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络辖区餐饮企业
帮村民找销路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许文献）最近，渌
口区淦田镇白鱼村党总支书记谢
志光多了一份工作，每天清晨组
织脱贫户抓鸡，再将鸡送到 70 公
里外的天元区王捌院子餐厅。在
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栗雨市场监管
所的帮助下，村里脱贫户的几百
只鸡终于找到了销路，谢志光身
体累着，心里开心着。

发动贫困户发展养殖业

白鱼村临近湘江，房屋错落
分布在山林间，是一个山水田园
围绕的静谧村庄。但因远离市
区，该村四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常
年外出务工。今年全村整体脱贫
前，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4 户
94人，大多为重病重残户。

根据当地实际，去年，市农科
所、新奥燃气、九方中学等后盾单
位出谋划策，发动场地允许又有
部分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展养殖
业，20 余户纷纷响应，2000 余只
鸡苗被认领一空。

今年初，该村所有贫困户顺
利脱贫，驻村工作队也完成使命
撤回原单位。

王捌院子采购200只鸡

“当初发放鸡苗时各户就做
出承诺，绝不用饲料养殖，要喂就
喂原生态散养鸡，工作队帮忙销
一半。”谢志光介绍，工作队承诺
的那一半销售早已超额完成，脱
贫户们想过很多办法拓宽销路，
但因资源、能力有限而收效甚
微。眼下，剩下的 600 余只鸡已
养殖一年半，养一天要吃一天的
粮食，脱贫户们发愁，谢志光也发
愁。

无奈之下，村里只好联系原
工作队队长、市农科所副所长邹
新建。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天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栗雨市场监管
所将其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之一，发动辖区高端餐饮企业
进村考察采购。王捌院子负责人
当场拍板，先期采购 200 只。“只
要鸡好，将继续合作。”该负责人
表示。

此番联系，也让这个偏远的
乡村收到了外界的信号：只要鸡
品质好，销路不用愁。脱贫户们
生活富裕的新期待，正在逐步实
现。

城事

A04

2021年09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邱 峰
美编：言李懿
校对：曹永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昨天，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博接听了 12345 市长热
线。两小时内，张博回答了 15 位市
民关于燃气使用安装收费的各项问

题。他透露，将在今年 11 月 15 日
前，完成全市老旧管网改造。

张博介绍，今年城区计划改造
老旧铸铁管网 58 公里，燃气立管外
移1700个，目前老旧管网改造已经
完成 51 公里，剩余 7 公里 9 月底之
前完成铺设。铺设完后，还有些小
区需要把老的管道换成新的管道，
进行碰接作业。11 月 15 日前完成
所有铸铁管网改造，立管外移在9月
底全部完成。

据了解，由于燃气管网改造工
程量大，加之疫情、天气等因素影响
工期，造成了一些停气现象，引发今
年市长热线投诉增多。去年全市涉
及新奥燃气投诉为 550 件，而今年
1-8 月已经达到 1095 件。对此，张
博表示，管网改造给市民的出行和
生活带来一定的不便，他对市民的
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新奥燃气也
将以实际行动提高服务质量，回馈
市民支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付强）9 月 15 日，记
者从全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行动视频会议获悉，即日起至 12
月底，全市将深入推进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戴帽工程”专项行动。

会议要求，通过集中治理，进一
步增强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下
简称摩电）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意识，
显著提升摩电安全防护水平，明显
减少摩电交通事故，减轻事故伤亡
后果。12月25日前，市区道路摩电
骑 乘 人 员 安 全 头 盔 佩 戴 率 达 到
90%；县市城镇道路头盔佩戴率达
到 85%，普通公路头盔佩戴率达到
80%以上；快递、外卖、代驾行业头
盔佩戴率达到95%。

对此，我市将以城郊结合部道
路，工厂、商场、集市、学校、大型住
宅小区周边等摩电出行密集路段，
摩电交通事故多发点段为重点，加
强交通违法行为技术监控设备建
设，强化现场执法勤务，从严查处摩
电无牌无证、闯红灯、逆行、不戴头
盔、不按规定载人、加装伞具 6 类重
点违法行为。

对涉嫌生产、销售伪劣机动车
产品、非法经营、危险作业以及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等刑事犯罪的，一律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违规生
产、销售以及发布虚假或引人误解
宣传广告造成损害的，引导受害人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追
究生产、销售企业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摩电发生亡人交通事故，或
者因假冒伪劣头盔产品造成摩电交
通事故后果加重的，一律倒查生产、
销售、使用环节相关责任。对管理
部门、行业机构直接责任人员涉嫌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但尚不构成犯
罪的，一律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推进“流动车管所”下乡，推行
“网上办、掌上办”，落实带牌销售，

