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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 何春林）“面带自然微笑，
眼睛看摄像头”“可以穿瑶族服
装，来首瑶族山歌”……近日，炎
陵县中村瑶族乡乡村短视频与直
播创业培训班开课，50多名村民
聚集在一起，学习网上开店、直播
带货、短视频拍摄与制作等知识。

随着互联网线上经济的发
展，电商短视频、直播越来越受到
广大村民的喜爱，山窝窝里的土
特产通过网络被外界熟知、远销
外地。此次为期3天的集训包括

《短视频与直播基础应用操作》
《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短视频

直播技巧引流与变现》等内容。
一部手机、一盏打光灯，老师和学
员们通过现场实操，让村民见识
了网络卖货变现的潜力。

培训由炎陵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根据当地产业实际和村
民需求召开，全程免费，学员还可
享受免费午餐。参与对象包括微
商创业者、返乡创业大学生、农产
品企业负责人、个体户老板、农
民、农村创业青年等。

负责此次培训的株洲尚金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平均
年龄超过 50 岁，一开始，很多人

连软件下载都不会。经过3天的
实战和小组比赛锻炼，学员们基
本掌握了短视频制作和直播变现
技能，拿到了结业证书。

“家里黄桃今年又将迎来丰
收，我准备到时直播卖黄桃。”炎
陵县龙凤村村民老尹说。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副乡长邓
运成介绍，此次培训旨在推广本土
农副产品，全面提升本地农产品市
场知名度，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助推乡村经济
快速增长，扶持农民掌握“新零售+
新农业”生态模式，把乡村的好货
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卖到全国。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村民“变形记”——

从山沟沟里种田到直播带货赚钱

◀ ▼ 炎陵
县中村瑶族乡
村民学习直播
带货。

通讯员供图

消费扶贫专柜未贴证照
检察机关“提建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滕明松 申亮亮）为
规范检察建议办理，督促和支持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近日，天元区
检察院召开诉前检察建议公开送达暨
规范消费扶贫专柜销售行为会议，邀请
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被建议单位代表、运营商等参加会议。

天元区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
现，辖区公共区域场所设置的消费扶
贫专柜，对外销售部分扶贫产品和其
他食品，但运营商未依法在显著位置
张贴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联系
人、联系电话等信息，不利于市场监管
部门及时有效地进行食品安全监管，
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针对发现
的问题，该院向区市场监管部门公开
宣告送达了诉前检察建议书。

区市场监管部门代表现场签收检
察建议书，并表示完全接受检察机关
的法律监督，并就如何落实检察建议、
履职整改作了表态发言，提出具体整
改措施，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及时反馈
检察机关。运营商代表也就落实检察
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表态，表示将及时
主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整改要求，
确保消费扶贫食品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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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锦红到底是
什么样的红

锦红被誉为南红中最好的
颜色，质厚温润、沉稳大气，在南
红界一直享有盛名。那么传说
中的锦红是什么样？又有何独
特之处？

锦红的锦，过去指绫罗绸
缎；红，指的则是经绫罗绸缎染
出来的正红色。这种红色，标准
极为严苛，多一分、少一分，都不
能成为锦红。不可过于偏黄，否
则就是黄调为主的柿子红；不可
过于偏紫，否则就成了俗称的玫
瑰红；不可过于偏粉，否则就是
樱桃红；更不能发灰，一灰就少
了属于红色的大气感。好的锦
红料，颜色恰如正红色的锦缎，
华美艳丽，中正大气，也是国旗
上最鲜艳的红色。这种鲜明的
特征，在玉石界里没有其他玉石
能够比拟。

此外，锦红的质地也是极佳
的，颜色浓郁且细腻温润，肉质
本身又具备了媲美锦缎般的厚
重、饱满，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稳
重、大气，艳而不妖、亮而不浮的
质感，相比于柿子红，更多了一
种历经时间沉淀后的安定感。

锦红是南红中顶级的美色，
且非常罕见。通体满色满肉级
别的锦红是少数，它更多存在于
包浆料石皮下的薄薄一层肉质
中，所以现在市场上很多包浆料
作品，常用俏色巧雕来凸显锦红
的魅力。

纯色的锦红料非常稀少，价
格也最为昂贵，所以不必刻意去
追求完美的锦红，以免上当受
骗，因小失大。

品鉴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
京城三省六部，大小官员，无不挖
空心思给慈禧准备寿礼，晚清名
臣张之洞，亦不能免俗。

丰厚的寿礼好准备，可是独
缺一样能镇得住场面的“宝贝”，
张之洞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到底
要送什么。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管家和他谈起之前去宫里办事，
听到太监们说老佛爷（慈禧太后）
最近因为列强跋扈，老做噩梦，夜
不能寐。听及此言，张之洞马上
有了头绪。他托一位信得过的朋
友，买来一块极品翡翠，然后聘请
京城手艺最高的玉石名匠，雕刻
出了一柄两尺长的翡翠降魔杵。

