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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
员 任重）3月16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即
日起，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可自由有序进返京。
至此，低风险地区人员凭健康“绿码”，可在国内
自由通行。

据悉，之前，国内低风险地区人员进返北京

需要持抵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京后
要实行14天健康监测，满7天、满14天要进行核
酸检测。

2月22日，石家庄藁城区全域以及望奎县疫
情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后，全国中高风险
地区即实现清零，目前国内全域均为低风险地

区。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熊新平提醒，虽然国内疫

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
峻，因此疫情防控仍不可松懈。在恢复日常生
活、增加出行的同时，勤洗手、戴口罩等日常防护
依旧不能少。

“是我们做假合同套钱，用来
偿还村委的欠账……”面对确凿的
证据，黄中明等人只得如实交代违
纪事实。

原来，石虎村历史上修路、修
渠及改善人居环境形成的欠款较
多，特别是近两年村委可自由支配
资金紧张。面对这些无法支付的
未入账开支，黄中明提议借车吉组
至五保之家、石虎垅中贺冲矿段等
4 条早已修好的道路之名，制作假
工程项目合同到镇政府报账套取

资金。这一提议，得到村支两委的
认同。

于是，大家做了整套虚假工程
报账资料，4次共套取资金34万余
元，全部花在村级未入账开支上。
但黄中明等人没料到的是，市纪委
监委实行农村“三务”公示公开，村
级财务要“晒到”本村监督与服务
微信群中接受村民监督。“见不得
光”的工程合同晒在“阳光”下，被
村民逮个正着。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今年起，长沙市一中、湖南师
大附中、长沙市长郡中学、长沙市雅
礼中学将不再招收外地学生。记者
昨日在省教育厅官网看到，针对外地
生能否就读长沙四大名校，官方回复
自2021年起，取消上述学校面向全省
招生的资格。

记者注意到，一名家长于 3 月
10 日咨询 2022 年长沙四大名校招
收外地学生政策，迅速得到省教育
厅基础教育处官方回应。

去年4月，省教育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公办普
通高中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所
辖区域内划定招生范围。未经省教
育厅批准，公办普通高中严禁以任
何名目跨市州招生。未经市州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公办普通高中严禁
以任何名目跨县市区招生。民办普
通高中跨区域招生，应将跨区域招
生计划数等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再报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纳入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安
排进行招生。

村委在微信群公示财务支出
细心村民发现有猫腻……

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
即日起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正明 通讯
员 廖培）“没想到我们轻轻一点，竟帮纪委查出一个
大问题。”近日，醴陵市泗汾镇石虎村村民得知大家
通过村级财务公示公开“揪出”的问题被查实，纷纷
点赞。得益于监督服务微信群，该村4名村干部因
虚构工程项目套取资金受到党纪处分。

2012年修好的路，为啥2019年才报账？

质疑

去年 4 月，按照市纪委监委要
求，全市各村需在“幸福株洲”监督
与服务微信群内公示公开村务、党
务、财务。石虎村村委在本村监督
与服务微信群内刚“晒出”村级财
务支出明细就引来了村民关注。

“车吉组至五保之家路面硬化
是 2012 年搞的，为何在 2019 年报
销工程款？”一位村民点开“账单”，
发现村里财务一笔支出有问题，于
是在微信群内提出了质疑。村民

们纷纷参与监督查看明细，发现 4
笔大额支出存在问题，均涉及村级
道路工程项目，共计344800元。

村民的质疑引起了同在微信
群内的泗汾镇纪委书记余华杰的
注意。见村干部始终没有作出回
应，余华杰意识到这里面可能存在
问题。第二天，在向镇党委汇报情
况后，余华杰与镇纪委工作人员着
手对村民“揪出”的4个工程项目进
行调查。

资料显示正常，实地勘查后发现漏洞

调查

“这 4 个村级道路硬化项目的
工程协议、请示报告、验收清单、税
务发票一应俱全，甚至还附上了修
路前后对比照片。”在泗汾镇财税
所，调查人员翻找了4个项目的资
料，全部显示正常。

村民反映村道是2012年修的，
而工程合同显示时间却是 2018
年。调查人员实地勘查发现，部分
路段已破烂不堪。“两年时间，路面
怎么破损得这么严重？”余华杰等
人通过尺子测量部分路段的路面
沉降与开裂程度，基本确定这些村
道不是近期修建的。

在大家肯定石虎村村委存在
“新瓶装旧酒”套取资金重大违纪

问题的同时，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
余华杰还在担心一个问题：旧路新
合同，村里欠账修路，之后报账还
钱，这种情况在农村存在，却算不
上违纪，关键在于报账的钱是否用
在修路上。

