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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05:0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凌晨 5 点，黎明时分。
街上，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
声规律而清晰。循声望去，
路上只有一抹橘红色的身
影，那是环卫工曾永红，她开
启了一天的工作。

雨下了一夜，落叶紧贴
路面，更难清扫，这让曾永红
花了比平日里更多的力气，
但她一秒都没有停歇，“今天
还要扫快一些才好，得趁着
大家出门前，把路上都扫干
净，街边设施都擦一遍，更有
喜庆氛围。”

雨水一滴滴浸入她的工
作服，晕染了衣袖和衣角，劳
动中的她浑然不觉。弯腰、

清 扫 ，她 默 默
重复相同的动
作，身后，一条
整洁的街道渐
渐呈现。

一些落叶
顺着雨水飘向
低处，堵在水箅
子外，曾永红弯
下腰，用手把水
箅子周围的落
叶捡拾干净。看着路边积水
顺利排走，她露出笑容。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
是正常工作。不过，赶上这
么特别的日子，做起事来也
觉得格外有仪式感。”在曾永

红看来，自己为党庆贺百年
华诞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
岗位，全力以赴做好当下的
工作，确保城市的清爽整洁。

晨曦初现，雨中的坚守
还在继续……

早晨 6 点，B2 路公交车
驾驶员郑量辉走出调度站，
带着提前准备的一面小党
旗，快步登上了他驾驶的“唐
迪生号”公交车。他在中控
台前找到了一个缝隙，把旗
杆紧紧地插了进去。“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希望更多乘客
感受到红色氛围。”

“我做过公交车修理员、
驾驶员，从株洲公交车的升
级换代，感受到了这座城市
的发展速度。”郑量辉出生于
1970 年，老家在岳阳平江，
1993 年成为一名株洲公交
人，如今是B2路公交线班组
长。今年“七一”前夕，他刚
被评为株洲公交总公司先锋
模范驾驶员。他说，从冒着
黑烟的柴油车、两节组成的

铰 链 式 通 道
车 ，到 现 在 的
新 能 源 、智 轨
电 车 ，株 洲 公
交发生了翻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不仅舒适性越
来 越 好 ，随 着
公交快速廊道
启 用 ，公 交 的
运行速度也得到大幅提升。

“早上好！”6 点 08 分，
B2 路即将驶出神农城始发
站。驾驶员郑量辉也迎来了
第一位乘客。一声友好的问
候，也得到了乘客同样友好
的回应。

天色更亮，乘客也越来
越多。在中心广场站，退休
老人、中学生、上班族排队有

序上车。乘客周师傅已退休
多年，是一名老党员。在他
的手机里，存着刚在街头拍
摄的建党百年装饰景观。

周师傅表示，城市越来越
美，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幸
福。他会把自己拍摄的照片
带回去给爱人看，然后一同收
看上午8点的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曾永红清扫路面。记者/伍靖雯 摄

▲郑量辉把鲜红的党旗插在中控台缝隙。
记者/戴凛 摄

上午 8 点，湖南铁路科
技职院新建成的“火车头”党
建主题公园，不少师生“打
卡”拍照。

入口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八个大字格外显
眼。栩栩如生的浮雕绘画、
层层叠叠的党史墙柱，掩映
在郁郁葱葱的校园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边
逛公园，一边学党史，见证党
的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驻足观看，拍照学习。一路
上见证党波澜壮阔的发展
史，让人精神振奋。”前来“打

卡 ”的 大 二 学
生周凤莉是一
名 新 党 员 ，她
和同学正忙着
用 手 机 拍 照 ，
记录下这美好
的画面。

“ 我 志 愿
加入中国共产
党 ……”铁 道
机车系学生郑金和同学一起
握拳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铮铮誓言，激荡人心。

“在战乱纷飞的年代，共
产党人遵从本心，意志坚定

地将革命进行下去，这种精
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
郑金表示，革命先烈留下的
宝贵精神遗产是他们不断前
进的动力。

