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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卫国对话人民日报、中国企业报、湖南日报等央媒、省媒记者

在两会上发出株洲声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罗欣）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正在召开。连日来，驻株全国
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
国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企
业报、湖南日报、红网等媒体记者
采访，在两会上发出强有力的株
洲声音。

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
时，阳卫国深度介绍了株洲城市
更新工作。阳卫国说，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
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过去，株洲城市建设更多围
绕工业产业布局，居民区配套设施
相对不足。近年来，株洲以城市更
新行动为契机，大力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等系列民生工程，优先解决老
百姓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难题，打
通断头路，拓宽窄巷子，为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让老百姓打开窗就能
见到绿色，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
方便、更舒心。

在对话人民网记者时，阳卫
国呼吁在长株潭开展绿色转型高
质量发展综合改革试点。他说，
2008年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
试验区获批以来，长株潭三市坚
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出了
一条老工业城市群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现绿色转型、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的新路子。当前，长株
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已具
备开展中央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

良好基础和条件，应围绕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九大重点任
务，选择符合长株潭发展需求实
际且涉及中央事权改革的方面进
行先行探索，包括全面绿色转型
高质量发展、城市群一体化、构建
和全面对接融入新发展格局等方
面。

中国企业报是以企业和企业
家为核心报道对象的全国经济类
大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阳卫国重点介绍了株洲优化
营商环境的“硬举措”。他说，优化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第一条件、
城市形象的第一标志，也是政府的
第一天职。今年，株洲大力实施

“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着力从优
化政务服务环境、投资建设环境、
市场环境等7个方面发力，力争把
株洲打造成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
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企
业获得感最强的城市之一。阳卫
国还介绍了株洲今年在稳外资、稳
市场主体、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重点
举措。

阳卫国还就长江中游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接受湖南日报、湖北
日报、江西日报记者的联合采访，
表示株洲作为长株潭城市群重要
组成部分，积极融入长江中游城
市群，人员互动增多，经贸合作提
效，产学研互融加深，文旅互通加
速，合作交流成效显著。建议在
国家层面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一
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省级层面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商解决
城市群一体化的重大问题。着力
构建城市群要素协调配置机制，
提高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制约中国文艺水平提升的
一大因素，是全社会艺术欣赏水
平的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家成建
议，以提升艺术素养和鉴赏力为
教育目标，全方位加强中小学艺
术教育。

刘家成建议，当前学生和家
长负担过于沉重的形势下，加强
艺术教育应力求避免再增加学生
负担，教育主管部门对艺术教育
的考核应该是对学校的考核，而
不是对学生的考核。在实际操作

中可明确开设艺术欣赏课的课程
课时标准，内容主要是优秀影视
音乐美术作品欣赏等，还应明确
课程质量标准，对课程质量进行
重点考核，在考核艺术教育质量
时应引入学生评价指标，形成健
全的反馈机制。此外，促进学校
重视学生艺术素养教育，可出台
相关政策，将艺术教育考核结果
与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挂钩，奖
优罚劣，形成有效的压力传导机
制。

（据北京晚报）

张金海代表：建议设立中国环卫工人节

在 3 月 8 日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
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
湿地城市建设推进中心职工张金
海介绍了自己和同事用技术成果
推动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和经历。他说，在黄河入海口的

东营，环卫工作的“粗、笨、重”已
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精、细、
巧”。他希望通过努力让家园更
生态、更环保、更美丽，并建议设
立中国环卫工人节，不断提升全
国 300 万环卫人的自豪感、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新华社）

张伯礼代表：为抗疫做出贡献的都是最可爱的人

在 3 月 8 日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
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说，在去年武汉抗疫队伍中，“80
后”是主体，“90 后”是先锋，“00

后”是新锐，虽然他们大多是独生
子女，但在抗疫中奋勇直前、勇于
奉献，经历了大疫的考验。谁是
最可爱的人？在这次抗疫过程
中，默默无闻，为抗疫做出贡献的
人，都是最可爱的人！（据新华社）

刘家成委员：中小学应加强学生艺术素养教育

近年来，儿童患者扎堆、儿科
医生短缺难题一度引发社会关
注。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河南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
一场围绕“儿科医生荒”的讨论热
烈展开。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儿
童医院院长周崇臣提出了“加快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建
议，代表们听得十分专注。发言完
毕后，现场立刻有代表提问：“儿科
如此重要，为什么却频频出现医院
留不住儿科医生的现象？”

