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6

日上午 9：30 时在攸县发展中心 4 楼
3A50会议室对攸县黄丰桥镇原柏市动
物防疫站办公楼资产进行公开拍卖（详
细资料见拍卖文件）。标的物自公告之
日起开始展示。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
在 2021 年 12 月 24 日 16：30 时前将相
应拍卖保证金交到湖南省攸县国有资

产管理局账户上。持入账凭证与身份
证件到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公司驻攸
县办事处办理报名手续。

报名地址：攸县震林中学对面，东
邑建设4楼

联系电话：13974193629（文）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7日

除名通知书
张雷同志（身份证号430204197907222014）：

根据2021年11月27日《株洲晚报》刊登的《限期办理工作移交手续通知书》，
由于你至今未来公司办理手续，经公司研究决定，依据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企业员工违规违纪处理办法》（株水集团字〔2021〕20号）以及《员工奖惩管
理规定》相关条款，对你予以除名，解除公司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

湖南省丰源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关于设置限制性交通信号的通告
（2021年第6号）

为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加强道路
交通秩序的管理，确保道路交通有
序、畅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湖南省停车场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之规定，采取以下限制性交
通管理措施：

1、天元区滨江南路西侧（黄河南
路至珠江南路路段）禁止车辆停放或
临时停放。

2、天元区庐山路北侧（黄河北路
至珠江北路路段）调整为“全天”禁止
车辆停放或临时停放，取消原设置的

“7:30-8:00，16：00-17:00,20:00-
22:00除外”的时间段禁止车辆停放
或临时停放。

为保证上述措施落实，将在相关
路口、路段设立了交通标志，请广大
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
本通告规定和路段交通标志、标线通
行，服从公安交警的指挥和疏导，违
者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本通告自交通标志设置之日起
执行，特此通告。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12月7日

城事

A04

2021年12月07日 星期二
责编：邱 峰
美编：言李懿
校对：曹韵红

老八谭青保30岁结婚时，谭件生79岁，
李奴花77岁。

如何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一家人按老规
矩：开会商量。最终，兄妹几人达成“孝心之
约”：每个周末，轮流看望父母，买好生活用品
和菜，一起做饭，陪吃陪聊天。“值班”的人必
须把所有状况，形成文字交给下一个“接班”
的人。逢年过节，所有亲人要和老人团聚。
谭家兄妹 8 人坚持“孝心之约”13 年，直到
2014年母亲李奴花去世。

谭运保说，几十年时间，谭家嫡系后代一
直增加，如今四代56人，算上虚岁，父亲和最

小的第四代，年龄正好相差一个世纪。
谭件生也总念叨：“56好啊，我们中国大

家庭正好是56个民族。”
母亲去世那一年，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相关政策出台。8 个子女为尽孝，给 92
岁的父亲购买36800元的养老保险。有邻居
不禁问谭家兄妹，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
怕收不回本钱？谭家兄妹总是笑着回应：“给
父母尽孝，不讲本钱，只求老人高兴。”

现在，谭件生的“工资”涨到每月1600多
元，每次他问起这笔钱的来源，大家就跟他
说，是政府关爱老年人发放的“工资”。

秉承“孝为先，和为贵，勤为本，学为恒”的家训

这个56人四代同堂的文明家庭
走出20名大学生，建了栋“孝心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胡妮

▶部分家庭成员与谭件生（前
排中）合影。通讯员供图

在茶陵县下东街道，提及99岁老人谭件生一家，无人
不知。这个2020年度市级文明家庭，56人四代同堂，只读
了两年书的谭件生，立下了“孝为先，和为贵，勤为本，学为
恒”的家训。正是靠着这12字家训，他的儿孙们品行优良，
有20人考上大学。

谭件生 1922 年出生，
早年丧母，家境贫寒。“白天
劳作，晚上在祠堂里读夜
书，可惜就读了两年。”年近
百岁的谭件生，头脑清晰，
与人交流言语流畅。他回
忆，当年就是因为识字，人
又勤快，自己才被大家选为
生产队队长。

谭件生坚信，只有读书
才能开阔眼界，改变命运。
所以，他铆足了劲，让家中
8 个孩子上学。当时，在落
后的农村，能让男孩上学的
家庭很少，谭件生却是儿女
一视同仁，十分罕见。