▲学生在“火车头”党建主题公园“打卡”拍照。
记者/谭筱 摄

正午，户外闷热难耐。外
卖小哥颜黎驾驶电动车穿梭在
大街小巷，额上的汗珠随风飞
扬。除了汗珠，飞扬的还有他
脸上泛起的笑意和车后外卖箱
上插着的两面小国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看着路边两旁灯杆上
鲜红的国旗和建党100周年的
宣传标语，他情不自禁地哼起
那首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感
觉渐入佳境，轻声哼唱变成放
声高歌。

“高兴就要唱歌，还要唱得

情真意切。”来到餐饮店，他一
边从窗口取餐，一边得意地说
道。

生 在 红 旗 下 、长 在 春 风
里。颜黎虽然没能加入中国共
产党这支光荣的队伍，可他刚
刚考上大学的女儿已经成为一
名预备党员。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好过
得很。”颜黎很满意如今的工作
和生活状态，车上的两面小国
旗是他早上特意到楼下精品店
买的。他希望以这个小小的举
动，表达一个公民对党的敬意。

▲颜黎电动车外卖箱上插着国旗。记者/廖智勇 摄

天元区栗雨街道菱溪社区
因病致贫行动不便的老党员于
贵恒有一个微心愿，希望在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举办
一个庆祝活动。

7 月 1 日上午 10 点，菱溪
社区党支部、齐心社工和社区
志愿者带着水果、菜品一同为
于老圆梦，举办一场“爱心一餐
饭，温暖长者心”三社联动活
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工们发
挥“家庭主妇”的本领，为于老
准备美味的午餐。

在准备午餐的空闲时间，
志愿者还和于老一起围坐着聊
家常，拍照合影留念，屋里充满
欢声笑语。于老说，自己祖籍

山东蓬莱。1949 年，父亲作为
军人跟着四野从山东一路南下
至湖南。上世纪60年代，在自
己 8 岁时，父亲因手术伤口发
炎病逝，母亲一人带着四兄弟
全靠国家供养。“党和国家给了
我很多很多……”说到动容处，
于老湿了眼眶，嘴唇打颤，止不
住地哽咽。

“于伯伯，吃饭啦！都是您
爱吃的菜呢！”菱溪社区易珊虹
书记一句话，把于老从回忆中
拉了回来，齐心社工罗希和志
愿者一起扶着于老共同就餐。
大家亲切地与老人交谈，共同
谋划美好的未来。

▲于贵恒与老伴合影。记者/齐卫国 摄

爱心10:0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齐卫国 通讯员/邓友华

致敬12:0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先锋06:0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殷滋

传承08:0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徐亚卿

无非是清粥小菜，厨房与爱
真情假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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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沈从文评传，也

是作者与沈从文之间的一次跨
学科对话。作者以史学为点，
从“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
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作品中
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
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
种方法。

不同于一般从生平出发的
人物立传，作者立足沈从文自
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结合
法史哲等多学科思想、小说文
本对其经历与情感展开的推演
想象，使得小说人物与传主形
象交相辉映，实现了文学对历
史的叙事性补充。并通过城市
与乡村之间的对照，展现了近
代中国的一些独特面向，让人
置身于进步与落后的对峙语
境，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

一切有情，依食而往。
世道或许凉薄，美好的食

物却总能治愈一切。不开心
了，吃一顿就好；如果没好，那
就再吃一顿……

这里是《株洲晚报》全新打
造的“寻味”栏目，我是栏目主
持人茅道，你忠实的寻味向
导。我将跟你一起，搜寻这城
中一切能治愈人心的美好食
物。

如若你也有这样的食物，
或者曾吃过这样的食物，请扫
码下图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
分享。我相信，这些酸甜苦辣
的记忆片段，就是我们共有的
聚散离合的烟火人间。