在郑州儿童医院工作了12年
的周崇臣听罢，立刻说出自己的
看法：“一方面，儿科医生工作强
度高、压力大，和成人相比，给孩
子检查、诊疗面对的困难更多。
另一方面，综合医院在绩效考核
上，对儿科工作的特殊性重视也
不够，没有做好儿科与其他科室
的平衡。”

“大部分儿童就医，会有多位
家属陪同，诊疗环境也较为吵闹，
给医生带来很大压力。”全国人大
代表、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二病区主任李海燕有感而

发，“不少医学生不愿意选择儿科
专业，综合医院留住儿科医生也
很难。”

“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经验！”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柘城县人
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静说，“根据
我的调研，农村不少 6 到 12 岁的
留守儿童没有刷牙漱口习惯，口
腔健康意识较差，口腔疾病发病
率较高。这不但影响孩子的咀
嚼、容貌，还可能导致消化、呼吸
等系统疾病，因此要加强儿童口
腔专科医生培养。”

针对这些问题，代表们各抒
己见，发表了一系列建议。

“我认为可以在医院内部考
核机制上对儿科有所倾斜。”李海
燕说。

周崇臣提出，改善儿科医生
紧缺问题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加
强儿科护理人才教育与培养，提
升儿科医疗整体水平。他建议，
在高等院校护理学专业下设置儿
科护理方向，缩短高素质应用型
儿科护理人才培养周期，“订单
式”培养儿科护士。

（据新华社）

“为什么儿科医生紧缺？”
这个民生问题引发代表热烈讨论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会议
结束后，政协委员夏宁、区捷、韦
震玲、杨静华（从左至右）在人民
大会堂外合影。

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全国两会上的女性身影

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有女代表742名，比上届
提高 1.5 个百分点；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委员 440
人，高出上届2.6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两会上的“她”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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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个退休工人，从小读书出去的，对扶
犁掌耙、锄园种菜一概不闻不问，也不晓得他是
真不懂还是懒做得，反正他的退休工资除开一分
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其余一块以上的大票
子全部上交“国库”——奶奶。

那年我五岁，爷爷已经七十多了。他有午睡
的习惯，特别是热天，容易犯困。这时，他会把年
龄小的孙儿都喊到睡椅前，从小到大排成一线，
从我开始录用四个，一个闹钟蹲在书桌上，每人
为他打扇三十分钟，报酬一分钱，当天兑现。我
们都乐意为爷爷打工，一分钱可买两粒水果糖，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我们几个堂兄弟每
天中饭后，急不可耐地等着爷爷躺下来，都唯愿
爷爷久久的睡，迟迟的醒。一个暑假下来，爷爷
每次醒来要不就是一身汗，打扇的人不见了，要
不就是我一身汗他舒舒服服。从此爷爷叫我

“木孙子”，有事冒事总是说：“木孙，走！我们到
镇上耍去！”

古潭镇上有个完全中学，隔条马路对面是个
完全小学。一天，我和爷爷慢腾腾蹓到镇上，正
赶上上学高潮，爷爷立马被学生抢着扶着，我也
被哥哥姐姐们抢着牵着，让读中学的大哥哥姐姐
们扶过去，又被读小学的小哥哥姐姐们扶过来。

“轮到我扶爷爷了”，哥哥姐姐们争着喊着，有人
为了抢到我还会塞给我几片晒干的菜瓜皮。

爷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全国人民学雷锋，
学校要求学生们每天做一件好事，比如扶老人或
者牵小孩过马路，帮助五保老人等等。高音喇叭
也在响亮地说着雷锋叔叔的话：对待同志要像春
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不是赶集日的话，镇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多，
像我和爷爷这样的冒事人就更少了。有时，爷爷
看到不少健如牯牛的壮汉也被小哥哥姐姐们小
心翼翼地搀扶着，就对着我哈哈大笑。我家三十
多岁的满叔，本就长得刮瘦的，加上长期驾船，弯
腰驼背黑不溜秋，每当过马路时，总有小哥哥姐
姐们恭恭敬敬扶着他。有次他实在有急事，于是
取下草帽对着扶他的两学生说：“ 这号样子！”两
小哥哥惊得又羞又气，飞也似的逃跑了。

