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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明 通讯员/肖合择）经株洲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同意，结合

《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实际情况，我市
决定于2021年12月8日16时起，
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同时启
动黄色Ⅲ级响应措施。

受外来性输入污染和本地极
不利气象扩散条件影响，自12月7
日 15 时起，我市出现轻度污染天
气，8 日 11 时起，环境空气质量已
达到重度污染，截至 8 日 15 时，重
度污染已维持5个小时。经省、市
气象部门预测与会商，预计我市污
染过程仍将持续。

根据《长沙、株洲、湘潭、岳阳、
常德、益阳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联防联控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传
输通道六市应同步启动应急预案。

具体响应措施明确为建议性
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防控措

施、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和监督管
理措施四大类。

鉴于目前的空气质量状况，建
议儿童、孕妇、老年人和呼吸道、心
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
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
室外作业时间；倡导公众绿色生
活，节能减排，适当调低空调温度
1℃至2℃；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
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驻车时
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时间；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减少涂
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
原材料的使用。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明确，全
市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
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
求，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 10%以
上。

建筑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
频次。除应急抢险、市重点工程、
特殊工艺外，市区建筑施工工地和
渣土处置工地停止渣土施工和运
输、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外墙喷
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等作业。

城区城市道路依法依规加大
降尘频次，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
于3次，重点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不
少于4次。

根据监督管理措施相关要求，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工业大
气排放源、非道路移动机械源，以
及建筑工地、渣土处置工地、矿山
露天开采场等场地的检查频次，严
格禁止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不正
常运行、油烟直排，以及露天焚烧
和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及Ⅲ级
响应措施的具体解除时间，将根据
省、市会商研判结果另行通知发
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郑奕）你印象中的
农村学校是什么样子？是矮小的
平房还是野草丛生的小操场？但
在株洲的农村学校，高标准的教学
楼、全塑胶操场，老旧校园早已变
了模样。近日，2021年“株洲市最
美村小”名单出炉，泉丰小学、杨柳
小学等20所学校入选。

茶陵县黄堂学校坐落于下东街
道黄堂村，距县城中心9公里。“以前
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回忆
起原先的老旧校舍，有着十多年工
作经验的王老师格外感慨。

如今，走进占地面积12000平
方米的学校，校园绿化面积达400
平方米，教学楼、功能室、图书室、
宿舍、食堂等一应俱全。目前，黄

堂学校有一至六年级全日制教学
班 6 个，在校学生 222 人。一、二
年级开设了花样跳绳、童趣吹墨
画，高年级每周都有社团活动，利
用现有专业师资开设了剪纸、合唱
项目。为了弘扬乡村传统体育文
化，学校还开辟了专门的传统体育
游戏区。

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教
学点，蓝白相间的教学楼恢弘大
气，校园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其中运动场地面积达 2000 平方
米。每到课间，孩子们在宽敞的校
园里奔跑嬉戏。近年来，该教学点
累计投入140万元建成综合楼，校
园里花草树木多了、文化味更浓
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使用功
能、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和谐统

一。
位于芦淞区白关镇双福村的

双排小学，虽然在校学生只有194
人，但依托何家坳小学集团校优
势，三年时间，双牌小学从“老破
小 ”成 功 转 型 为“ 小 而 精 ，小 而
美”。学校培养“修身兼善，好学成
才”的学生，打造“双馨教育”特色
品牌，构建“悦读越美”校园特色文
化。

自 2020 年我市启动“株洲市
最美村小”督导评估工作以来，各
县市区高度重视，乡村小学、教学
点纷纷大变样。经评估认定的“株
洲市最美村小”可获5万元/年（连
续三年）的奖励，奖金用于补充村
小公用经费、教师工作奖金或生活
补助。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接听12345
恒大华府业主反映
有电梯近3个月坏了19次

我市发布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同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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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双牌小学。 通讯员供图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教学
点。

茶陵县：思聪龙溪小学、火田
红农小学、下东黄堂小学、枣市洞
头小学。

攸县：石羊塘镇罗家桥完小、

莲塘坳镇高楼小学、丫江桥镇仙石
完小、鸾山镇漕泊完小。

醴陵市：李畋镇石溪小学、阳
三石街道阳东小学、仙岳山街道万
宜小学、王仙镇司徒小学、孙家湾
镇孙家湾小学。

渌口区：龙潭镇马迹小学、渌
口镇油圳小学。

天元区：泉丰小学、杨柳小学。
荷塘区：黄塘小学。
芦淞区：双牌小学。

新闻链接 2021年“株洲市最美村小”名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12月8日上午9时至11时，市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吉振君接听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市民来电涉及电梯质量安
全、网络购物、营业执照办理条件等内容。