随后，调查组来到石虎村走
访。“这条路是我们组上凑钱修
的。”村民纷纷反映 4 个道路工程
项目基本是村民自筹或募集社会
资金建设的。村委未出修路钱，却
借修好的路制作项目合同报账，这
显然是为了套取资金。在掌握扎
实的证据后，泗汾镇纪委对时任石
虎村党总支书记黄中明、村主任钟
秋华等人进行党纪立案调查。

套取工程资金全部用于村务开支

查实

长沙四大名校
今年起不再招外地生

争分夺秒“1小时”
新华桥钢筋混凝土护栏拆除现场特写

拆掉一座桥，需要多长时间？
这 个 问 题 ，一 般 会 有 确 切 答

复。但对正在拆除的新华桥来说，
答案是“不好说”。

3 月 16 日上午 11 时 50 分，新华
桥拆除重建项目施工现场，2辆重型
吊车、4 台线切割机已经就位，工人
们赶在 12 时前吃完午饭，在各自的
岗位上等待开工信号。

切割、吊离新华桥两侧总计 20
余米的钢筋混凝土护栏，是当天的
工作任务，但施工作业时间，只有 1
小时。

“铁路部门给的作业窗口期只
有1小时，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里，
完成计划内的工作，超时1分钟都不
行。”项目现场负责人李祖勇说。

12 时左右，桥下穿行的列车越
来越少。12时10分，铁路上的电网
断电，李祖勇一声令下，全员闻声而
动。

钢缆从护栏下提前打好的孔洞
穿过，吊车将钢缆绷直，4 台线切割
机开足马力，绳锯带起水花，一寸一
寸地切开护栏底座……

13 分钟，南侧第一段 3 米护栏
完成切割，吊车发力将其吊起，转放
至别处。

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李祖
勇一边调度着现场施工，一边提醒
副手苗林峰注意盯紧时间。

13 时 02 分，南侧三段共 9 米护

栏拆除完毕，北侧第四段还没切割
过半。

苗林峰赶紧上前，大声询问工
人：“8分钟，能不能做完？”

13 时08 分，北侧第四段切完吊
离，第五段刚刚开始，苗林峰果断叫
停。

13 时 10 分，施工结束，新华桥
南北两侧，还有北侧第五段的3米护
栏未完成拆除。

“这 3 米护栏，要等到下周的施
工点才能拆了。”苗林峰说。

见记者不解，苗林峰解释说，新
华桥上跨京广线、沪昆线以及长株
潭城际线，共有股道9股，“下面的股
道不停电检修，上面的新华桥就没
有施工的时间点。”

“周三没有点，周四和周五的
点，在其他股道上。”他介绍，周四和
周五，将对护栏下的基础，进行分段
切割、吊离，为下一步的管线迁改，
新华桥下废弃市政自来水管的处理
等工作，铺开作业面。

作业可用时间短、施工安全要
求高，新华桥的拆除工作，犹如“蚂
蚁搬家”。

“你要问我什么时候能拆完，那
真是回答不了，只能说在有限的作
业时间里，尽可能地多做事，将工期
往前赶。”他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明
通讯员 夏四亮)

阳春三月，踏青的好时光。
我来到江边风光带散步，几个小孩子在一棵桑树

旁采摘桑叶。这勾起了我对儿时养蚕的回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离开乡

下奶奶家，与父母住在城里。虽不似乡下玩耍自在，但
我时常寻找些新鲜事儿。

有一年春天，学校旁的卖零食的阿姨弄来一些小蚕，
对外销售，引得同学们围观。看到同学们买了小蚕，我
也用零花钱买了十多条小蚕回家养。

父亲看到我买回家的蚕，便找出一个木抽屉给我养
蚕。给蚕宝宝找到窝之后，接下来是找桑叶喂养了。
所幸工厂宿舍区内有棵桑树，每天一放学，我都会去采
摘桑叶。但不急于喂，怕蚕宝宝吃了不干净的桑叶闹
病。我先把蚕宝宝吃剩的残余桑叶和屎清理干净，

再把擦干净的桑叶放进木抽屉内。
每当换了新的桑叶，蚕宝宝们便开始品尝它

们的美食了。
蚕宝宝渐渐地长大，我每天都观察它们，听

它们吃桑叶“沙沙”的声音。有一回，我和同
学们如往常般，放学后去宿舍区的桑树采
摘桑叶，哪知桑树光秃秃的，没有桑叶的

影儿。估计是养蚕的伙伴们多了，桑叶
被摘光了。回到家，与父亲说了此事。
父亲于是骑自行车载着我去寻找桑
树。骑了很远的路，才在一户人家前
坪看到一棵大桑树，但却是“剪刀”桑
叶，不适合蚕食，我沮丧极了。父亲
看出我的心思，再带我去江边找。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江边终于发现
了桑树。我大喜过望，
采摘了一塑料
袋 的

