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沈全华 通讯员/陈双容）11月9
日，经开公安分局传来消息称，该
局学林派出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
打掉了一个非法经营“白板肉”的
黑屠宰场，抓获嫌疑人 2 名，查获
未经检验的生猪肉200余公斤。

10 月下旬，学林派出所获悉
有人在龙头铺老街私设屠宰场贩
卖生猪肉。经摸底排查、循线深
挖，民警发现该屠宰场既无生猪屠
宰资质证照，也无相关从业人员资
格证件，更无检验设备和消毒设
备，系非法经营。该屠宰场销售的

是未经检验的“白板肉”，存在重大
食品安全隐患。

经过周密部署，11 月 3 日晚，
学林派出所与市农业农村局组成
联合执法队，将涉嫌非法经营的嫌
疑人杨某、唐某抓获归案。

经查，今年9月，杨某、唐某见
市场上猪肉需求上升、生猪价格上
涨，遂在自建房屋后侧的篷房内私
设一个屠宰场。两人在未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情况
下，在屠宰场多次宰杀从农户处收
来的生猪。屠宰后的“白板肉”在

龙头铺老街路口、樟树下邮局旁通
过零售的方式销售给多家餐饮门
店及附近居民。两个月以来，两人
共计宰杀生猪 65 头，涉案金额 14
万余元。

目前，杨某、唐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根据《生猪屠宰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实行生猪
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
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
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
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私设屠宰场卖“白板肉”两人被刑拘

网贷救急不成
反而被骗9万余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李慧纳 彭文华）11月
8 日，茶陵县公安局发布一起网络贷
款不成反“送钱”9 万余元的电诈案
件，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上当。

近日，严塘镇的陈先生因手头紧，
找朋友借钱又不好意思，也不想找家
里要钱，就在网上搜索贷款 App 救
急。他找到一个名为“易信”的 App，
下载安装后添加了客服 QQ。按照客
服要求，他在“易信”App 中填写了个
人信息，查看到贷款额度为 1 万元。
他立即点击申请贷款，却显示无法提
现。客服告诉陈先生，他填写的银行
卡资料有错误需要重新修改。至于
修改办法，就是客服帮忙去协调，但
需要陈先生转账 3000 元到银行工作
人员卡上，确保是陈先生本人操作，转
账的 3000 元可以在 App 额度中显
示。陈先生信以为真，转账3000元后
App额度显示为1.3万元，但还是无法
提现。

这一次，客服以转账超时、操作不
当、信息错误等为由，要求陈先生继续
转账。自己的钱不够用了，陈先生只
好找朋友借，陆续转账9万余元，仍然
无法提现。朋友不肯借钱了，并指出
网贷有猫腻，陈先生才意识到上当受
骗，遂报警。

据了解，11月1日至7日，茶陵县
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 9 起，被骗金额
100 多万元。其中，个案被骗金额最
大的是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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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智勇 通讯员/张曦予）淡看世事
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11月8
日上午，84 岁的老人漆利勋特意
从武汉来到株洲，前往市中心医院
当面感谢株洲医疗队援鄂之情。

去年年初，武汉疫情牵动全国
人民的心。湖南各市州迅速行动，
紧急向湖北省派驻医疗队，与当地
医务人员共同抗疫。株洲市中心
医院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派出 15
名医务人员对口援助黄冈市。随
后，我市各大医院医疗队分批抵达
黄冈市，与兄弟城市医务人员并肩
作战，圆满完成抗疫任务。

漆利勋老家在株洲，上世纪
60 年代定居武汉，从事教师工
作。湖北疫情暴发后，居家隔离的
漆利勋被家乡医疗队用生命守护
生命的义举深深感动，萌生了回家
乡面谢株洲援鄂医疗队的想法。
可由于身体原因，再加上家人也不
放心老人独自返湘，因此一直未能
成行。

本月初，漆利勋的侄女前往武
汉探亲，老人百般请求，侄女终于
答应带她回家乡株洲。抵达株洲

后，第二天一早，她便在家人的陪
同下前往市中心医院当面向医疗
队队员们表达谢意。

“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你们，这
是我有生之年的心愿！”在市中心
医院住院楼前坪，漆利勋紧紧握住
援鄂医疗队队员付艳萍的手。

“我们只是做了医务人员该做
的事，您这个年纪还专程从武汉赶

来，太不容易了！”付艳萍说。
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张志勇

代表医院援鄂医疗队感谢漆利勋
的肯定与信任。他还询问老人的
身体状况，并表示医院将继续坚守
医者初心，努力提升医疗技术和服
务，为患者提供有爱心、有温度的
医疗服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姚时美 通讯员/王盼）“真的非常
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笔保
险赔偿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11
月8日下午，天元区三门镇的李伟
将一面锦旗送到市慈善总会。

