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任纳）近日，株洲
市首批职业（技工）院校学生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自主评价在湖南工
贸技师学院举行，该校726名学生
参加数控铣床、数控车床、钳工、
电工、普通车床等 5 个职业(工种)
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本次考试标
志着我市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全面
铺开。

本次考试合格者，将由评价
机构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证书数据实时共享至人社部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平台，其
效果等同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持有人可以享受同等待遇。
按照国务院“放管服“要求，

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全
部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再
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
证，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职业资格评价改为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改变了评价发证主体和
管理服务方式，实行“谁用人、谁评
价、谁发证、谁负责”，真正发挥用
人主体作用和社会组织作用。

目前我市已有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等14家自主
评价机构和湖南工贸技师学院等
5 家社会培训评价机构通过备

案，可以开展自主评价和社会培
训评价。

包括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湖南工贸技师学院在内的相
关负责人说，此举极大地提高了企
业的用人需求与员工技能的匹配
度。比如，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产业
发展特点，设置更为灵活的评价标
准，培训出更实用的人才。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我
市将继续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为
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提供强
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想体验修坝吗？
快来酒埠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温琳 通讯员/刘凯）“你挑担那么嗬
咳，我推车那么嗬咳，同志们越干越有
劲那么嗦罗嘿，要立新功那么嗬咳
……”7 月 13 日，在酒仙湖景区里，游
客们四人一组，唱着“打硪歌”，穿着粗
布衣，和着歌曲的节奏，齐心协力完成
夯土劳动。

攸县酒埠江大坝修筑于 20 世纪
60 年代，攸县、醴陵两县的十万余人
民开山凿石，拦河筑坝，用一年半的时
间创造出高峡出平湖的伟大壮举。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近期，酒仙
湖景区充分挖掘攸县、醴陵两县人民，
齐心协力、战天斗地，共同修筑酒埠江
大坝的红色精神和文化，打造了酒埠
江大坝修筑体验基地，推出了酒埠江
大坝修筑体验活动，通过打硪夯土、挑
土运土、开山凿石等场景，游客能够亲
身体验当年的劳动场景。

长株潭
又签署一项合作协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 通讯员/沈蓓）7 月 13 日，长沙
市、株洲市、湘潭市公共法律服务区域
一体化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湘潭韶山
举行，旨在实现长株潭公共法律服务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
提高，联合打造跨区域、综合性、高质
量的公共法律服务，助力长株潭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

合作协议约定，长沙、株洲、湘潭
三地司法行政部门将从联合构建现代
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涉外商事法
律服务合作、努力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
平、搭建公证协作办理平台、建立司法
鉴定资源共享机制、强化医疗纠纷调解
工作、建立仲裁协作机制、建立定期会
商机制等八个方面实现深度合作。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合作协议，是长株潭三地司法行政系统
深化“一件事一次办”、逐步实现政务服
务“跨市通办”、推进司法行政领域行政
许可结果互认、信息资源共享的区域性
合作的创新，也是将“我为群众办实事”
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紧贴公共法律服
务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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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孙涛）户外广告设
置是否安全规范？诚信等级考核
管理来评定。7月13日，市城管局
召开专题会议，28 家户外广告企
业考评成绩如何？

今年3月起，我市城管部门对
全市户外广告经营、制作和安装领
域企业进行摸底调查，在多次征集
意见、修改完善后，发布了《株洲市
城市户外广告企业诚信等级考核
评价管理办法》。根据该文件要
求，此次对纳入考评体系的 28 家
企业开展2020年度户外广告企业
诚信等级考核评价工作。

该项考核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以及“不合格”4 个评价等

级。当天，23 家企业被评为“优
秀”，1家企业被认定为“良好”，株
洲市凤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被认
定为“合格”，株洲芦淞服饰传媒
有限公司、株洲华唯广告有限公
司、湖南橙捌商贸有限公司3家企
业被认定为“不合格”。

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资源管理
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考核等级为

“优秀”的企业，将获得优先享有
企业帮扶的相关优惠政策、推荐
相关评优评先等；考核等级为“合
格”的，将暂停该企业户外广告业
务申报资格 1 年；考核等级为“不
合格”的，除了暂停该企业户外广
告业务申报资格2年，取消其在户
外广告设施竞拍中的资格，还会

