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邮箱：wblehuozhoukan@sina.cn2019年04月21日
责编：子一 美编：陈春艳 校对：曹韵红 人物 A03

多次写入党申请书
45岁终于加入共产党

仅仅搞了一年的农业种植，市农
科所“要一个负责任的，会养猪的”人，
推行生猪良种化科学养殖，主要负责
出口。1983 年，周光宇又被调到养猪
场负责养猪。4 个人要负责 100 多头
猪。周光宇带领着3位同事，很快抓住
了科学养猪的关键：饲料配方要合理；
喂好母猪生猪仔，不要花钱购小猪，降
低成本。每年年底，市农科所的4个养
猪场进行盘底、评比，周光宇带领的养
猪场每年排第一。

自入团后，周光宇心心念念着入
党，因为在她心中“我从旧中国来，我
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先进的。”入团
后的岁月，周光宇又多次写了入党申
请书，可一直未被党组织吸纳，但周光
宇从未想过放弃，“肯定是我做得还不
够好，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就
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申请，不断
完善自我，在 1986 年，周光宇 45 岁那
年，她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因为出色的表现，她多次获得市
里的先进。

退休后不忘本心
热心社区公益事业

1992 年，周光宇退休了。原本可
以安享晚年，可周光宇一直秉持着“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理念，
她没有闲下来，依旧为大伙的事情忙
前忙后。和周光宇打了50多年交道的
邻居陈金辉说：“周娭毑好热心，是一
个最好的人。”

周光宇住的花园二村，因为历史
遗留问题，之前一直没有国土证。
2007 年前后，已经 66 岁的周光宇，找
街道、找国土局、找原来办房产证的
人，找各个部门申请，最终60多个土地
证终于补齐了。

花园二村是个老旧小区，以前烧
煤、自来水也没有分表到户，烧煤既不
便宜又不卫生，自来水又常停水，也是
周光宇积极跑前跑后，为最终解决燃
气和自来水分表到户问题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在周光宇的客厅里，还张贴着一
张义务巡逻队的值班表。花园里社区
党支部书记沈利介绍：“我们社区的义
务巡逻队在2010 年就成立了，周娭毑
一直坚持了下来，认真负责，巡逻笔记
记得非常详细，直到去年下半年因为
身体原因才没继续。”

提及这些，周光宇是这么说的：我
从旧社会来，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很
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为大家做
一点事情很舒服，这也是一种享受，要
在常学常新常为中提高党性修养，在
知行合一中发挥余热，这样的人生才
算没有白活一场。

（记者 旷昆红/文 谢慧/图）

45岁入党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穿一生

周光宇：能为大伙做点事情，我感到很舒服

个头不高、满脸笑容……只要跟 78
岁周光宇老人搭上话，无不被她的热情
打动。

1958 年，17 岁的周光宇从益阳农村
来株洲求学，把人生芳华奉献给株洲，她
参与和见证了这座城的发展，由于受出
身的影响，她遭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磨
难，但她从未抱怨，始终追求进步，按照
共产党员的要求指导自己前行，始终如
一勤恳工作。在45岁那年，她终于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休后，依然热
心社区公益事业，大家都夸她是热心人。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1961年原本是毕业年，还没等到毕业，就因
为国家经济困难等原因，学校无法继续办下去，
进入全面停课阶段。就这样，周光宇和59名同
学分配到了园艺场徐家冲生产队干农活，种菜、
挖土、担粪，她也干劲十足，不知疲倦。作为一
个学化工出生的学生妹子，周光宇对农业方面
的知识，知之甚少。她只好发扬两条腿走路的
精神：甘当小学生，虚心向老师傅学习；另外，她
利用空闲时间，争分夺秒学习农业知识。

