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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周刊送上2020年历
祝全市老年朋友新年快乐
》A04-Ａ05

本报讯（记者 张媛 通讯员 段园）“东方红，太阳
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2月26日，天元区三门镇杨
柳村 90 岁老党员马月秋的家里响起了《东方红》，随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家庭
党员活动日开始了。

有着59年党龄的马月秋老人摸了摸胸前锃亮的党
徽，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围坐在他周围大大小小10位家
庭成员仔细地聆听，孙媳妇还在家庭微信群里进行直
播，让在外地的不能赶回来的亲人也能实时的参与进
来，“爷爷特地嘱咐要让远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的孙
子也一起学习，他可是在国内大学一年级就入党了。”

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讨饭、挨冻是常事，尝遍新中国
的甜，笑容、幸福道不完。如今的好光景里，马月秋享着
儿女的福，“还享着社会主义的福。”

大儿子马建武在父亲的影响下很早就入党了，他
说：“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说普通是因为我们过着普
普通通的生活，但我们又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四世同堂
共29人，有6名共产党员，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
们更应该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秉承家风家训，带领
家庭成员遵纪守法、为社会作贡献。”

大家各抒己见，你一言，我一语，将家庭党员活动日
推向高潮。

其实，这是他们家的第二次家庭党员活动日。12月
15日，马月秋一家举行了第一次家庭党员活动。

那天天气晴好，马月秋坐着轮椅，带领全家四代20
多人前往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展开了一次“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家庭党员日活动。

“去韶山看毛主席故居一直是父亲最想做的事，上
一次去还是2016年。今年年初父亲中风，导致双腿不能
行走，只能坐轮椅。我们做儿女的就想为父亲做点什
么，就组织了这场活动。”马建武说，“向村部借了面党
旗，还特地制作了一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家庭党员
活动的横幅。”

向毛泽东的铜像敬献花篮，打开鲜红的党旗和横幅
进行合影，这个特别的家庭党员活动，搞得既有仪式感，
又有声有色。

有声有色的还有“学习强国”。为了加大学习“学习
强国”的力度，马建武与爱人在学习分数上还“杠”上了，
日比、月比……都有一万多分，“还差400多分才能赶上，
我不能松懈。”

“我们会将‘马月秋家庭党员活动’继续举办下去，
把主题教育融入家风传承，让全家人不忘党恩，坚定信
念继续听党话、跟党走。”马建武说。

▲马月秋一家正在进行“家庭党员活动” 受访者供图

▲在韶山的一次
“家庭党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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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晚报《乐活周刊》长设“文
苑”专版，为爱好文艺的老年人提
供一块“自耕地”，专登株洲籍或居
住在株洲地区60岁或60岁以上老
人的作品。

赐稿可手机扫码二维码，可添
加QQ读者群或微信读者群，在读
者群直接投稿。

◀晚报
乐 活 周 刊
QQ读者群

◀晚报
乐活周刊微
信群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文章、
美术作品均有稿酬（纸版、电子
版、微信版稿酬合一），凡未收到稿
酬的作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作者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同意授
予本刊及本刊微信版、本刊合作网
站信息网络传播权，本刊支付的稿
酬包括此项授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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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老走，越喜欢怀旧，越喜欢往
那些曾经熟悉和工作过的地方跑，像今
年我就去过三门、淦田、雷打石和古岳
峰。近日应友人邀，我又去了渌口区龙
船镇王十万乡。

王十万，是个老地名、老古镇，我初
知这个地方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
时，每天有一班客轮从株洲开往王十
万，后来增至两班。客轮每天要经过我
的老家龙船港，由此我知道了王十万，
知道了那是个很热闹的地方，知道了客
轮每天都要在那里歇宿一晚。

王十万这个老地名，故事很多，这
里暂且不表。单说这个名字，就很气
魄，令人神往。直至 1974 年我参加工
作后，株洲县古岳峰公社教革办组团去
王十万公社检查学校工作，才与她有过
匆匆一晤。时隔四十多年了，王十万老
街的芳容，自然模糊得很。

今天，当我再去看这个老街时，真
像看一个八九十岁的老者，她不但“两
鬓”斑白，木刻式的面容暗淡无光，就连
两排整齐有序的“牙齿”也脱落得残缺
不齐。所幸的是，能见证王十万古驿的
那棵古槐还在，能见证王十万老街昔日
辉煌的马竹青老奶奶（103 岁）还在。
更令人欣赏的是，这里的居民热忱好
客、质朴有情。那日我和我的朋友在街
上每走一户，他们不是搬凳让座，就是
泡茶递烟。有的还领你参观他家用红
条石砌就的风火墙、老木架子屋和木板
楼；有的还会领你进屋去看他家的老物
件，以及今年的特大洪水淹到什么位置
等。像住在街中部的彭奶奶，她和老伴
今年都 95 岁了，她会如数家珍地向你
介绍他家的五个儿女在外工作是如何
如何的优秀，如何如何的有出息，令你
没有一点陌生感。

王十万老街，与衡阳市的衡东县、
湘潭市的湘潭县交界，故人们称这里是

“鸡鸣三市”。的确，昔日每逢农历四、
九赶集，三市的商贾和百姓，都会齐聚
到这里，把一个本不大、并不宽的“丁”
字形老街，塞得人欢马叫，热闹非凡。

那日我挨家挨户地察看，好像翻阅
一本泛黄的老历书。那些以红砂岩条
石铺就的台阶、台面，以及青砖砌就的
山字墙垛，和那些用长木板拼凑的店门
铺面、木柱斗拱、木楼翘檐等，似乎感觉
到这里面隐含着不知多少代居民在此
繁衍生息、艰苦谋生的故事。我想，要
是这些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街老
巷老房子，能加以修缮，不就是很好的
记住乡愁的旅游资源吗！

还有，令人放心不下的是老街上的
那棵古槐树。它高 15 米，胸围 3.5 米，
冠幅13 米，树龄有660 多年，为国家一
级古树。原株洲县人民政府虽将此树
列为古树名木挂牌保护，但是一级古树
没有得一级呵护。它周围(树蔸)被水
泥路面、房屋砖块挤压得透不出气来，
就说树干树枝，也是伤病累累。我想，
要是当地有关部门向林业部门反映反
映，找个“树博士”或是“树大夫”为古槐
把把脉，问问诊，让它再活五百年，不是
没有可能的。

时近中午，我们来到街尾一个名叫
“小伟土菜馆”用中餐。这里自然土菜
鲜嫩可口，紫苏生姜煮河鱼更是活色生
香。还有一道我多年未吃过的无矾、无
任何添加剂的“红薯粉条”，纯正爽口，
一碗不够，接着又叫店老板上了第二
碗。大家边吃边聊，原来这红薯粉条是
本镇“湖南利人健农产品开发公司”生
产的。这“利人健”，是渌口区首批区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该产品投
入市场后，深受到广大消费者一致好
评。今年，难怪该红薯粉条还获得渌口
区优特农产品票选第一名呢！
(作者：马立明 65岁 天元区法院小区)

也说王十万

上老年大学国画班

七十涂鸦老大来，腊梅秋菊笔端开。
不求白石声名着，只要心田快活栽。

（作者：王竹平 72岁 芦淞区
建设一村）

喜闻我国首艘
国产航母服役

水天一色海南浜，静卧波浮母舰昂。
华夏头回孵巨堡，亚洲首个拥双艎。
南横铁网防狼犯，北拥铜墙御狗猖。
今日鲁辽均命此，来年苏浙福名当。

（作者：金定国 87岁 石峰区
田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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