将企业名称上报至株洲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进行公布。

据悉，目前城区范围内所有
户外广告业务申报，都委托诚信等
级考核优秀的户外广告经营和制
作企业申报办理。其他行业企业
或暂停户外广告业务申报的企业，
不享有户外广告业务申报办理资
格。建立择优准入制度，年度内如
有3家以上企业考核扣50分的，将
由城管部门从未进入诚信等级考
核企业中，考核择优替补进来。

“我们致力于通过诚信等级
考核，倒逼企业规范经营，推动城
区户外广告工作高质量发展。”上
述有关负责人介绍。

户外广告领域诚信考评
3家企业不合格
暂停业务申报资格2年，取消其竞拍资格

我市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全面铺开
考试合格者将由评价机构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游客们在体验夯土劳动。 记者/温琳 摄

“每亩产量达到450多公斤，比去年高出不少。”7月13日，醴陵市泗汾镇陈家垅村，种粮大户李正春忙碌而喜悦。
李正春是醴陵市正春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从2018年开始规模种植水稻，流转农田面积2200亩，并成立了

合作社。今年，醴陵市大力鼓励大户种双季稻，出台一系列支持早稻生产的措施。算下来，种一亩早稻能拿超过300元
的补贴。有了政策兜底，李正春今年种植了1200亩早稻。从7月10日开镰，目前合作社已完成收割200亩。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市落实早稻种植面积35万亩，根据田间测产结果，预计亩产较去年平
均高4公斤，早稻丰收已成定局。（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邓立平 郭金 摄影报道）

房子已经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
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
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
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两
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
也成了我莫大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
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
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

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
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
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
远保留青烟的颜色。毫无疑问，中国
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因此
青砖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
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
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
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
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
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
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青色墙体得
以神投气合和水乳交融。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
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
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大概两年多以
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
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
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
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期，兴冲冲
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

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
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
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
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
砖一捏一擦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
圈，恐怕也不牢靠的。而且砖色深浅
驳杂，像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
仔。这能盖什么？给炮兵们盖一个藏
身的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也惭愧自
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
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
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
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
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制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继承么？他说老工
艺赚不到饭钱。现在盖房子都用红
砖，是因为红砖由机器生产，图的是价
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
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

那就退货吧。他更急了，说退货
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
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没想到建房一开局就砸了锅，几
万块砖钱在冒牌的窑匠师傅那里打了
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权宜变
通一下，吩咐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
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竟
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
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他们的猪
圈或者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

熟，看得生疑，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

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
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
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
人倒抽一口冷气。如果我不打算建皇
宫，就不能不接受廉价红砖的全面专
政。我这才知道，眼下的怀旧成本已
经高涨，传统倒成了富人的专利。市
场规律逼迫穷人与富人在建筑美学上
交换场地：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与
水泥，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与石
块。这有什么奇怪吗？正如穷人吃上
鱼肉的时候，富人倒是点上野菜了；穷
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富人倒是兴冲
冲盯上布鞋了……市场正在重新分配
人们的趣味与习俗。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
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
感多与过去的事情相联系，欲望多与
未来的事情相联系，因此情感大多是
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
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
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
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
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
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
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一丝心疼
吗？——这就是情感，就是人们对情
感符号的恒定要求。也许我们这个时
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

狂潮正在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
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旧
的表情以及旧的砖瓦。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
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
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
强复活，即便是在欲望的风暴之下，一
不小心还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
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群里的某种文
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
感萌动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
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
化和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
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
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
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消费价码下的
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
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
然是双重打击：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
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
利，只能站在远远的价格隔离线之外，
目光无法抵达贵妇或皇后的慈容，无
法抵达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园。

我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最终只
盖了个红砖房子。

（原载《天涯》杂志）

青砖
——山居心情之二

韩少功

屈原之心结
王开林

世间很少有一种节日的标配熟食
会遭遇粽子的苦况，赴汤蹈火之前，先
要“披枷带锁”。

小时候，我在家中见过母亲和姐
姐包粽子，从搪瓷盆里勺出半杯雪白
的糯米，倒进两片折成牛角形的青青
箬叶中，置入一颗不大不小的红枣，然
后上下其手，将它包个严严实实，再拿
麻线捆紧扎牢，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
（难怪古人称之为“黍角”）就像变戏法
一样变了出来。

