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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罗金鹏）9月29日，芦淞区龙泉
街道顺利完成合力储备地块项目最后3
户签约工作；10月19日，贺家土街道依
法启动大园棚改项目最后一户强制执
行行动……

记者从芦淞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
中心了解到，截至9月30日，芦淞区今
年已完成集体项目征拆35个、1522亩，
完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 2 个、
1.038 万平方米。此外，今年市级交办
芦淞区的 10 个清零扫尾项目，目前也
已完成7个。

攻坚克难
全面启动项目清零扫尾

贺家土街道大园棚改项目自2017
年5月启动以来，创造了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拆的最新速度，但仍留有一户

“钉子户”。
8月3日，芦淞区召开动员会，全面

开展“清堵点、促交地”清零扫尾专项行
动，集中力量攻坚。8 月 26 日，建宁街
道大米厂棚改项目最后一户完成签约，
该项目提前完成清零扫尾目标任务。

9月，该区继续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攻坚克难强力推进项目征拆征收工作，
截至10月20日，全区清零扫尾项目共
签约 5 户，拆除房屋 10 栋，完成 4 个项
目清零扫尾任务。

其中，枫溪街道9月10日对配套一
号二地块项目最后一户顺利实施强制
拆除；9月18日对湘江东岸综合整治二
期项目共 6 栋房屋进行集中拆除；9 月
20日，配套一号项目成功完成签约。

“为打通阻碍项目落地建设的最后
堵点，我们成立了由区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清零扫尾攻坚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征拆职能部
门、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清零
扫尾专项行动专班，保障了充足的力
量，确保发现的问题按照“不过夜”的要
求，全力创造条件“清堵点”“拔钉子”。

阳光征拆
全力解决涉征群众的合理诉求

区级领导调度在一线进行、问题在
一线解决；镇、街道办事处书记作为项
目第一责任人，每晚坐镇项目指挥部
……把党建引领切实延伸至征拆一线，
全区各部门扎实当好被征拆户的“服务
员”，全力解决涉征群众的合理诉求，赢

得广泛支持。
征拆征收工作，群众最害怕的是不

公平。该区始终坚持“一把尺子量到
底，一个标准算到底”的原则，绝不允许
任何人乱开口子，严格落实“只做减法
不做加法”，绝不让先签字的拆迁户吃
亏，杜绝出现“后拆得利”。

“主动对征地手续、征收程序、补偿
结果等内容进行公开公示，对每一个环

节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阳光操
作。”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芦淞区将继续强化调度，
对列入区考核任务计划的项目和省市
区重点项目全面启动征拆征收工作。
同时，深入开展清零扫尾攻坚行动，强
化合力，充分发挥征拆工作在服务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培育制
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贡献征拆力量。

“清堵点”“拔钉子”
芦淞区7个项目实现征拆清零

▲大园棚改项目最后一户征拆现场。 通讯员供图

“袁牡丹”再绘巨幅牡丹图赠株洲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株洲火车站贵宾
室大厅中央悬挂着一
幅名为《锦绣前程》的
画作，画纸上的几株
牡丹已在株洲火车站

“盛放”多年，无数南
来北往的旅客领略过

“她们”的风姿。如
今，由于新火车站启
动改扩建工程，这幅
画作已被工作人员取
下来，但作者袁定瓒
再次绘就巨幅牡丹，
打算赠予新火车站，
让“国色天香”在新站
迎接“重生”。

再画牡丹图赠送株洲站

2015 年，株洲火车站向社会征集
书画作品，袁定瓒积极报名参加，创作
了一幅牡丹图和三幅书法作品。经专
家评选，其画作《锦绣前程》和一幅书法
作品被悬挂在株洲火车站贵宾室内。

2019年5月，株洲火车站改扩建工
程动工。到2022年底，该项目全面竣工
后，株洲火车站将形成包含普铁、城际铁
路、智轨、公交、长途客运、出租车、社会
车辆七站合一的综合交通枢纽。