从此，爷爷喜欢到镇上玩，我也喜欢被人牵
着还有东西吃。

有一天，我们被中午放学的哥哥姐姐们牵着
走了一趟又一趟，早已筋疲力尽。“爷爷！我能扶
您过马路吗？”只见一个小哥哥怯怯地问爷爷。

“当然可以！”爷爷说。
“我在这里被人扶来扶去的，你一次也没扶

过吗？”
“我抢不过他们，我总是完不成任务。”
“哦！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读几年级？”
“我叫田壮，八岁了，读二年级，得过小儿麻

痹症。”只见他费力地抬着爷爷的胳膊，爷爷稳
稳地抓住他的手臂，爷孙俩亦步亦趋地走着，与
其说小哥哥扶着爷爷，不如说是爷爷搀着他。望
着他那可爱的小模样，爷爷的眼眶湿润了，“以后
爷爷每天在这等你让你扶好不？”小哥哥小鸟啄
食似的点着头。

此后，上学的时候，爷爷守候在田壮必经的
路口，放学的时候，就守候在学校门口，小哥哥从
不迟到。他们俩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小镇人都
称赞爷爷风雨无阻地接送残疾孙子上学。

枯树生华
□ 贺楚建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是一年万物
苏。

我们吃完早饭，妻子抬头看了看
天色后，来到我面前：“今天天气晴朗，
你到市场门口买些树苗吧，拉回乡下
老家去。”

妻子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了乡下老
家门前，被我栽种的树苗，虽经父亲悉
心呵护，浇水施肥，但还是有的树枝干
枯，没有成活。

来到市场门口，买好树苗，携妻驱
车来到乡下老家。

耄耋之年的父亲见我们到来，连
连笑道：“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栽树
好。”他递给我一把锄头，指着门前一
棵干枯树枝，接着说：“你先把这枯萎
树挖出，再栽种上新树苗。”顿了顿，又
叮嘱，“这次可要仔细点，栽好哦，再不
要把它当干枯柴烧了。”

“好嘞！”我边说边挽起袖子，拿起
锄头，先把干枯树周边泥土慢慢挖开。

突然，我眼睛一亮：树根还有生
气。朝老爸惊呼：“爸，它还活着。”

老爸颤巍巍走来，看到干枯树下
的树根，还有新牙扎进泥土中。

他说：“这是棵活树，把它重新
栽好吧。”

生怕伤着它那嫩嫩的根儿，我
小心翼翼地用手把树根重新埋进泥土
中。然后施肥，拌土，最后拿起老爸早
已准备好的塑料管子，接上水龙头，水

“哗哗哗”地浇上重新栽好的树周围。
看到我把树栽种好了，老爸若有

所思，片刻后他微微笑道：“只要树根
还有生气，浇水施肥后，就会在春天的
阳光里活下来。”

老爸见我没回话，接着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树是这样，其实，做人做事
也是这样，只要有决心，世上无难事；
只要心还活着，生命就永远不会枯
萎。”

听着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的
老爸的话，仿佛一颗重型炸弹在我心
头炸响！想不到在偏远的乡下，同样
有着乡村传统文化养育的高人。

对于万物与我为一，对于树能与
万事万物相生，对于树无私的贡献来
说，老爸虽讲不出道道来，但他和乡亲
们一样，有着来自先辈骨子里认天理
和万物的基因。世间万物，相依相存，
只要土壤适合、浇水施肥，树根就会深
入泥土、扎根大地，长出枝叶，吸收阳
光，拥抱蓝天。有了绿叶的衬托，才有
树的倩影、花儿艳丽。

我想，人的一生也需要经历与挫
折，才能慢慢成长，无论哪个路段、哪
个坎，总有过去的时候。从古至今，许
许多多成就大事者，都是在困境中崛
起。就如眼前的枯树，只要根在，只要
根没死，就会枯树生华。