今年6月16日，李伟的妻子在
家门口的鱼塘意外溺亡，料理完妻
子的后事不久，同镇一名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的业
务员听说此事，主动跟他联系，告诉
他市慈善总会为市区常住市民购买
了“一元民生”保险，可以得到保险
理赔。之后，该业务员指导李伟顺
利办理了相关手续，获赔5万元。

据了解，自2019年起，市慈善
总会每年投入 120 万元，为市区

160 万常住市民每人购买了一份
“一元民生”保险。自然灾害（地
震、泥石流、滑坡、洪水、海啸、台风
六种），公共场所火灾，见义勇为事
件及株洲市城区范围内特困人员
因溺水事件、交通事故、火灾事件
导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身故、意
外伤害事故致残、火灾事故致残及
意外伤害住院医疗等，都在保障范
围。今年1月—10月，我市受理案
件163例，理赔金额97.19万元。

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张长
高介绍，“一元民生”保险投入小，
赔付率高，经过三年的推进，目前
已成为我市品牌公益项目。目前
各县（市）也在推进该项工作，将更
多家庭纳入保障范围。

老家在株洲，定居武汉数十年，八旬娭毑来株面谢援鄂医疗队

“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你们，
这是我有生之年的心愿！”

▲漆利勋（左二）与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李伟（左一）到市慈善总会送锦旗。
通讯员供图

女子意外溺亡 家属获赔5万元
“一元民生”保险今年已理赔近百万元

谎称看病差钱
连骗4名摩的司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陈兰纯）11月6日，天
元公安分局泰山路派出所抓获违法嫌
疑人1名，查处多起诈骗案。

9 月 24 日，受害人祝先生到泰山
路派出所报案称，当天上午 11 时许，
其驾驶摩托车搭乘一名乘客到市中心
医院。乘客称赶去医院缴费看病，但
是还差 200 元，请祝先生帮忙用微信
转账 200 元，他稍后就还。祝先生转
钱后，乘客转眼就不见了。接到报案
后，泰山路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经走访群众和分析视频，于11月6日
锁定违法行为人曹某，将其抓获归案。

经查，曹某对 9 月 24 日谎称买药
骗走祝先生200元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曹某还交代其于今年 7 月 17 日、
9月18日、9月24日以同样的方式，骗
了另外3名摩的司机的违法事实。

目前，曹某已被天元警方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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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严光传》中，写严光（字
子陵）为刘秀同窗好友，他辅佐刘秀
登基后，却谢绝高官厚禄，隐居富春
江畔，每日垂钓为乐。后人将其垂
钓处，称作子陵滩。于是，严光成
了一个功成身退、寄情山水田园的
达人智者，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礼
赞，垂钓也就成为一个常用的意象。

垂钓者往往被描写成一位理想
化了的人物，诗人从不同的角度，表
达不同的情感寄托、价值取向和审
美追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
元《江雪》）表达的是一种不慕世俗
浮华，独守旷古寂寞的节操与风骨。

柳宗元的另一首《渔翁》也有相
同的意旨：“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
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
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

岩上无心云相逐。”岩上的云，相逐
相拥，渔翁只是淡然回望，心中只有
山青水绿。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
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唐·张志和《渔歌子》）远离
名缰利锁，与山水和谐相处，自足自
乐，个体生命得大自由。与此意味
酷似的，是清代画家黄慎自画《渔父
图》所题的诗：“篮内河鱼换酒钱，芦
花被里醉孤眠。每逢风雨不归去，
红蓼滩头泊钓船。”

唐代孟浩然向高官赠诗求仕，
又不好明言，就用了“垂钓”这个典
故。《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
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
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
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作
者说想渡过洞庭湖却无船和桨，老
这样闲着有愧于朝廷；坐看人家垂

钓，空羡慕别人有鱼的收获。
唐人崔道融对于那种以隐居为

借口，目的是引起高官注意招之入
仕的现象颇为不屑，他认为真正的
归隐者应是：“闲钓江鱼不钓名。”
（《钓鱼》）

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即观
鱼，也是诗人喜用的一个意象。

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七律《和
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
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间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
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
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起因是“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
席》感叹自己虽有才学，没有受到应
有的重视，想等家乡分湖解放后，回
乡去隐居。”（周振甫《毛泽东诗词欣
赏》）柳亚子的七律，最后两句为：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

滩。”子陵滩即汉代严光垂钓处，柳
亚子用此典表明他想回老家休闲。
毛主席自然是好言相劝：牢骚多了
会有伤身体，要胸怀宽阔、目光远
大。他同样也选用了严光隐居垂钓
的典故，但以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
湖”与“富春江”进行对比，用“观鱼”
劝说柳亚子应留在北京，为新中国
和人民理政办事。柳亚子读诗后，
欣然应允。

1957 年 9 月 11 日（农历为八月
十八），毛泽东到海宁七星庙观潮，
并写《观潮》七绝：“千里波涛滚滚
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
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富春江为
钱塘江的中段，汉代严光隐居的钓
鱼台就在富春江上。诗人观潮，想
象雪白的浪花应该会飞溅到钓鱼
台，以歌赞潮水气势的壮伟！