粽子下锅，经沸水煮熟，食用时，
轻解罗裳，通体如玉，五官都会被它吸
引和征服，眼观其美色，鼻嗅其清香，
口舌尝其妙味，可谓皆大欢喜，耳朵能
够干吗？当然是倾听食客对粽子的品
评和点赞。

俱往矣，这是多年前的情形才
对。现在的孩子，贪吃巧克力、冰激凌
和西式糕点，嫌粽子的模样土气，都不
愿多看它一眼，更别说欣然启齿了。

说轻点，娇生惯养；说重点，就是
数典忘祖。

不管你吃不吃粽子，屈原都在泽
畔行吟，虽死犹生。有人说，他既是一
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空
前绝后的行为艺术家。一个男人（不
管他是不是诗人）投水自尽不难，事先
张扬也不难，但屈原将自己的忌日变
换成传统节日，将自己的精神遗书《怀
沙》转化为千古绝唱，这本事，就算东
方不败挥刀自宫，将葵花宝典上的神
功悉数练得炉火纯青，也无法望其项
背。

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边纵
身一跃，根本不像是坠落到了水中，倒
像是飞升到了天际，地心引力完全莫
奈他何。老百姓担心屈原的尸体被鱼
虾吃掉，起初是将粽子扔入江中，嗣后
是将粽子塞入口中，这样的善意，屈原
笑领了两千多年，仍未厌倦。

某年，我参加庐山笔会，适逢端午
节，聊起屈原，有人就像是老庙里的火
头僧专参野狐禅。最奇怪的说法是：

“屈原对楚怀王念念不忘，至死忠心耿
耿，我猜想，他很可能已经出了什么毛
病，否则就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战国
时期，纯粹的爱国主义尚未提上士大
夫的议事日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无论是谁，周游列国都不用办理签
证，天才到处受欢迎，没人肯钻死胡
同。那年月，本事大的，比如苏秦，竟
然腰悬六国相印，他的师弟张仪也是
一会儿腰悬秦国相印，一会儿腰悬魏
国相印，他们热爱的可不是哪个国家，
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金钱。”大家听罢
怪论，一笑了之。

倘若从“一切皆有可能”的角度去
看待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似乎成立，但
也有较真的，辩驳道：“战国时期，士大
夫爱国确实不是普遍行为，正因为这
样，屈原近乎绝望的爱国精神就更加
如同空谷足音。”戏说与正论并没有发
生激烈交锋，私下场合，各抒己见，不
会伤及和气，更不会影响大局。

你用什么东西堵我的嘴，我都会
表示反感，但是你选在端午节用又香
又软的粽子堵我的嘴，我就无话可说
了。多少人阅读过完整的《九歌》和

《九章》？中学课本曾收录了一首《国
殇》，五十岁之后仍能够背诵它的人就
不会患上健忘症。“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诗被广泛征
用，却没有几个聪明人肯把密不透风
的《离骚》读得眉目疏朗。屈原的知名
度奇高，说是家喻户晓，一点也不为

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不是与楚辞联系
在一起，而是与端午节的粽子打成一
片。

初想想，好玩；细想想，则有些深
意。

还记得《渔父》中的名句吗？“沧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屈原一度想开了，也
想通了，遇到无可救药的浊世，洗脚上
岸才对，怎么又投水自尽了呢？屈原
之心结犹如死疙瘩，如果他无法回到
梦开始的地方，岸就比彩虹更为虚幻，
他用浊水洗完了脚，仍旧报国无门，有
家难归。于是他投入一派清流，索性
做个了无牵挂的“波臣”。

楚国亡了，但其形象代言人屈原
永垂不朽，幸与不幸，还真不好轻易断
言。但屈原要的是实惠（楚国长盛不
衰），而不是虚名，可惜他没有选择权，
选择权掌握在命运女神的手中，不肯
让渡，她更乐意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那天观看一场激烈的龙舟大赛。

（原载《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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