“新车站要有新气象，我再画几幅
牡丹送给株洲站。”从《株洲日报》上获
悉株洲火车站要改扩建的消息，袁定
瓒十分开心，当即展开画纸，挥毫绘就
一幅宽 4.3 米、高 1.6 米的巨幅牡丹
图。他打算将这幅作品再次赠送给株
洲火车站，依旧命名为《锦绣前程》。
袁老还表示，如果车站有需要，他愿意
为每一间候车室都配一幅他的作品。

通过记者的牵线，株洲火车站欣
然接受了袁老的美意。10 月 21 日下
午，株洲火车站党委办宣传助理员肖
调东前往袁老的工作室甄选作品，表
达感谢。

肖调东告诉记者，除了车站工作
人员，他还时常见到有旅客在袁老画
作前驻足鉴赏。袁定瓒等艺术家的书
画作品，给车站增添了艺术气息，也向
来自全国的旅客朋友展示着株洲这座
工业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

“欢迎更多艺术家为新站增色添
彩，锦上添花。”肖调东说。

笔下牡丹栩栩如生

袁定瓒今年81岁，白关镇人，
现任湖南工业大学美术系客座教
授。他作品颇丰，且质量上乘。
全家八口人，出了五位画家，其夫
人张芝华和儿媳黄艳是株洲市美
协会员，长子袁文松和幼子袁雨
松是湖南省美协会员。

老人笔下的牡丹栩栩如生，国
花的雍容华贵跃然纸上。细细品

赏，更是别具一番风格，笔触和用
色都恰到好处，花瓣、花蕊颜色明
快，淡彩浓彩过渡自然，茎叶虽以
重色为主，但脉络分明，很通透，
留白处滴落几点淡彩，仿似曲径
通幽，意境深远。花、叶相映成
趣，可谓浑然天成。

袁定瓒画的牡丹艺术价值很
高，其大幅作品《锦上添花》被郑

板桥纪念馆永久收藏。湖南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儒光曾评价
袁老的作品：浓淡有致，沉稳而洒
脱，见功底，有神韵。株洲市美协
原主席周伟钊也十分推崇袁老的
作品，并赠其外号“袁牡丹”。袁老
的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颇受欢迎，
他的牡丹图在外地展览后，被不少
外省书画爱好者现场购买收藏。

洛阳之旅爱上牡丹

株洲没有大面积栽种过牡丹，
作为本土画家，袁定瓒为何会在
画牡丹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呢？

“爱上牡丹花，还得感谢上世
纪七十年代那次洛阳之旅。”见记
者疑惑，袁定瓒兴致盎然地谈起
了往事。

1972 年，袁定瓒在株洲市四
中校办工厂管理岗位任职，受单
位委派去河南洛阳出差。自幼钟
爱绘画的他，被国花牡丹的雍容
华贵和非凡气质所折服，当即购
买画笔、颜料等工具到花田里写
生。此后，袁定瓒对牡丹花情有

独钟，几乎每年都要到洛阳写生、
拍照，这一画就画了近 50 年。如
今，袁老的微信名叫“牡丹痴翁”。

“后来湖南省植物园里也栽种
了 牡 丹 ，我 就 没 再 去 洛 阳 写 生
了。”袁定瓒说。

▲袁定瓒新创作的《锦绣前程》。 记者/廖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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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公司的应酬，木根急急
地往家里赶。父母住在老家的县
城，每晚九点左右，都会打来视频电
话，聊完了才肯上床睡觉。

木根打开门，夫人在看电视，儿
子在写作业。电话铃声准时响起。
木根摸出电话，却不是微信视频。

电话是阿姨打来的，压低了声
音：“你爸和你妈吵架了。你爸在收
拾东西，他说明天要去临山。你妈
骂他骂得很厉害，说你爸是老不正
经。”

木根挂了阿姨的电话，用视频
给爸爸打了过去。

“爸 ，和妈怎么了 ，你们吵架
了？”