（原创首发）

曾国藩晚年犹有立言之志。右
眼失明后，他自承：“究其所以郁郁
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
之，以养余年。”恰在这种病况和心
境下，同治九年初夏，曾国藩读到

《范文正公年谱》中一个帖子，深以
其见道之言为然。

范仲淹的帖子是这样写的：“千
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
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
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
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
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
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
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
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
将息。”曾公读罢，在日记中写道：“余
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神药无效，奇门便出。曾国荃告
诉兄长：“近闻点高灯愿心极有效验，
且安置方位合法，可以明目，何不仿而
行之？”又说：“狗肉良可已疾，试之未
为不可，申夫极美之也。”狗肉能治眼
病，可谓海外奇谈。同治九年八月初
二，曾纪泽写信告诉父亲：“李佛生言，
渠昔年在京染患伤寒病甚剧，病愈而
两目不见，人教以食狗肉。试啖一碗，

逾日而目光遽开，有黑影大于盂，往来
飞动。又啖一碗，黑影缩小如豆。又
啖二碗，豁然复明。此食品无损于人，
其他益处甚多，大人能试食之否？犬
色以黑为上，黄次之，花犬有臊气，不
可食也。”四碗狗肉就能解决千古难
题，信不信由你。曾国藩未必真信，但
他不愿拂逆亲友们的好意，回复纪泽
时这样写道：“犬肉苟可医目，余亦不
难食之。惟宰杀难于觅地，临食难于
下喉。”此则“四美具，二难并”也。

目暗，不宜用眼；头晕，不宜用
心。曾国藩悲叹道：“心眼并废，则
与死人无异，以是终日忧灼，悔少壮
之不努力也。”同治九年五月，黄静
轩教曾公学内视之法：静坐凝神，以
目光内视丹田。要诀是“但凝空心，
不凝住心；但灭动心，不灭照心”，更
玄乎的是“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
生”。什么意思？“有生”即指“妄念
初生”，“杀生”即指“立予铲除”。黄
静轩说此功与孟子的“勿忘勿助”相
通，曾公也说此功与朱子的“致中
和”相通。理解上没有障碍，但诸念
要空，诸觉要静，谈何容易。

黄静轩是道家养生学大师，著有
《福寿金鉴》，曾公读毕，未予正面置

评，读后感置换成一副对联：“战战兢
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
境亦畅天怀。”这仍属于孔子“君子坦
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外延。从此，曾
公日记中“静坐数息”四字就屡见不
鲜了。为了配合练功，他在饮食上也
作出了大改变，口味清淡，而且断
荤。后来，有人送给他美味的八宝
鸭，他也只是出于礼貌，“略一沾唇”。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荃致书兄
长，妙趣横生，健康气息洋溢于字里
行间：“迩来乡居，有人呼我为财主，
则欣然以喜；有人赞我不装大，极和
气，则欢然如配享圣庙一次。然则志
气隳颓，于学业虽不大相宜，而于保
体则得之矣。所望兄以优游自得之
趣涵养天怀，勿以学问、文章、事业、
勋名争胜于前一万年、后三万年，斯
期颐之寿可必耳。”曾公读了老九的
来信，心头不免苦涩：就算不再争，就
算把一切都放下了，但身心早已透
支，仍是去日已远，来日无多。

曾国藩遍寻名医、验方之后，发
现靠谱的太少，唯有周虎文治眩晕症
确有实效。病急乱投医的事，曾公也
做过。两江总督署中有一位叫马昌
明的守备，自称精于道家内功，能治

疗曾公的目疾。具体做法是：两人对
坐，马守备运气抵达曾公的五脏六
腑，打通奇经八脉。从同治十年七月
初九开始，曾公每日与马守备对坐三
四刻钟，很少有间断。七月二十曾公
日记：“马昌明来，与余对坐三刻许。
至是坐十一日，而目光毫无效验。”这
说明气功疗法又失败了。嗣后，曾公
仍坚持了一段时间，八月初二：“马昌
明来，对坐三刻许。自是坐二十一日
之期已满，而目光毫无效验。”眼疾没
疗效也就罢了，数日后曾公又患上了
新病：“脚肿愈甚，常服之袜不能入，
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
作文及看新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
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这年
十月二十一曾公日记：“二更五点睡，
梦中小解，竟湿被褥。甚矣，老年衰
弱乃至此极。”尿床这种糗事，一般人
都不会记入日记之中，曾公却并不讳
言。几天后曾公日记：“五更醒时，腹
胀欲泻，急起大解，而裤已先污矣。”
小便失禁后又出现大便失禁。身体
的局部失控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曾公
自知大限将至了。

人生实苦，强如曾国藩，也不能
例外。 （原载《今晚报》）

曾国藩晚年治病
——野史杂俎之七

□王开林

□□聂鑫森聂鑫森

——诗词常用意象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