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降雨来了，市科协提醒市民加强防御

日前，株洲气象台表示，6月28日至7月1日，株洲市北部有强降雨过程，
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较高。市科协提醒市民，需在以下方面加强防御。

行人篇
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

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
突泉时一定要绕行。

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
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出
现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
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当立即在周围
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

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

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
牢固，容易导致塌方事故，所以切忌在
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
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

避免在空旷地行走：雷雨天气时，
不要在空旷地带、水池边等行走，不在
室外接打电话。

不用雨具遮挡视线：雨伞、雨衣尽
量不要遮挡眼睛，保证看清道路。

行车篇

留心路上行人：遇到行人时，
应提前减速慢行、多鸣笛和耐心
避让；在夜间雨中驾驶时，地面因
积水会反射光线，适当地变换远
近灯光，有助于及时发现前方障
碍物。

正确使用车灯：雨天打开车
灯，一是为了让自己看清路况，二
是为了提高车辆的辨识度；会车
时切忌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对面
来车司机视线。

提前规划路线：出发前规划
好出行路线，提前查询天气状况
和拥堵路段，遇到暴雨、雷雨时段
要谨慎避开，注意错开上下班通
勤高峰期。

注意低速行驶：雨天路面湿
滑，会导致车辆的制动距离加大，
因此车辆行驶过程中要低速慢
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与前
车发生追尾事故。

（来源：科普中国 光明网）

根据档案记载：烈士刘贵荣是
茶陵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
征途中参加强渡金沙江等战斗，一
生 7 次负伤。1937 年奔赴抗日前
线，一度率部收复灵寿县城，在洪子
店战斗中击溃 5 倍以上的敌军。
1941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
十九团团长，率部在多次战斗中痛
击敌人。在 1943 年的黑水窑战斗
中，消灭日寇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
中队，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
挺、弹药和军用品 17 车。当年 10
月，在日寇反扑报复中，刘贵荣和一
连战士遭敌合围，不幸中弹牺牲，时
年34岁。

“爷爷的故事很像《亮剑》里的

李云龙。”刘二来自豪地说，爷爷刘
贵荣是大革命时期参的军，参军时
还未满20 岁，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
儿子。爷爷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
山，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
转战千里，1943 年在抗日战争中牺
牲了。

“有关爷爷的英雄故事，我和哥
哥也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刘二来
回忆，家中长辈告诉他，爷爷是在山
西牺牲的，但不知道安葬在哪里，“我
和哥哥从懂事起，就一直想去山西寻
找爷爷的墓，好好祭奠，寄托思念。”

直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工作
人员找到刘二来和他哥哥，兄弟俩
多年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参加过强渡金沙江战斗，牺牲时仅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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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是经朱德
总司令提议，为了纪念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华北大地的
革命烈士而修建，1954年建成并对
外开放，是我国兴建较早、建筑造
型艺术较高的烈士陵园之一。

园内安葬着马本斋、周建屏、

常德善、包森、周文彬等历次革命
历史时期牺牲在华北地区的318位
团职以上的革命烈士，安放着 650
多位烈士和老红军的骨灰。国际
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
大夫也安葬于此。

“茶陵的米酒、亲人包的粽子，爷爷请尝一尝”

78年后 跨越1130公里的祭扫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卉 温琳）村庄、城市、山川飞驰而
过，千里之外的亲人啊，我们来了……
6 月 8 日，G84 列车从长沙南站出发，
一路疾驰，跨越 1130 公里，奔向河北
石家庄。其中30多名乘客，心情格外
激动，他们将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祭
扫在那里长眠多年的11位湘籍烈士。

前往石家庄的烈士亲属祭扫团
中，有茶陵籍烈士刘贵荣的两个孙子
刘头徕和刘二来。这是刘贵荣 1943
年去世后，他的家人时隔 78 年来的
首次祭扫。刘头徕和刘二来带去了
家乡的粽子和米酒，让爷爷尝尝家乡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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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今年5月。
一封特殊来信寄给了湖南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两名红军后代、烈
士寻亲志愿者在信中介绍，河北省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埋葬了
十余名湖南籍红军烈士，他们大多
是参加长征转战至此，牺牲时只有
30多岁，不少烈士当时还未成家。

