他们缝补好衣服，他们才高兴地回了
家。没想到，在去年教师节这天，两位年近五十岁的
学生，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妻的电话，给我的妻子打来
电话：“师母，您好！您当年给我们缝补衣服的事情，
虽过去32年了，但我们还记得清清楚楚，谢谢您了，请
多多保重身体！”

由此，我也想起了任教过我课程的老师，尤其是
已去世的六年级语文教师杨定国先生。我写的帮人
推车过朱家板家的《一件小事》，被他全班阅读并鼓
励，由此激发了我终生喜爱写作的兴趣。中专阶段，
在语文教师刘隆慈指导下，写作能力提高较快，在全
校一次作文竞赛中以散文《雪》荣获第一名。其奖品
只是一个作文本，但给我精神上的激励是无价的。因
为刘老师家几次乔迁，我们失去了联系，这让我时时
想念他。

我家每个教师成员，都受到了学生的爱戴和想
念，因为我们深知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无论是专
业特长，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把对学生的关爱放
在首位。基于这些看法，大家才有教师节，共享的欢
乐。

最后，我以连续二十个教师节，给我打来节日问
候电话的学生陈习华一副对联转赠给同行：

彩笔凌云腾蛟起凤，春风化雨绽李开桃。
（作者：肖又铮 73岁 天元区山水文园小区）

梁老师叫梁景辉，是我在云南河口读小学时的老
师。记得那时有一门课叫“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教
材，一到上课，我们便嚷嚷着要他讲故事。有关他的
传奇，便是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中慢慢串联起来
的。

1951年春天，高小才读了一年的梁老师就参加了
土改工作队。云南解放得晚，在边境地区，国民党残
余虽然已被肃清，但土匪活动依然猖獗，村里的干部
和土改队员被杀害的事时有发生。梁老师怀着和当
时许多年轻人一样的理想来到了土改工作队，准备大
干一场。

本以为梁老师的土改经历会充满惊险、刺激，就
像电影里那样。没想到到工作队才一个多月，他的土
改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充满童心的期待也变成了遗
憾。上级给他的新任务是要他到距县城一百多里的
南屏小学去教书。

教书？我自己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教？梁老师
一百个不愿意。但上级没得商量。上级说，你认识几
个字就叫学生认几个字。小小少年只好遗憾地离开
恋恋不舍的土改工作队，去做与自己年龄和学历都不
相称的老师。

南屏紧紧依偎着红河，一条青石板的街道贯通南
北，两边是土坯或干栏式的木构架房。学校在村子的
最北头，两间草房，一间作教室，一间作老师的住房兼
办公室。

第二天，学生陆续到齐了，一共十七个。让梁老
师奇怪的是，学生们每人都扛着一张芭蕉叶，手里攥
着根竹签。上课了，梁老师要学生拿出纸和笔，学生
们立即撕下一片芭蕉叶，把竹签摆在叶子旁边。原来
没钱买作业本，孩子们的演算、练习、作业都是用竹签
写在芭蕉叶上。看着课桌上的芭蕉叶，梁老师彻底地
震撼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完的这第一堂课。中
午，梁老师抓紧批改作业，他必须在下午上课前批改
完并发给学生，不然的话，芭蕉叶干了，写在上面的字
就无法看清了。

外面来的人管这里的村民叫“沙族”，其实他们是
很久以前从广西迁来的壮族人。村里除了村长认得
几个字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字不识。村里一直希望办
个学校，但没人愿意来，在梁老师之前也先后来过两
位，都因为吃不了苦离开了。究竟有多苦，那时的我
们没去想过，只知道梁老师留下来了，而且这一留便
是一辈子。

等到我读书的时候，南屏小学已经是一个成完全
建制的小学了。但直到五年级梁老师才教我。一米
八的个头，微胖；憨厚可亲，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
象。说实在的，梁老师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文化知识。
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知识水平问题，要知道他高小还没
毕业啊；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形势，那时的读书可真
不叫读书，虽说“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实际上是

“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占了绝大部分
时间。但是，梁老师用他的人格影响着我们，教育着
我们。

“文革”中期，一大批来自昆明、北京、上海、成都、
重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河口，其中一些在
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开始进入学校教书，他们的知
识是高小还没毕业的梁老师远不可及的。

1974 年当我高中毕业，也站上讲台时，梁老师已
经被调整到一个叫马古坡的分校了。马古坡，知青都
戏称它“马滚坡”。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赶到。

有一次，我带着学生支援秋收到了马古坡。知道
我们来了，梁老师的爱人宁老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做
客。梁老师还是那么憨厚可亲，那么乐观。除了上体
育课外，他还兼着总务，经常要赶着马到中心校来驼
些教学用品，翻山越岭来回要一整天。

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梁老师了。去年同学
聚会，我又回到阔别40多年的河口。一天在街上遇到
了梁老师的儿子，问起梁老师的近况，才知道他几年
前已经去世，心里不禁一阵怅然。那个在教室里给我
们讲剿匪故事的中年汉子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黄任元 61岁 国税新村小区）

秋
（同头排律）

秋来满目是金黄，
秋色多情谱妙章。
秋月晶莹辉热土，
秋诗豪爽洒芬芳。
秋花巧绘娇妍画，
秋草劲描勤奋光。
秋水银河相互映，
秋山玉树耀奇香。
秋风阵阵弦歌起，
秋雁声声翅舞翔。
秋雨丝丝传讯息，
秋园处处摆丰粮。
秋收户户心欢畅，
秋话人人志气昂。
秋曲琴箫锣鼓壮，
秋词句句颂文昌。
（作者：唐子岳 75 岁

天元区德政花苑小区）

教师节——我家共享的欢乐

怀念梁老师

株洲晚报《乐活周刊》长
设“常青艺苑”专版，专登老
年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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