荐书

书名：乡下人——沈从文
与近代中国（1902-1947）

作者：孙德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出版时间：2021.05
定价：88.00元

寻味征集令

人们为什么喜欢谦逊这种品质，
并将其称之为美德呢？我想是因为，
这种品质往往来自于杰出人士真切
的感怀，谦逊和出色很多时候是一体
两面。

我之前练摔跤时，发现有这么一
个论调，那就是“绝对的力量能解决
一切问题”，似乎在压倒性的力量素
质面前，什么技战术之类的都是胡
扯，其实，这种对力量的盲目崇拜，往
往来自于力量素质并不出众的人，那
些真正有怪力的运动员反而不迷信
力量，为啥呢？经观察后，我发现，只
有那些真正拥有怪力的人，才会遇到
即使有怪力也无可奈何的局面，他们
对极端力量的局限性才会有深切的
感触，而一个根本没拥有过超强力量
的人是没有机会感受到这种局限性
的，所以才会说出“力量能解决一切

问题”这种妄语。
除了对力量的迷信之外，对于钱

的迷信也时常能见到，一个经济拮据
的小伙子在感情上连连受挫，于是就
可能说出“不就是嫌我没钱吗？等老
子以后有钱了，什么样的女人找不
到？”这种话，其实，这社会上很多女
孩本就没那么崇拜物质，就算遇到亿
万富翁也不会高看一眼，不是单纯靠
钱就能赢得其青睐的，但这个事实，
往往需要一个人真的很有钱以后才
能切身感受到，从未有过钱的人是感
受不到钱的局限性的。

关于个人能力也是同样，很多传
奇企业家都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
的成功只不过是时运使然，并声称自
己单纯是幸运而已，其实能说出这些
话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
真的很强，凭本事爬到风口浪尖，扛

起了一大摊事，自己做到极限之后，
那些不受控的外界力量所支配的沉
浮荣辱才会给他们切身体会，让他们
心生自己只是幸运的感慨。

一个拥有怪力的人会说“力量也
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一个特别富有
的人会说“钱也不能搞定所有事”，一
个才华出众的人会说“个人能力也不
是成败的主因”，这一切既是谦词，也
是他们因为在某个领域特别突出，以
至于切身感受到其局限后发出的感
慨。

一个人迷信什么，往往是因为未
曾真正接近过那个东西，离得远，所
以看不清，而想要看得清，就得真切
地走近它感受它，有了第一手的切身
感受之后，迷信就烟消云散，生活将
收获一份鲜活而充满细节的谦逊。

（@河森堡）

谦逊是美德

寻味

微言

▲图片来自网络。

母亲操持着家中大小家务，再麻
烦的事情也能摆弄得井井有条，但她
的烹饪水平，的确是不敢恭维。

每当父亲外出，就剩我与母亲在
家，吃饭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母亲
只会做蛋炒饭和酸辣土豆丝，其实这
两道寻常菜肴，做得好也能让人大饱
口福，可她偏偏就做不好。

蛋花凝结成团，好似充满了惰性
气体的乌云，让人难以下咽；米粒要
么硬得无法咀嚼，要么糯得于口中起
黏；而多此一举的酱油，更是将卖相
推向万丈深渊。至于酸辣土豆丝，就
像是将土豆丝煮熟拌点醋辣之类，渗
出的汤水则将仅有的食欲消耗殆尽。

跟母亲一起吃饭，简直是童年难
以磨灭的阴影。

父亲做菜是一绝，拿手的红烧肉
更是远近闻名。肥而不腻的肉块，配
上浓油赤酱的油汁，搭上几碗饭也不
过分。但父亲生性懒惰，地上落块纸
屑也不愿捡拾，这倒同母亲的勤快优
势互补，难怪他俩走到了一起。

父母都是极寻常不过的人，在单
位里当着十几年的基层领导，倒也自
得其乐。喜结连理二十余年，矛盾争
吵自是少不了，但即使再声嘶力竭的
吵闹，也会在区区几平方米的厨房内
寿终正寝。