为了维持生计，谭件生
曾经走路去广东担盐回茶
陵卖，去一次历时一个多

月，脚底起泡、肩膀起茧，每
次可以赚一个大洋。农闲
时他就到炎陵和茶陵之间
的集市上贩卖一些土特产，
赚些脚力钱。

老大谭运保说，父亲一
直保持劳动习惯，90 岁还
在种菜，挑着菜走4公里路
到县城去卖。一直到 2012
年，母亲摔倒导致偏瘫，父
亲就寸步不离守着家。

谭件生和妻子李奴花
用心血抚育了8个子女，也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了
整整三代人。如今，这个在
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大家庭，
出了 20 名大学生，有的做
了教师，有的做了医生，还
有的是成功创业者。

因为年久失修，老房子存在安全隐患，
2015年春节，谭运保和老三谭三保提出在老
宅基地上集资建“孝心房”。这个建议，得到
了全家人一致赞同。

后辈中，经济条件好的多出一点，相对差
一点的少出一点。最终，多的家庭出了30多
万元，少的也出了 10 余万元。不仅出钱，建
房子时，家庭成员还会一起出力，既保证质
量，又节约了成本，还可以增加亲人间的感
情。2016 年年底，斥资 100 余万元的“孝心
房”终于建好。

“孝心房”的建立，不但让谭件生住上了
更加舒适的房子，也大大方便了子女们尽孝。

“以前我们要求对父母‘陪吃陪聊’，房子
建好后，我们增加了‘陪住’。我们这个年纪，
还能够陪伴父亲，是最大的幸福。”谭三保说。

谭件生说，家族 56 人中，没有一人抽烟
打牌。“大人交流最多的是工作，小孩谈得最
多的是学习。”今后，谭家还会将集资建起的
房屋部分出租，产生的收益，用来成立助学基
金，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孙进行奖励，倡导立
学为本，维护家族的长久发展。

培养出20名大学生

坚持13年的“孝心之约”

筹资百万建“孝心房”

民 俗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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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长廊

邓小平留法时
获誉“油印博士”

众所周知，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
在他早期的革命岁月中，一个“油印博
士”的雅号则记录了他留学法兰西的
岁月。那么，当时的他是因何得名的
呢？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面对危亡
的时局，各种思潮并起，求索救国道
路。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于1921
年诞生。而在远离中国的欧洲大陆，
1922 年诞生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留学法国的邓小平也成为
其中一员。

1922年8月，“少共”机关刊物《少
年》月刊创刊，没多久后，邓小平就被
调入该刊，负责刻蜡版，成为编辑部里
最年轻的成员，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
团结旅欧青年的重任。白天勤工俭学
的他每天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刻印工
作，虽身居陋室，条件艰苦，但工作热
情丝毫不减。他会把稿件一笔一画地
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
刷机印出，再装订起来。

1924 年 2 月，《少年》改名为《赤
光》。

邓小平对《赤光》倾注了极大的心
血。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给一同在
法国留学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由于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刊物印刷
清晰、装订简雅，被身边的人们称赞为

“油印博士”。这既是对邓小平辛勤劳
动的赞誉和肯定，也是对年轻的革命
者的鼓励。

在邓小平和一众革命者的共同努
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
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欢
迎，被旅欧华人盛赞为“我们奋斗的先
锋”。1924 年下半年起，邓小平开始
担负起《赤光》的编辑工作，撰写了大
量文章，以手中的笔为革命工作作出
贡献。

在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很快成长
起来，后曾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的领导，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
旅欧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
程紧密相连。回首邓小平的经历，其
革命生涯正是由办报时期的“油印博
士”起步。

“油印博士”的称号，记录了中共
领导人早期为救国而求索的岁月，也
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宣传的
重视。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
深刻认识到宣传舆论工作是联系人民
群众的一条重要战线。出席中共一大
的 13 位代表中，有 12 位曾在中国共
产党创立前后办过报纸和刊物。

(据中新网)

战国时期，楚国是个大国。
有一天，庄子正逍逍遥遥在濮水
上钓鱼呢。楚王派了两个大夫到
庄子那里，毕恭毕敬地说：“想要
用我们国家的事劳烦先生您啊！”
话说得很客气，就是想要请他出
山为相。庄子手拿钓鱼竿，头也
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
龟，死了都三千年了，楚王还把它
包上，藏在盒子里，放在庙堂之
上。你们说，这只龟是愿意死了
留下骨头被人尊贵呢？还是愿意
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呢？”两
个大夫回答：“当然是愿意活着在
泥地里爬啊！”庄子说：“那好吧，
你们请便吧，让我拖着尾巴在泥
地里活着吧！”有人说庄子是个老
派“无厘头”，那是沒有读懂这位
先哲。