手机上，木根爸很淡定：“没有
啊，我和你妈好着呢。几十年，我和
你妈从没红过脸。你看，你妈在帮
我揉腿呢。”木根妈在镜头前出现
了，给爸揉着大腿，满脸笑容。木根
看出了笑脸中隐藏着丝丝愠色。

木根的父母退休后，宁愿清闲
在老家县城的房子里，也不愿到市
里来跟着儿子。木根便给他们请了
个阿姨，既照顾老人的生活，也让空
荡荡的房子多点热闹。

临山，是木根爸年轻时工作的
地方。很远，也偏。以前，木根爸在
那里修公路。

自从五十年前，木根妈费劲九
牛二虎之力把他从临山调回后，就
没有回去过了。

木根上床准备睡觉了。电话又

响起了，还是阿姨打的：“他们又在
吵架了。”

木根给爸把电话打过去，又是
一幅平静的状态。

木根犯疑了，决定第二天回县
城去看看。

刚停好车，正好看到买菜的阿
姨进了小区。两人一起上楼，出了
电梯，紧闭的房门传来两个老人的
吵架声。木根在双唇间竖起中指，
对着阿姨轻轻地嘘了一声。

木根妈一边吵一边还有哭声：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想当年嫁
给你的时候，你那个山旮旯，出门全
是山。一个几平方米的破屋，转个
身都难。”

木根爸长长叹了口气，语气却
轻缓得多：“说那些有什么意思嘛。
那个时代就只有这个条件。你就忘
记了后来还分到了单独的大房子
吗？有十几个平方米哈。”

木根妈继续在数落：“说起你的
大房子我更来气。在那个屋子让我
看到那个往你身上钻的女人，我想
吐！”

木根爸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恶
婆子，你血口喷人！原来你非要把
我调回来，是暗藏着这些鬼把戏。
人家是当地的村民，我那是帮他们
村修路时受了伤，她是来感谢我。
你看到她时，她是在往我口
袋里塞鸡蛋。”

“哼，鬼才相信你的鸡
蛋。我看到的就是
你和她拉拉扯扯。
五十年了，我的这
个恨还没解，没想

到，你还要回临山，你还要去叙旧情
吗？”

“叙你妈的旧情……”从来不说
一个脏字的木根爸竟然骂起来，还
响起了摔东西的声音。

木根见事不妙，忙开门而入。
吵架声戛然而止。木根妈从屋

角拿出扫帚，扫着地上的玻璃碎片：
“你爸不小心把杯子掉地上了。”

木根爸接过儿子的箱子，箱子
里装着木根给父母新买的按摩椅。
然后连忙给儿子倒水：“怎么电话都
没打就突然回来了？”

沙发上，爸爸平常出门时背的
包，塞得满满的。

“爸，妈，刚才我在门外，都听到
了。”

木根妈扫帚一扔，“哇”的一声，
嚎啕大哭：“你爸是个没良心的东
西，他要回临山，去见他的老相好狐
狸精。”

木根爸傻眼了，一屁
股坐到了沙发上，眼睛里
闪出了泪花。老爸快八
十岁了，从来没见
他流过泪。即使在
从前，他在大山里
打石头来养活四个
孩子，也一样。

木根爸用纸巾

擦了擦眼睛，这才说出了原委：临山
确实很落后，尤其是当年他工作过
的檬子乡，山高，地少，不通路。木
根妈年轻时跟着他在那大山里修
路，吃过不少的苦。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临山
通高速路了，从省城到檬子乡以前
要走三天，现在只要三个小时了。
我想回去看看，看看我修过的那条
路，看看临山的变迁。”

他望着我：“正好是国庆节，你
陪我一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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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崇伟，重庆江津人,重庆市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
员。喜欢阅读与写作，有散文、诗歌、
小说散见于全国各类报刊，出版有个
人文集《岁月的痕迹》。