得到此线索后，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第一时间行动，赴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实地核查有关情况，经过多

方核查，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的确有湘籍烈士 11 名，其中就有来
自茶陵县烈士刘贵荣。

接下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
始紧锣密鼓地寻找烈士亲友，他们
发动市县镇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体
系，深入烈士原籍地走访调查，终于
在茶陵县洣江街道诸睦村，找到了
刘贵荣的两个孙子，即刘头徕和刘
二来。

一封来信揭开尘封的历史 时隔78年，后人首次祭扫

6 月 9 日上午，祭扫团走进坐
落在石家庄城区的华北军区烈士
陵园，祭扫安葬于此的 11 位湘籍
烈士。刘头徕和刘二来作为刘贵
荣的亲属，亦在此列。这是自1943
年刘贵荣烈士牺牲后，家人的首次
祭扫。

园内宁静肃穆，毛泽东同志亲
笔题词的“为国牺牲永垂不朽”纪
念碑巍然耸立，318 名烈士长眠于
此。刘贵荣的墓和其他烈士墓一
样，是穹形，底座刻有五角星，墓的
后端竖有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姓名、
籍贯、简要革命经历及牺牲前的职
务。时光荏苒，镌刻在石碑上的历
史，在岁月的浸润下，愈发厚重。

虽然时隔 78 年，可血浓于水
的亲情未阻断，始终在亲人心头

流淌。
祭扫当天，刘头徕、刘二来为

爷爷献上洁白的鲜花，在墓前撒下
来自故乡的泥土，他们还把家乡的
粽子和米酒供奉在爷爷的墓前。

“茶陵的米酒、亲人包的粽子，爷爷
请尝一尝。”刘二来眼含热泪，以这
种方式祭奠爷爷。

这是一次迟来的祭扫，更是一
次深情的告白。祭扫仪式完毕后，
刘头徕、刘二来和其他烈士亲属久
久不愿离去。

“爷爷的牺牲，换来了祖国的
繁荣富强，换来了百姓的安居乐
业。爷爷，我们向您敬礼。”刘二来
表示，他和哥哥会常去祭奠爷爷，
与他说说家乡的人和事，说说家乡
的发展和变化。

相关链接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陈毅为什么要打倒
“陈毅主义”？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其豁达直爽、无私坦荡的鲜明个性也
被大家所熟知。因为这份无私坦荡，
90 多年前，青年时代的陈毅曾勇于

“打倒”自己。
1929 年，面对大革命失败的阴

霾，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从井冈山走来的红四军，官兵思想中
充满着迷茫和困惑。这年 6 月，红四
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会，原
本想解决党内思想分歧的大会，结果
并没有达到目的。

作为会议主持者，年仅28岁的陈
毅血气方刚、性格直爽，为了调和分
歧，统一意见，他采取了“各打五十大
板”的做法。这种方式主观上是想维
护党内团结，但实际上却是削弱了正
确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
义”。

会议还改选前委书记，陈毅竟意
外当选。深感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
的陈毅，事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
作，几经波折到上海后，他用不到一
周的时间，赶出近5万字报告，客观详
实地反映红四军各方面情况。报告
中，陈毅直率地表达了对于党内争论
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
己不能胜任前委书记的理由。

后来，陈毅日夜兼程从上海带回
一封中央给红四军的信函，这就是著
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陈
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请毛泽东回来
复任前委书记，他还坦言“‘陈毅主
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
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
义’！”

此后，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
九次党代会，纠正和肃清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
议。

在此过程中，年轻的陈毅展现出
了一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勇于自我
批评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后人有评论称，在当时关系全党
全军发展走向的紧要关头，陈毅抛开
个人名、情、利，坦荡豁达，一心为公
的大局观，对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
策，对党和军队的发展功不可没。

公私二字，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
格，公私之间如何取舍，更能照见共
产党人的党性。

回望百年党史，光明磊落、坦荡
无私，这是一代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
镌刻下的光辉品格，更是新时期的中
国共产党人应该秉承和锤炼的品质
修养。

(据中新网)