母亲准备食材，将女性的细腻和
挑剔发挥得淋漓尽致。父亲蒸煮煎
炸，让男人的豪情和气魄展露无遗。
而我，只需跑腿打下手即可，但其间
的香气四溢已使我欲罢不能。往往
不用等太久，一桌美味佳肴就如约而
至，最平常的食材，却是最走心的味
道。而父母的怨气，也如商量好一般
在此刻烟消云散。

自从外出求学，往往每隔数月，
才能回到家大快朵颐。如今在异地
实习，家中的美味更是魂牵梦萦，无
时无刻不在挑拨我的味蕾和思绪。

一个人生活，就好像水融进水
里，再多的愤懑和苦恼也只能独自下
咽，因为一旦和父母哭诉，他们恨不
得立刻就带着大包小包奔赴于你。

我只是在微信里跟母亲说了声：
最近很累，压力好大。她第二天就坐
了4个小时的车，奔波辗转到我的住
所，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不是母亲
瘦削的身躯，而是她手边庞大的拉杆
箱，这个填满了家居用品、换洗衣裳

和家乡特产的巨型家伙，不知让她在
爬楼梯时喘了多少口粗气。

“你爸昨晚赶忙做了一碗红烧
肉。我用冰袋敷着呢，应该没坏。”母
亲自豪地摇着手中的冰袋。

我发高烧，不能吃太油腻的食
物。母亲买米生火，熬上一锅清粥，
佐上家乡闻名的酱菜，却成为我的救
命食粮。此刻才觉得，米香简直是世
界上最好闻的味道，花香太轻佻浮
华，古龙水香过于放肆，奶香则太富
贵了。而米香则显得如此稀松平常，
以至于很多人都没仔细闻过它的气
息，但在难以进食之际，它无疑是最
平民廉价的良药。

高烧一晚退闭，我又生龙活虎起
来。与此同时，我与母亲共同进食的
桥段也将再度上演，我不由倒吸一口
冷气。母亲忙活半天，端上桌的仍是
蛋炒饭和酸辣土豆丝，还有加热过的
红烧肉。

红烧肉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高水
准，而蛋炒饭和土豆丝，竟也脱胎换
骨，让我不禁狼吞虎咽，甚至回味无
穷。

“可以啊，几个月不见，手艺进步
了好多。”

“哈哈，等你有媳妇了，总不能在
她面前丢脸不是。”

“早跟你说过，我十年后再考虑
结婚的事儿。何况，我肯定不会回家
乡发展的。”

“哎，那随你。你回来也好不回
也罢，我们总要做好万全准备，各方
各面。”

我想起数月前，当我下定决心要
在广告业闯入一番天地后，给父母下
了单方面通牒：“我毕业后要去上海
或北京发展，无论混成怎样，我也会
勇往直前。”一向对我百依百顺的父
母，默许我因失恋而翘课休学的父
母，和我演双簧骗辅导员请假的父
母，此刻除了接受也无能为力。他们
只能说：“男孩子就应该多出去闯闯，
我们支持你。但要是太累了，家里有
车有房，还可以给你介绍份像样的工
作，不要强迫自己……”

我想起万青的那句歌词：是谁来
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我风华正茂，热血沸腾，想要踏
遍山川湖海，尝尽世间冷暖，向往高
楼大厦和声色犬马，但几年后我是出
人头地还是默默无闻，没有人能给出
确切的答案；父母看透此生，知足常
乐，习惯了青砖绿瓦和布衣蔬食，这
是属于他们年纪的宁静，倒也不可非
议。

唯一可确定的，当我风尘仆仆、
满目倦容，甚至是食不果腹、遍体鳞
伤，家乡的清粥小菜会熄灭我的怨
火，父母的厨房与爱会重燃我的斗
志。

说实话，走累了山川湖海，真的
会梦见清粥小菜，厨房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