严禁为未配备头盔的摩电办理注册
登记。推进摩托车“驾考下乡”，扩
大约考覆盖面，提升考试效能，切实
提高农村群众的摩托车持证率。

以快递、外卖、代驾等运营企业
为重点，督促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
任，为从业人员购买保险，建立行业
记分管理制度，确保骑手规范佩戴
头盔；对道路交通事故和违法多发
的骑手，一律纳入“黑名单”，实行全
行业禁入。

督促共享电动车平台企业随车
提供头盔，并及时检查完善；未随车
配备头盔的，一律责令限期整改；逾
期整改不到位的，强制退出市场。

@快递外卖骑手 交通违法多，全行业禁入

▲茶陵县交警大队查处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 通讯员供图

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博接听市长热线

全市燃气管道改造
将在11月15日前完成

@家长和学生 师德师风投诉举报电话公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郑奕）近日，市教育局
面向社会统一公布市县两级教育行
政部门的师德师风投诉举报电话，
欢迎广大市民对身边师德失范的行
为进行踊跃举报。

投诉举报电话主要受理涉及本
级教育行政部门管辖范围内教师师
德师风的投诉举报问题，主要包括
教师发表或散布不当言论、猥亵或
性侵学生、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组织或参与违规补课、开办校外培

训班、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及有价证
券、违规接受吃请、向学生或家长违
规收取费用、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学术不端，以及其他各类违反政治
纪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教学
工作纪律等师德师风问题线索。

株洲市教育局：0731-22663717

石峰区教育局：0731-22529622

芦淞区教育局：0731-28580503

醴陵市教育局：0731-23284067

攸县教育局：0731-24223810

茶陵县教育局：0731-22063831

荷塘区教育局：0731-28477040

渌口区教育局：0731-27610667

天元区教育局：0731-28665158

炎陵县教育局：0731-26222581

云龙示范区教育局：0731-28689773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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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在我收藏字画的同时，经
常能碰到许多旧书，因此渐渐
地也收了几十本。当然，也不
是什么样的旧书都收，内容
好、品相好才能引起我的兴
趣。而且这些旧书或盖有收
藏印鉴，或有前人的书法题
字。如著名陶瓷人张继陶的
藏书《感应篇直讲》，书上就写
着“感应篇直讲张继陶”；还有

《新增幼学琼林故事》（宏道堂
藏版）封面也写着“豫章罗相
林藏”，书中还有罗相林的印
章。由于经常能遇到这些名
家的书画作品，通过这些书籍
中的资料再去研究他们的字
画，真假就更容易辨别了。

这些所收的旧书中，有几
本还是值得一提的。

其一是民国庚辰春月曹
典球所编的《公益文选》。书
中精选整理了如李太白诗、苏
轼的《李氏山庄藏书记》、欧阳
修的《真州东园记》、王安石的

《祭欧阳文忠公文》等古代优
秀的诗词文章。曹典球是长
沙人，曾任湖南省政府代主
席，还当过湖南大学校长，也
是 湘 雅 医 学 院 的 创 始 人 之
一。难得的是，我收的这本旧
书中还有曹典球所盖的印章。

其二是清朝道光年间的
《字学举隅》，本衙藏版。这本
书 主 要 讲 民 间 需 避 讳 用 的
字。书上用毛笔书写了七十
多个小字，均为秀润、圆融的
馆阁体，是清朝状元萧锦忠所
题写。闲来无事时，我常拿着
翻看，透过题字，我仿佛能与
这位萧状元来场穿越时空的

对话。萧锦忠当官后不久就
回了茶陵老家隐居，传说他晚
年以卖字为生，过得很清苦，
这样的人生际遇，不禁让人欷
歔。

还有最近所收的两本。
一本封面缺失，从内容来看，
是记录字的几种写法，有点像
字典。有些字与现今的解释
还是有些出入。如“银”在古
代就是白金，现在则将这两者
区分开了。另一本是邓散木
所编，估计市面上难找到了。

书中详细介绍了大小篆、六体
书、还有印鉴的诸多类型，非
常全面。对从事字画收藏的
我而言，不管是鉴赏还是研究
都很有帮助。

虽说一入收藏深似海，即
便穷尽一生进行研究也可能
无法全部弄清其中原委。不
过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每
每从书中学到一点新的知识，
我总会有种不足为道的喜悦，
这样也就足够。

旧书收藏记
刘 涛

▲作者收藏的部分旧书。刘涛/供图

什么是白蜜蜡

白蜜蜡是近几年人们提到蜜蜡时
常提及的名词。到底什么是白蜜蜡？

白蜜蜡是琥珀中的贵族。严格来
说，只有达到纯白色且不透光的才称
得上白蜡，但是天然蜜蜡往往黄白相
间的比较多，所以白中带黄的蜜蜡也
被归到白蜡种类，被称为白花蜡或者
花白蜜。