几个月后，园艺场副场长到生产队了解基
层情况，得知她曾在湖南株洲化工学校读书，询
问她是否愿意到大坪科研队做事。于是，周光
宇就到了大坪科研队，主要从事蔬菜实验，观察
蔬菜生长期、施肥量、产量、气候、降雨量等情况
的工作，“那时候的温室棚是煤加温的，专门用
来育苗。”此时，周光宇对加入团组织的信念依
然没变，她一次又一次的写入团申请书，终于在
大坪科研队加入了共青团。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
句话在周光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大坪
科研队待了6年后，大坪生产队的一个食堂需要
一个事务长管理，周光宇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
了食堂的工作。那时，食堂每天管着100多人的
吃饭问题，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周光宇为了
让大家吃好，绞尽了脑汁。

“食堂包括我在内就4个人，一个炒菜的师
傅，两个配菜的还负责喂猪，还有一个种菜的师
傅。”周光宇把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了种菜、养猪
上，“我们种的菜除了供应食堂吃外，多余的还
能拿出去卖，挣的钱可以多买一些肉回来。买
肉就去月塘的冷库批发。”因为周光宇经营有
方，食堂在年底的时候，结余的钱，还能组织大
伙聚个餐，吃一顿好的。

从1967年一直到1982年，周光宇把食堂管
理得井井有条。期间，株洲市农科所于1969年
从外地搬过来，周光宇所在的地方被划归到株
洲市农科所的范围。

1983 年，周光宇不再管理食堂，去了株洲市
农科所大坪生产队4队搞农业种植。她说：“现在
益民路这一块种的是梨树，以前全是桔树，花园二
村还都是田和水塘。”短短30多年，株洲发展速度
太快了，河西已经慢慢变得她都不认识了。

61年前考到株洲读书
挑砖建设校园

得益于当教师的哥哥，周
光宇自小走上了一条和其他农
村女孩不太相同的路。从懂事
开始，她就在哥哥任教的小学
上学，上完初中后，1958 年，她
考上了湖南株洲化工学校（现
在的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无机专业。

周光宇记得，报到那天，她
带着奶奶陪嫁过来的枕头和红
箱子，从益阳坐了 10 多个小时
船，才晃晃悠悠到了株洲。

由于湖南株洲化工学校还
在建设，新生被分流到四中、三
中、二中读书、住宿，周光宇被
分到四中。那时四中也没有像
样的宿舍，于是她和同学们过
上了边上学边建设的生活。挑
砖建宿舍、翻山越岭到火车站
附近的大米厂运米、吃黄泥水
……即便到了寒暑假，同学们
也不回家，大家集体到湖南化
工学校干活，参与校园建设。
一年后，周光宇和同学们终于
到了自己的学校上学。在湖南
化工学校读书的几年，周光宇
和同学们依然过的是半工半读
的生活。到春插和秋收季节，
同学们被安排到淦田农村帮
忙；平时，周光宇和同学们还要
到附近的工厂实践。

由于周光宇出生于地主家
庭，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年
代，入团、入党、评先进均与她
无缘。在化校时，她多次写入
团申请书，但总被告知“还需要
考察考察”。

“但我当时并没有灰心丧
气，认为是自己离团员、党员的要
求还有差距，坚信通过好好改造，
锤炼自身，总有一天会加入到团、
党组织中来。”周光宇对记者说。

▲只要有空，周光宇就会帮忙打扫小区

随感
丰子恺

十 余 年
前 有 一 个 时
期 流 行 用 紫
色 的 水 写
字 。 买 三 五
个 铜 板 洋 青
莲，可泡一大
瓶紫水，随时
注入墨匣，有
好 久 可 用 。
我 也 用 过 一
会，觉得这固
然 比 磨 墨 简
便 。 但 我 用
了 不 久 就 不
用，我嫌它颜
色不好，看久
了令人厌倦。