新鲜桑叶，满载而归。
每当我有空，都会在木

抽屉边目不转睛地看蚕
吃桑叶，只见
它们伏在桑叶
边上，用黑色的嘴不
停地啃着，头一耸一耸的，那动作和姿势犹如妙龄少
女在钢琴前弹奏一曲美妙的音乐。不一会，片片桑叶
被啃出形状不一的缺口。

不知不觉间，蚕经历了几次脱皮，长得白白胖胖的。再
之后，我发现蚕的身体变得透明发亮，也不再对桑叶感兴
趣。有条大蚕开始在抽屉里角落处吐出亮晶晶的细丝，
慢慢笼起一个朦胧的丝网，将自己缚在里面，继续吐出
晶莹透亮的丝，做成一个椭圆形漂亮的茧。大蚕们
陆续开始作茧自缚，大部分茧都是白色的，但有两
个茧却是金黄色的。我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
事？父亲也答不出来。长大后，我通过专业
书籍才得知，蚕有许多品种，携带的基因不
同，茧的颜色有很多种，白色最常见，还有
绿色、粉色、橘色和黄色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儿时养蚕，跟
风好玩的成分居多。它成了
我记忆深处的一颗珍
珠，也让我对生命的
意义有了全新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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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里读《诗经》，读到这么一
段话：“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
彼屺兮，瞻望母兮……”读完这两
句话，不禁联想起近日所看的电影《你
好，李焕英》，对于今年没能回家过年的我来
说，更加思念我的母亲了。

我的母亲是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母
亲也渴望过念书识字，但在旧社会，一个农家女孩
子，读书只能是奢望。

后来，母亲拼命送我们姐弟几个上学。在大集
体年代，全家七口人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养
活。父亲打算让两个姐姐辍学回队里劳动，以减轻
家中的负担。“我们再苦，也不能让孩子长大后也和
我们一样成为睁眼瞎啊。”劝父亲时，母亲泪流满
面。后来，大姐和二姐只上完小学和初中。每每念
及这些，母亲总有遗憾。

我在上学的时候，因为贪玩，没少挨父亲的训
斥，而母亲对我则宽容些。每天清晨，母亲都要送我
到院门口；傍晚，母亲也总是站在路口等我回家。晚
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看着
我做作业。每每我有懈怠的时候，母亲总是用“树不
盘不成材，人不学不成器”“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读
书各人好”等她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至理名言”来教
导我。上初二时，我因和外校几个学生打架，被班主
任批评了，我一气之下不想学了，跑回了家。“不争气
的东西！”一向对我从来都没高声的母亲，那天竟狠
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勒令我跟她回学校。可学校为

严肃校纪，
拒绝接收。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委曲求全的母亲，居
然跪在校长面前，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学校接纳我，
还向校长保证我一定改过自新。母亲的坚持和泪水
终于感动了校长。

我考上师范大学的那一年，家中遭受很大变故，
先是祖母病故，后是三姐患重疾动了大手术，家里一
贫如洗。为了凑足我上学的费用，父母整天东奔西
跑，借遍了亲朋好友。去省城那天，母亲一路送我到
村口，她从衣袋里掏出个粗布包，一层一层地展开，
里面全是些零零碎碎的钱币。她仔细点了点，一共
是十九元三角六分。“这是我这几天捡破烂卖得的
钱，你拿去用吧，到校要好好念书。”望着母亲那被岁
月犁出深深皱纹的脸庞，我心头一热，眼眶里一片潮
湿……

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理”。她心地善良，乐
于助人。虽然我家也穷，但只要乡邻有困难，母亲总
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别人，小到淘米篮，大到农具，母
亲都接济过人家。因而在四乡八邻，母亲拥有极好
的“人缘”。

感谢母亲，是伟大的母爱伴我在岁月里从容行
走。无论离母亲有多远，这份爱始终和我如影相随。

我等你（外一首）

□ 单纯

我等你

等你从俊美如花的少年，

风尘仆仆地穿越成

华发皱纹的老生。

你许多年前寄出的信，

还在路上。

校园里雪白的梨花，

还开在那个春天。

我的笑容，不想长大。

他们说，岁月是永恒的反映，

在我心里，你也是。

佛意用穿行莲花的手，

拂过颠簸不平的来路。

与一棵树、一朵花、一片流水合一，

任世事流转，光阴寸断。

再用安静的缄默，

完成在世间的修行。

苍穹之下，沧桑之内，

我等你。

张爱玲故居
因为朝圣般的文字，

特意花了半天时间去寻访

张爱玲故居。

常德路195号。

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地之一，

她在这里的605房间住了6年。

楼房外搭上密密的脚手架，

绿色的护网多齐整，

还贴心地留出两条人行道。

入口标签上书“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流苏的倾城之恋呢，

白玫瑰和红玫瑰呢？

楼下小贵的咖啡厅，

放了好多她的书和油画照片，

还有她的生平。

店员头也不抬地答:

这里只是一个咖啡厅，

和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养养蚕记蚕记
□ 魏 亮

□ 吴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