按照白的程度来分，白蜜蜡一般
可以分成三类：

白花蜜，也称花白蜜，指那些白蜜
蜡和黄蜜蜡相融在一起，形成独特的
流淌纹。白花蜜是市场上最常见的白
蜡。

象牙白蜜蜡，指那些白蜡较多且
均匀的，看起来很厚实，是白蜜中的精
品。

骨珀白蜜蜡，是白蜜中的极品，市
场上非常罕见。

跟其他琥珀相比，白蜜的密度和
油润度偏低，容易发生干裂现象，所以
不能把白蜜放置在风口处，还要经常
把玩，使人体分泌的油脂滋养白蜜，保
持白蜜的油润。

（本报综合）

鉴藏

米芾写下书法名作
只为一块砚台

米芾是宋朝著名的书法家，跟苏
轼私交不错。但苏轼去世后，米芾第一
时间想起的，居然是自己心爱的砚台还
在他那里。这块砚台本来是米芾的，被
苏轼借去使用，去世时尚未归还。

作为一名爱砚之人，为了不让这
块绝世好砚成为苏轼的陪葬品，米芾专
程去要回了这块砚台。为此，他还写下
了名篇书法《紫金研帖》，内容是：苏子
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
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
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文字大意是：苏轼借走我的紫金
砚台，临死前吩咐他的儿子让紫金砚
陪葬。我现在拿回来了，不让它陪
葬。紫金砚台是世俗之物，怎么可以
与苏轼的遗体放在一起呢？

（本报综合）

藏趣

本版投稿邮箱：zzrbsg@163.com

▲米芾《紫金研帖》。（图片来源网络）

清代官员潘祖荫收藏有大盂
鼎和大克鼎，这两大宝鼎都是西
周时期的物品，也是潘家的传家
之宝。1890 年，潘祖荫去世，弟
弟潘祖年把他的收藏运往苏州老
家，其中就有大克鼎和大盂鼎。

1923 年，潘家后人潘承镜娶
了 18 岁 的 苏 州 姑 娘 丁 达 于 为
妻。婚后仅三个月，潘承镜病逝，
第二年，潘祖年让丁达于改姓为
潘，继承守护宝鼎的重任。1925
年，潘祖年也撒手人寰。

形形色色的人都来潘家看宝
贝，最危险的一次是直隶总督、北
洋大臣端方前来“借宝”，潘达于
不敢不借。随后辛亥革命爆发，
端方成了断头鬼，宝鼎又回到了
潘家。

20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商
人漂洋过海来到苏州，一路打探
到了潘家，开出 600 两黄金外加
上海一套5层别墅的价格来换两
只宝鼎，被潘达于一口回绝。当
时的国民党政府在苏州新建了一
座大楼，某位政界要员想举办一
个展览，劝说潘家将两件大鼎拿
出来参展。潘达于很清楚，一旦

大鼎到了展览会上，必定有去无
回，便婉言谢绝了邀请。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1937
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苏州
也危在旦夕。潘达于带着家人外
出避难。1937年中秋节，潘达于
悄悄回到苏州家中，叫来家里的
两个匠人做了个结实的大木箱。
晚上，几个人撬开地砖挖出一个
深坑，先放入木箱，再把两鼎慢慢
放进箱子，并在鼎里塞了一些破
衣服被子，空隙间还塞进一些小
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盖上箱盖
后填平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还
在埋鼎的位置放上案几、八仙桌
等家具，看不出丝毫痕迹。布置
好这一切，潘达于又回到避难处。

“潘家有宝”盛名在外，日军
进入苏州后，来到潘家大院，威逼
潘家人交出两尊宝鼎。留守的佣
人都推说主人不在，不知道宝物
的事情。日军闯入潘家大院搜查
了好几次，宝鼎始终没有被发
现。1941年，埋在地下的木箱盖
子腐烂，箱盖上的泥土、方砖发生
塌陷。这时，潘达于才把藏在地
下近 4 年的大鼎挖了出来。此

后，两只大鼎被放在一间不被人
注意的屋子里，与破衣杂物、旧家
具堆放在一起，有惊无险地躲过
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直到新中国
成立。

1951 年 7 月，潘达于写信给
上海博物馆，请求捐献宝物。博
物馆的专家看了宝鼎之后，一个
个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激动地围
在两个大鼎周围。此时，潘达于
已经守护了国宝25年。

守了一辈子的东西都交给国
家后，潘达于每次去上海，总悄悄
去博物馆看看。潘老的孙子在

《国家宝藏》栏目中回忆说，小时
候问奶奶：咱们家的东西，为什么
不放到家里，要搬到这儿来啊？
奶奶淡然地回答说：放到这里好，
第一很安全，博物馆保管得好好
的；第二大家都可以看，多值。

如今，大克鼎已是上海博物
馆中国古代青铜馆的镇馆之宝，
每天有近万观众一睹大鼎“风
采”。大盂鼎，也成为中国国家博
物馆镇馆重宝之一，吸引着众多
观众感受大鼎的雄浑气象。

（本报综合）

典故

守护了25年的绝世珍宝，她上交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