后 来 大
家渐渐不用，
不 久 此 风 便
熄 。 用 不 厌
的，毕竟只有
黑和蓝两色：
东 洋 人 写 字
用 黑 。 黑 由
红 黄 蓝 三 原
色 等 量 混 合
而成，三原色
具足时，使人
起 安 定 圆 满
之 感 。 因 为
世 间 一 切 色
彩 皆 由 三 原
色产生，故黑
色 中 包 含 着
世 间 一 切 色
彩 了 。 西 洋
人写字用蓝，
蓝 色 在 三 原
色中为寒色，
少 刺 激 而 沉
静 ，最 可 亲
近 。 故 用 以
写字，使人看
了 也 不 会 厌
倦。

紫 色 为
红 蓝 两 色 合
成。三原色既
不具足，而性
又刺激，宜其
不堪常用。但
这 正 是 提 倡
白 话 文 的 初
期，紫色是一
种 蓬 勃 的 象
征，并非偶然
的。

△ 没 有
所 谓 的 无 路
可走，只要你
愿意走，踩过
的都是路。

△ 追 寻
梦 想 是 一 种
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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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官府事先准备现场

乾隆两次观茶 品出不同味道
明代茶专家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采茶时节时说：“清明太早，

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谷雨茶可用于茶疗，喝了会清火明
目、健牙护齿、祛毒辟邪。所以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四次到杭州茶场
视察，其中两次是在谷雨前夕，并作《观采茶作歌》。

上当原是上当铺
为什么把受骗吃亏叫做“上当”呢？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正
月，乾隆皇帝起銮出京第二次南
巡。这次行程减去了不少游山玩
水的项目，增加了视察手工作坊、
阅视河工、体察民情、检阅军队等
实际内容，也降旨减免了一些民
众负担，办了一些具体实事。农
历的二月二十七，抵达杭州。

这一次，乾隆接受上次的教
训，要看到实情。乾隆心想，如果
撇开地方官，自己微服私访，在地
方官吏的层层“监督”之下，恐怕
难以成行，再说地方官也显得没
有面子。不如在视察途中搞个突
然“袭击”，这样于情于理都能说
得过去。乾隆派随从人员乔装打
扮，事先勘察路线，选择现场。一
切准备就绪，通知地方官观茶。

地方官轻车熟路，如法炮
制。乾隆等在地方官的簇拥下，
前往茶场视察。走到半道，乾隆
在随从的引导下，突然变换方向，
向地处偏僻的云栖茶场走去。由
于这里不属于官吏们清除道路的
范围，也没有黄土铺路，百姓们也
不知道皇帝驾到，所以也不回避
乾隆的车驾。因为龙井茶雨前价
格贵雨后贱，为了生计，老百姓在
谷雨前夕，男女相随采摘嫩茶，艰

难劳作。乾隆皇帝看着忙忙碌碌
的茶农，个个穿着破烂的衣衫，在
田间吃着粗陋的饭食，真正体会
到了茶农生活的困难和劳动的辛
苦。

这一次观茶后，乾隆皇帝深
有感触，回到行宫，又写了一首

《观采茶作歌》：
“前日采茶我不喜，率缘供览

官经理；今日采茶我爱观，吴民生
计勤自然。云栖取近跋山路，都
非吏备清跸处，无事回避出采茶，
相将男妇实劳劬。嫩荚新芽细拨
挑，趁忙谷雨临明朝；雨前价贵雨
后贱，民艰触目陈鸣镳。由来贵
诚不贵伪，嗟哉老幼赴时意；敝衣
粝食曾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在诗中，可看出乾隆观采茶
前的心情，以前不喜欢观茶是因
为由官员事先摆布，老百姓在演
戏，现在是看百姓真实自然的采
茶劳动，所以自己饶有兴趣。他
通过所见所闻，把茶农采茶的过
程描写得具体形象、生动鲜明，既
表达了对茶农劳作辛苦的怜悯，
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百姓破衣
粗食生活不足，我即使品尝着“龙
团凤饼”又有何味呢！

(摘自羊城晚报)