近年来，随着高层商务楼、住宅楼的
普及，电梯已经成为商业广场、居民小区
的标配。伴随着电梯保有量的不断上升，
各地电梯事故时有发生，电梯安全已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市民朱女士是天元区恒大华府小区
一期业主，她反映5栋经常发生电梯卡人
事故，电梯停经负一楼地下停车场，还出
现过渗水问题。市民陈先生也是恒大华
府业主，他反映26栋1号电梯近3个月损
坏了19次，怀疑电梯存在质量问题。

吉振君回复，将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到
小区调查，如果发现确实是电梯存在质量
问题，会与电梯生产商联系处理。如果电
梯问题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范围，也会积
极协调，促成解决。

线上消费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的首
选购物方式，但网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
网店过度宣传等也是市民投诉热点。市
民刘女士近日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吹风机，
店铺宣传“不伤发质，长期使用头发更柔
顺”。但刘女士使用后发现吹风机效果与
宣传不符。市民周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
她在网上购买了几盒面膜，实际使用后不
仅没有滋润肌肤，脸部反而还长出了小痘
痘，怀疑商品质量存在问题。

针对两位女士反映的情况，吉振君给
出了建议：如果在网上购物发现有质量不
合格、虚假宣传、商标侵权等问题，应该第
一时间通过平台投诉渠道进行投诉，也可
以登录全国 12315 平台向第三方市场监
管部门或经营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进
行举报。他还提醒，网上购物一定要保留
好消费记录等相关凭证，如发现质量问
题，为了自己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要轻信商家的说辞，私自与商家达成所
谓免责协议。

吉振君还回答了市民关于食品安全、
相关证照办理条件等问题的咨询。热线
接听结束后，吉振君立即召开现场交办
会，要求各责任单位及时抓好落实，给来
电市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吉振君接听热线。记者/廖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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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站在窗口远眺，远处是玉带一
般的湘江，再远处是一座座连绵起
伏的山峦。晚秋的山峦层林尽染，
红黄绿交织成浓墨重彩的油画。
这时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空气里
浸染着菊花的清香，风里有干草的
味道。山上的野果该次第成熟了
吧，鸟柿、野山楂、板栗、毛栗等等，
争先恐后地蹦到我的脑海里。

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大山是
一座宝库，春天有漫山遍野的漂亮
花朵，秋天则有无穷无尽的果实。
当时生活艰难，物质匮乏，甜美的野
果是大自然的馈赠孩子们的零食，
只要你够勇敢够勤奋，人人有份。
霜降过后，鸟柿又软又甜，像一个个
小灯笼挂在树梢，可树干太高，我们
只得悻悻地看着喜鹊们分享。野山
楂又小又涩，枝条还长满密刺，让我
们望而生畏。板栗树是有主的，偷
偷打几粒会被狗撵得满山跑。最受
我们青睐的，就缀满枝条的毛栗。
毛栗是板栗的浓缩版。板栗树高大
挺拔，树冠亭亭如华盖，刺果有拳头
大小。毛栗树是矮小的灌木，同乱
蓬蓬的茅柴伴生，果实只牛黄丸大

小。
春夏之交，毛栗树开花，密密麻

麻的绿色花穗，沉甸甸地垂下来，热
烈张扬。花谢后，绿色的小刺球羞涩
地躲在叶腋里。当温暖的西风吹过
大山，明亮的秋阳洒遍深林，毛茸茸
的刺果渐渐长大，像一只只小刺猬躲
藏在枝头。慢慢地，圆滚滚的刺球咧
开笑脸，褐色的果实便裸露出来，舒
适地躺在阳光里。有的果实极顽皮，
忍不住蹦出来，落到软绵绵的草地
上。一粒一粒，像散落在地的星星。
假日里，我们成群结队地上山摘毛
栗，手里挎着竹篮，篮里躺着剪刀。
灌木里毛栗树多，尤其是野火烧过的
山上更多，因为茅草少，采摘更容
易。我们或剪下一根根硕果累累的
毛栗枝条，整整齐齐地放到竹篮里。
或钻到树下拾起一粒粒饱满的毛
栗。回家后，将毛栗倒在禾场里，用
脚使劲擂，直到刺果裂开露出果实。
拾起带泥沾沙的刺果，用牙齿使劲一
咬，果实便出来了。刺果一般有两三
粒果实，半球形。也有只一粒的，我
们叫“独生崽”，小圆球顶端尖尖的，
像个呆萌的娃娃头。剥开褐色的外

皮，粉黄的果实又脆又甜。又是擂，
又是咬，将剥出的毛栗积攒起来，放
进竹篮里，挂起来通风。阴干后的毛
栗体积稍稍变小，但更甜，甜到心里。

想吃的时候，我们就搭把小板
凳，踮起脚将手伸到竹篮里，掏出
一把干毛栗。上学带给同学吃，友
情便在毛栗板栗红薯片里升温。
那时流行看连环画，我常用毛栗与
同学换书看，有《西游记》《红楼梦》