民间传说中认为，降魔杵降
伏魔怨，使人心情安定、长眠入
睡。张之洞欲借降魔杵的寓意，
治疗慈禧太后夜不能寐，噩梦连
连的毛病。至于为什么选用翡翠
而非别的材料，看看慈禧太后晚
年时对翡翠的狂热就知道了——

她饮茶用的是翡翠盖碗，用膳使
的是翡翠玉筷，头发上插的是翡
翠簪子，耳朵上挂的是翡翠耳钉，
手指上戴的是翡翠戒指，手腕上
戴的是翡翠手镯，手里经常把玩
的是一颗翡翠白菜……

在匠人的精心打磨之下，翡
翠降魔杵很快制作完毕，张之洞
亲自捧着，小心翼翼送到了宫
中。慈禧一见这柄翡翠降魔杵就
爱上了它，笃信佛教的慈禧，自然
不需要张之洞再解释赠送降魔杵
的用意。据说，当晚慈禧就将其
挂在床头，果然一觉睡到天亮。

可惜，如今这些都成了逸闻，
在晚清动荡的时局下，慈禧的一
些宝贝也没能从巧取豪夺中幸
免。据《爱月轩笔记》记载，这柄
翡翠降魔杵被慈禧带进了墓中。
但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中，并未见
到这柄翡翠降魔杵，至今人们也
不知道它的下落。

张之洞给慈禧祝寿的这件无价之宝
至今下落不明

聚焦

▲现代
的翡翠降魔
杵。

众所周知，齐白石是一位大
画家，以画名世。然而，他却自
负地说：“我诗第一，印第二，字
第三，画第四。”作为一名收藏爱
好者，我不但喜欢他的画，也很
喜欢他的印。

像“借山馆”“借山翁”“借山门
客”“借山吟馆主者”等朱、白文印，
可说印印古朴典雅，方方冲刻自
然。以上诸印，都是齐白石的斋号
印。

齐白石很喜欢这个“借山
馆”，并为它刻了如上好几方
印。齐白石为何称自己是“借山
翁”“借山老人”“借山吟馆主者”
呢？这“借山馆”到底是什么样
的屋？他借的山是什么样的山
呢？据《齐白石辞典》载：“借山
馆在湘潭县白石铺莲花峰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二
月，齐白石以为江西盐商陈长裕
作《南岳全图》所得润金佃租莲
花峰下梅公祠，携妻儿自星斗塘

迁居于此。”
这“梅公祠”，附近十数里全

是梅花，故齐白石又把梅公祠取
名“百梅书屋”。他还写过一首
诗说：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
风香径斜。二十里中三尺雪，馀
霞双屐到莲花。“梅公祠内，有一
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
名 借 山 吟 馆 ( 见《齐 白 石 自
述》)。”可见，齐白石当年租住的
梅公祠和他添盖的这一间书房，
就是“借山馆”了。

“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
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
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
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
(见《齐白石自述》)。”可见，齐白
石当年借的山，就是“梅公祠”屋
后的这座山。

顺便说一句，这“梅公祠”是
我祖祠。年少时，父亲还带着我
去梅公祠的后山上为他的爷爷
扫过墓呢。

齐白石和他的“借山馆”
□ 马立明

典故

▲借山馆（朱文）。

地域不同，即使同一种植物，也
会分化出不同的品相。海黄虽然生
长在海南，但因生长的东西部不同，
木性也出现了差异。有些油性突出
的，称为油料，也叫油梨，另外纹理美
观的称为糠梨。

油梨与糠梨的区别在于含油

率，并不是所有的海黄料，油性都
十分充足。油性满溢，包浆完美的
几乎都是油梨料。海黄油梨多生
长在海南的西部地区，颜色大概有
四种，以褐色为主，有深褐色的，有
紫色料，有微黑发红的，也有偏黑
的。

紫色料的油梨，细看会有不同的
色差。纹理和木材细腻，手感极佳，
而且紫色料的油梨数量少，是珍贵之
物，在光线下有银光的效果。

褐色油梨是比较典型的海黄色，
油性十足，棕眼小，木材细腻，制作成
的手串手感柔和。

黑油梨属于海黄中的老树，在
木材的油性方面是海黄之最，因此
木材密度大，殷实，会出现沉水的
现象。

黑偏红的油梨，含油率仅次黑油
梨，纹理比黑油梨更出众，木材中有
黑丝的墨迹线。

▲借山吟馆主者（白文）。

鉴藏

海黄油梨木的四个品种，你见过几个

收藏是一件让人快
乐的事情。您有哪些收
藏爱好？您对哪些收藏
品类感兴趣？欢迎和《株
洲晚报》分享。我们的邮
箱是zzrbs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