第二次 真正体会茶农艰辛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
三，乾隆皇帝离开京城，开始了第
一次南巡，同行的有皇太后钮祜
禄氏、皇后嫔妃，还有随从大臣、
侍卫人员，达2000余人。前呼后
拥，浩浩荡荡。沿途地方官吏深
知乾隆讲究排场玩乐，争相迎逢，
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各种名
肴特产。乾隆一行渡黄河后乘船
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
苏州、嘉兴至杭州。

地方官知道乾隆好茶，所以
事先已经在附近的天竺准备好了
采茶现场，沿途黄土铺路，装饰一
新，挑选靠得住的茶农进行了培
训。乾隆所到之处，见到的是一
片繁荣盛世的景象，处处莺歌燕
舞，男女老少红红绿绿，兴高采烈
地采茶、炒茶，忙得不亦乐乎。乾
隆巡视一番，甚是高兴，回到行宫
后，余兴未尽，提笔写了一首《观
采茶作歌》：

“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
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
试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
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
添，干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
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王肃
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
巧。”

这首诗把采茶的时间、芽叶
标准和炒茶的条件、方法、特点、
过程都叙述得很详尽，诗中还对
茶农采茶的热闹忙碌场景也做了
生动的描写。从诗中可看出乾隆
观察得非常细致。

乾隆回京后，有人向他汇报，
观看的采茶现场是官府事先准备
好的，不是真实场景。乾隆听到
这个情况后，反应如何，史书上没
有记载，但从第二首观茶诗中可
看出他是不爽的，或者是勃然大
怒。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卷
九“池鱼”记：“张无尽尝作一
表云：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
火而池鱼祸。”上句出自《庄
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
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
之，池干而鱼死”。《广韵》

“池”字注说：池，水沼也，古
代有个姓池名仲鱼的人，城
门失火不幸被烧死。谚曰：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白居
易有诗：火发城头鱼水里，救
火竭池鱼失水。这说明，当
初池鱼是一个人的说法，并
没有流行。但是，《广韵》里
这样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张无尽是宋代的丞相。
《广韵》是北宋官修的一部大
型韵书。而白居易的说法，
已经代表大众，按这个时间

表推算，除非《广韵》编著者
在前代的辞书里，找到强有
力的证据，否则，说服力不
强。

其实，白居易采用的说
法老早就有了。北齐杜弼《檄
梁文》里有：“但恐楚国亡猿，
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东汉应劭《风俗通》载：

“城门失火，祸及池鱼。俗说
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救
之，烧死，故云然耳。”这样说
来，《广韵》说池鱼是一个人，
是有依据的。只是，后人在流
传这一事件时，将名字理解成
了“池里的鱼”，城门失火，殃
及无辜的池鱼，比喻受到无辜
牵连。

（摘自今晚报）

池鱼原来不是鱼

“上当”一词来自清徐珂
编撰的《清稗类钞》一书。在

“自上当”的条目中，徐珂记
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苏
清河有个富有的王氏家族在
城里开当铺，但是家族中的
人不擅长经营事宜，他们历
来的做法是公选一个职业经
理人代替家族来打理。光绪
年间，家族公选的职业经理
人是历史地理学家和藏书家
王锡祺，王锡祺精力都集中
在了刻书、藏书上，并不在当
铺的经营上动脑子。王氏家
族的人认为王锡祺主持当铺
多年，—定收益良多，才有更
多的金钱用在刻书、藏书的

事情上，就很嫉妒他。这些
股东们想了个馊主意，将家
里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拿到当
铺去典当。当铺的伙计一看
股东们亲自来典当，只好按
照股东自定的高价如数给
付。一来二去，当铺的资本
渐渐就被抽空，当铺宣告破
产。

清河的人为此编了一句
顺口溜：“清河王，自上当。”
讽刺王氏家族自己上当铺典
当，最终导致破产。从此之
后，民间就把受骗吃亏称为

“上当”，殊不知最早的“上
当”是“自上当”。

（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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