易

“易”读音“yì”。先看甲骨
文，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锡块。锡是
一种金属，熔点很低，易变化。“易”
字加上个金字旁（钅）就是金银铜
铁锡的“锡”，专门指一种金属。
还有人从金文解释，认为“易”的甲
骨文与金文表达的是不一样的事
物。金文中把字体上的三个点变
成了三撇，还加了个眼睛，这是指
的蜥蜴——变色龙。这种动物为
什么叫蜥蜴，因为它可以分析危险
并作出判断，或断掉尾巴逃逸，或
改变颜色，以迷惑敌人保护自己。
从小篆的形体来分析，上头是太阳

“日”，多认为下面是月亮的“月”，
太阳和月亮是变化的，每天太阳出
来了，月亮下去；月亮出来了，太阳
下去，日复一日的，每天在变化，就
理解为日月交替为“易”，这是今天
广为接受的说法。

（本报综合）

文人大多狂放不羁，而在文人
当中，哲学家又多奇人偏才，熊十
力就是其中的一位。熊十力早年
曾和同窗好友一块儿参加过黄州
府的府试，就在这赶考路上，他闹
出了一个笑话。

为了赶考，熊十力和几个同学
约好半夜启程，前往黄州赶考。由
于家贫人穷，熊十力所着衣服只有
一件旧长褂，一双棉布鞋，还有一
条白天洗了未干的裤子，他也就那
样湿漉漉地穿上了。走了没多远，
他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脱下湿裤子
搭在伞柄上，好让清冷的夜风把它
吹干。反正是天还未亮，没有人注
意他穿没穿裤子，再说外面还罩着
一件长褂。就这样走啊走，到了天
擦亮的时候，熊十力觉得是时候把
裤子穿上了。伸手去找裤子，才发
现裤子不知道在何时已经掉了。
天啊，这可如何是好，堂堂一赶考
学子，只穿着长褂，里面不穿裤子
成何体统。回去找吧，希望渺茫，
又怕耽误了考试的时间。到黄州
再买吧，可是囊中羞涩。尽管有同
学愿意给他凑钱去买，但当时几乎
没有成衣，都是买好了布再去找裁
缝去做，这也不是上策。

熊十力做事向来豪爽洒脱，就
这样走吧。车到山前必有路，难道
一大活人没了裤子还不能活了。
熊十力虽是嘴硬，可心里也十分纠
结，总得想个办法才是。赶路之
际，心绪不宁的熊十力忽听到一阵
捣衣声。熊十力闻声走近塘边，看
见一村妇正在洗衣裳。熊十力便
示意让同学先走，自己马上跟来。
之后便来到塘边，以洗脸作为掩
护，偷偷观察村妇身后未洗的衣
服，趁她不备之际，顺手拽出一条
裤子穿上了身。但此举还是被村
妇发现，村妇便抓住了他大喊大叫
了起来。熊十力憋得脸通红，不知
道的以为怎么着她了呢。人们听
见吵闹围了过来，而且越围越多。
人们就问何事，村妇说眼前的这小
伙子偷了她老公未洗的裤子。熊

十力在众目睽睽之下恨不得立即
跳进河里死了算了。但熊十力不
愧是熊十力，忽然他心生一计，把
长褂往上一掀说道：“大家看看我
这裤子是一件还是两件，我一学生
去考试难道会不穿裤子吗？这位
大嫂无理取闹，耽误我考试！”那村
妇见状顿时就懵了，不知如何是
好，气得满脸通红，扭头就走。众
人不知原委，也都觉得是这妇人无
理取闹。熊十力泰然自若地整理
好衣服，追赶他的同学去了。

关于裤子的趣闻，在熊十力研
习佛法之后，还有一个。据熊十力
的弟子徐复观回忆说：“熊老师年
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
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
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
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
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
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
空道人’。”

（来源：张溥杰《民国轶事：风
云人物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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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哲学大师熊十力“偷”裤子

湘绣《一马当先》

李艳这幅《一马当先》，动人的艺术魅力来源于一种特殊的针法
——鬅毛针。骏马的鬃毛有表里、有层次、有聚散、有深浅，色彩上变
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绣出了浓烈的现代感。炉火纯青的绣艺、
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赞叹。

（本报综合）

▲熊十力像（摄于1947年）。网络供图

党 史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