个人简介

施崇伟

夏天，老人戴着草帽，很早就来
老牛河西岸钓鱼。他把钓到的鱼放
入水桶里，临到回家时，会看一看，
开心地笑一笑。“在水桶里也没关
系，就去新家吧。”他对水桶里的鱼
们说。

这河滩水深流急，离村远，只有
这位老人喜欢在这僻静的地方钓
鱼。

一天上午，河岸边又来了一个
女孩。老人看她的打扮，像是城里
来的。偶尔，也会有城里人来，三三
两两，是来探险的。不过这个女孩，
失魂落魄，又是孤身一人，不像是来
探险的。

老人瞥她几眼，继续钓鱼。
女孩坐在河边，望着蓝色的小

雏菊，体验着她的失意和忧伤。世
界很安静，只有鸟儿偶尔的叫声。
晌午，老人饿了。他扭头看看女孩，
还没走。老人坐到桥边的阴凉里
去，吃早上带来的烧饼。

老人牙快掉光了，嘴塌下来。
左手往嘴里送，右手在下巴那接

着。到最后，老人手一弯，仰头全倒
进嘴里。吃好了的老人，对着满河
滩的寂寥，对着河边静坐的女孩，抖
一抖草帽，扯开嗓子，唱出一首好听
的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老人边唱边用眼瞥坐在河那边

的女孩，见她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泪流满面。老人唱得更起劲了，把
河滩、河岸唱得到处都是阳光……

一年后，那个城里的女孩来了，
与她的新男友。旧地重游，她见满
河滩芳草刷刷作响，只是，不见去年
那个钓鱼的老人和他的歌声。女孩
到村里打听，原来老人已经故去。
她禁不住轻轻地唱起那首“在那遥
远的地方”。

去年，若不是老人的歌声，她怎
么也过不了失恋的坎。

男友似乎看出了什么，他拥紧
了女孩。

机械厂附近的小菜馆，“两三
百”请发小明程吃饭，四荤两素，一
大碗汤。

明程拱手阻拦：“够了够了，两
个，吃不完。”

“省啥？现在这个社会，要能挣会
花！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

“两三百”说：“听说你去机械厂当修理
工，一个月工资三千不到，赶紧辞了
吧！跟我干吧，每天两三百……”“两
三百”脑子活络，喜欢到处打零工，每
天没有两三百就不做，由此得名。

明程说：“啥活？”
“两三百”说：“模具厂做磨砂

工，260元一天，日结，一个月比你现
在可不止赚两三百咯。”

明程摇摇头说：“又是零工，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工作没保障。”

“现在哪个厂子不缺人？零工
的工资比固定工高，合算！”“两三
百”说。

“不去。工厂派我出去学习，拿
了学历证书，我现在是工厂的技术
员，工资虽然低一点，但工作环境
好，生活有保障，领导也信任，我觉
得挺好！”明程说。

“树挪死，人挪活。你呀，就是
死脑筋！”“两三百”摇着头说。

“两三百”今天在这里卸货，明
天在那里配料，哪里需要他去哪里，
哪里给的钱多他去哪里。五年后，

“两三百”首付按揭，买了郊区的一
套两居室。

明程依然在机械厂当修理工，
拿固定工资，租地下室，过着波澜不
惊的生活。

十年后，机械厂搬迁，明程去劳
务市场找搬运工，见到“两三百”缩
着身子等活干，就问：“还在打零工？”

“疫情时期，活儿难找，我都半
月 没 干 活 了 ，再 这 样 下 去 ，房 贷
……”“两三百”苦着脸说。

“去我厂里当工人吧，每月四千
多，你干不干！”明程说，“我现在是
机械厂的技术员，副厂长。”

“行！行行行！”“两三百”喜笑
颜开。

“每天只有一百多哟，你现在不
嫌少了？”明程问。

“稳定就行，稳定就行。”“两三
百”唯唯诺诺。

唱歌的老人
王晓棠

两三百
王伟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