再来说说孔子。有一次，他
受到政敌的迫害，不得不躲进一
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旅馆里避难，
而且身无分文，连买饭的钱都没
有。跟随他的弟子抱怨声声。然
而，孔子却在大雨中唱起歌来。
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则大倒苦水：

“老师，您老是说君子是多么美好
的人物，您就是个大大的君子，难
道君子就像我们这样穷困潦倒，
连饭都没得吃吗？”孔子听后哈哈
大笑说：“是啊，君子在穷困潦倒
的时候也会遵纪守法。就像我们

现在饿着肚子，也不会去偷去
抢。而小人就不同了，小人在穷
困潦倒的时候，就会坑蒙拐骗，胡
搞瞎闹。”

孔子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颠
沛流离中度过，但他无论处于什
么样的境况，都始终不渝地保持
着幽默感。

明代另类才子唐伯虎和好友
祝允明四处游览，把钱花光了，就
装扮成募缘的道士去御史台讨
钱。当监使者驱逐他们时，唐伯
虎神气地说：“别以为我们是游食

者，我们是为修葺姑苏元妙观来
搞募捐的。我们平时广交天下名
士，唐伯虎、祝允明都是我们往来
的好朋友。”为查虚实，御史顺手
一指路边的牛眠石，让他们赋诗
一首。唐、祝二人毫不费力，我一
句，你一句，当下吟得一首七律，
御史听了十分高兴，立刻给长州
和吴县的县令写信，要他们出资
五百金修观。可唐伯虎他们原本
就是骗钱，拿到银两后就去吃喝
玩乐，没过几天便挥霍殆尽了。

（据大众日报）

名 人轶事

古代文人趣事多

所谓“蚕猫”，是一种象征
物。养蚕农家最恨老鼠啮咬蚕种
纸和蚕茧，世代传承着一种用蚕
猫避鼠患的习俗。蚕妇们不仅将
蚕猫作为避鼠物，而且也作为一
种观赏的传统工艺品。民间创作

的蚕猫样式有彩绘、剪纸、泥塑
等。剪纸蚕猫大都由蚕妇自己用
红纸剪出各式各样蚕猫图像，贴
在花窗、墙壁或蚕匾上。农村蚕
户喜爱泥塑彩绘蚕猫。每逢清明
前后，蚕妇们都要到杭州半山娘
娘庙烧“蚕香”，在香市上购买泥
塑彩绘蚕猫回去放在蚕房里，或
馈赠亲友。清人范祖述《杭俗遗
风》记载：“半山出产泥猫，大小塑
像如生，凡至半山者，无不购泥猫
而归，亦一时之胜会也。”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也有叫
蚕猫的一种生物，它与家猫样子
一样。就是它的喉咙里面有一种
叫唾液腺的一种腺体，里面有类

似蚕丝的黏液。每到唾液腺里的
唾液聚集多的时候，就会喷出
来。喷出来的唾液遇到风就会
干；并且跟蚕丝一样，当地的居民
还会用来编织渔网等。

每年蚕月之前，蚕室打扫干
净、堵好鼠洞后的第一件事是“请
蚕猫”。蚕户喜欢到庙会上去请
蚕猫，认为庙会上的蚕猫受神感
应，更灵验，不仅能避鼠，还能避
许多恶气。泥塑彩绘的蚕猫放在
墙角僻静处；纸印的五色蚕猫图，
除贴在墙上，还糊在蚕匾底上。
苏州桃花坞木刻《蚕猫图》《避鼠
蚕猫》最为畅销。

（据中国民俗学会微博）

蚕猫

▲孔子画像。（网络供图）

品 鉴

潘惊石擅雕印钮、薄意、草
虫、动物等，作品题材广泛。他
不断地冲破藩蓠，试图引领一门
地域性的传统工艺进入更广阔
的空间。俏色寿山石雕新意独
创，情趣盎然。以随色赋形著
称。他的作品《乡音》即为俏色
玛瑙，即雕刻中利用玛瑙的颜
色、花纹、形态等特殊性质来进
行创作。两只小鸟或立或卧于
一段枯木之上，木之纹理、鸟之
羽翼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二者
动静结合，禅意十足。两只小鸟
虽形态各异，但目光均寻往同一
个方向，似乎透露着一种归乡的
企望。整幅作品透着一种闲淡
之气，使观者欣赏时内心沉静，
回归本初。 （本报综合）

俏色玛瑙《乡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