欢迎读者来稿，要求原创，诗
歌、散文、书画、摄影等体裁不限。

投稿邮箱：672485429@qq.
com

过了十五，年就过完，其年味也随着日出日
落水暖雨沛渐渐殆尽在春光春色中。然而，到现
在，心头、味觉、意识中却总有一份年味一直都在
氤氲，化不开，散不尽，只好把它敛集起来，研成
墨，用一支小楷缓缓写出来……

今年过小年的前一天，接到小姑子电话，说
要给我送一点东西过来。放下电话，一个多小时
后，小姑子肩背手提着从河东到了河西我的家。
摆到餐桌上，有给我母亲买的点心，有姑子自己
做的风吹肉、风吹鱼和炸的扣肉，满满一大纸箱
里是长的、扁的、圆的各式各样网红面点和玉
米。放下东西，姑子执意要赶回去，临走时，指着
餐桌上一个塑料瓶告诉我，这是她仿照当年婆婆
的流程和手法做的腐乳（湖南话：猫鱼），已经做
了三次，前两年的都没成功，倒掉了，今年的感觉
还可以，若我们觉得好吃，再去她那里拿。

送走了姑子回来，先生说要尽快把腐乳换到
玻璃瓶，用塑料瓶装会变味。便立即找来一个密
封的玻璃瓶，刚一拧开装腐乳的塑料瓶，一股特
别的熟悉的醇厚浓俨的香味直扑鼻腔。顾不上
说话，和先生一起拿筷子夹上一小块往各自嘴里
一送，“呀，是这个味，是我妈妈的味道。”先生脱
口而出，而我则紧紧捂住口，生怕这味道消失，让
它慢慢在口腔里游走，再一点点融化渗透进心窝
窝……

三十多年前初入婆家就知道，一入冬，公公
婆婆就要开始张罗着做腐乳的家伙什：大盆子，
稻草、坛子、瓦罐以及如何挑选豆腐、辣椒粉等。
虽然从未完整见过公公婆婆做腐乳的过程，但知
道文绉绉的公公是为婆婆打下手的，知道他们买
回来的豆腐沥干水后要一块块码放在稻草上发
酵出酶……城市里稻草是稀罕物，恰巧我们厂那
时是用稻草间隔、包装玻璃，稻草有的是，所以为
了婆婆做腐乳，我和先生就充当了很多次稻草搬
运工。

婆婆做出来的腐乳别有一股风味，真是一
绝，用闻名遐迩来形容都不为过，吃过的人都会

赞不绝口，想着法要再吃一次再尝一口。
那时每次把一瓶瓶一罐罐婆婆做的

腐乳带回自己的家，就像带回来了山珍海味
似的。在工厂上班，午餐基本上都是和同事
在食堂解决，时常就会带一小瓶腐乳和同事分
享。往往瓶盖一打开，一眨眼就被瓜分完毕只见
瓶底。几十年来，原单位同事只要相聚，也还会
常常念叨着婆婆做的这一口腐乳，有多好吃。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很冷很冷的
腊月时节，连续好多天早上起床到厨房做早餐
时，水池里总有一双用过的筷子。好生奇怪，自
己每天晚上都会把厨房收拾干净，怎么偏偏会遗
漏一双筷子未洗？是半夜家里有贼进来，还是有
神灵在作怪？一定要弄个明白。偏偏那是年末
之际，也是单位最忙的时候，我和先生常常是早
上出了门，晚上很晚才回家，也没顾得上问问
他。心里有事了，半夜就留了神。一次，一觉醒
来听到厨房里有隐隐的响动，一摸旁边，先生不
在，心惊了一下，还是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出了卧
室门，来到厨房，结果看见先生拿着一双筷子夹
起一块婆婆做的腐乳送到嘴里，紧紧唆一下筷子
头后，再把筷子扔在水池里，再心满意足地转过
身来……“白天事太多，吃饭都是三下五除二搞
定，到了晚上肚子空落落的，忍不住要爬起来吃
一口妈做的腐乳，韵一下味，才睡得着睡得踏
实。”这夜半之声之趣，从此便笑传至今。

婆婆虽然去世才三年多，但婆婆这一门好手
艺随着她年岁渐高，有很多年没有再享受到她独
特的味道了。而这次姑子小年前送过来的腐乳，
让婆婆的味道浸润着这个年，韵味无穷，悠长悠
长……

年味
□ 罗珺

那年学雷锋
□ 陈淑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