《铁道游击队》等，文学启蒙便从那
时开始。有时毛栗吃不完，我们便
提到街上贩卖，一小缸子一毛钱，
攒的钱换笔和本子。小孩子剥的
毛栗干净又甜，比较受欢迎。有专
门贩毛栗的，把毛栗刺果全部密封
起来，洒上水，沤到刺果开裂。这
样沤出来的果实较潮湿，没有阴干
的甜脆，还有一种怪怪的沤味。那
时与毛栗同时能换到钱的，还有

“九月香”。这种野菌子多生在农
历九月，雨后天晴长在深林里，菌

伞有红的有绿的，极香。哪家若用
“九月香”炖肉，整个村庄就弥漫在
浓郁的菌香里。

袅袅炊烟里，远山如黛，竹林里
的土砖屋，禾场上擂毛栗的孩子，田
野里荷锄晚归的农人，池塘里觅食的
白鹅，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田园山水
画。

许多年过后，这幅图画常常浮
现在我脑海里。当年一起摘毛栗、
打野柿的伙伴们为稻粱谋，天各一
方，不觉已是沧桑中年。前天，偶
尔谈起童年趣事，讲到小时候摘毛
栗的往事，原本沉寂的群便活跃起
来，平时沉默的人变得妙语连珠。
隔着屏幕，我能想象到他们不再年
轻的脸上焕发的青春与光华。最
美味的食物出现在童年，最纯真的
感情产生在童年，最有趣的故事发
生在童年。那满山的秋风，满山的
毛栗，满山的小伙伴，都是岁月里
最醉人的风景。

一位粗壮的汉子，拿着一根精
细的唢呐，走在天地间，行在山水
中，在苍茫的人生边徘徊，在脉脉
的斜晖里立定，这本身就是一幅极
撼人的画面。

他眼睛一闭，脑袋一昂，腮帮
一鼓，唢呐便呜呜地响起。仿佛世
间所有的悲喜、人间所有的烦忧，
都聚在一起，凝成浓郁的一团，在
那小小的铜哨里鼓作一气，从那豁
达的喇叭里喷涌而出。

那是空蒙蒙的天的呐喊。
那是茫苍苍的地的呼唤。
那是郁莽莽的山的诉说。
那是浩荡荡的河的呜咽。
它高亢，欲冲破层层羁绊，直

抵天庭。
它粗犷，配得上这粗粝的大地

和起伏的人生。
它哀婉，倾诉着对这方水土和

万物的无限爱恋。
它悠扬，表达着对坚韧而喜悦

的生命的万般柔情。
它忘情地独唱，尽情宣泄着日

子的艰辛和节日的喜乐。
它闹腾地吹打，领着婚丧嫁娶

的队伍，引着浩浩荡荡的生活，永
远向前……

人是聪颖的，而这聪颖又带来
大的悲欣，常常把那颗小小的心塞
得满满，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承载、
来排遣、来宣泄。在所有的形式
里，音乐是最直接的一种。在所有
的器具里，乐器是最美妙的一种。
于是，在这个诗经的故乡，也激昂
地响起唢呐的悠扬。

在所有的乐器里，唢呐是最接
近人声的一种，在
性 格 上 又 最
接 近 陕 西

人。它从不扭扭捏捏，总是直截了
当；它决不低声下气，总是高声粗
嗓；它永不羞羞答答，总是畅快淋
漓。于是，在这个雎鸠和鸣的地
方，总是热热闹闹地响起唢呐的欢
唱。

唢呐由波斯人发明，从西域传
入。然而，正如佛教由印度人发
明，从西南传入后，便被中国人改
造了，于共同的人类的大悲苦中，
加入了中国人的通达和玄悠。当
唢呐凯歌高奏走进中国，便走进了
中国人的生活，沉浸于中国人的情
感，琢磨出中国人的心思，沾染上
中国人的民性，并在不同的地域，
吐露出不同的性情和声色。

唢呐是高亢的，然而，陕北的
唢呐更高亢，因为这里的皇天更
高，响彻着天宇的闪电惊雷，荡涤
着世间的人嘶马欢。

唢呐是宽广的，然而，陕北的唢
呐更宽广，因为这里的黄土更厚，沟
壑纵横，梁峁交错，人行其间，畜出
其里，物化其表，事衍其上。

唢呐是深沉的，然而，陕北的
唢呐更深沉，因为这里的人生更跌
宕，北拒匈奴的刀光，南守帝乡的
剑影，在这富饶又贫瘠的土地上绵
延千年。

唢呐是激昂的，然而，陕北的

唢呐最激昂，因为这里的风物更凄
苍，胡汉的进退，农牧的交错，政权
的更迭，人事的轮转，在这片苍茫
的广袤里铺展开来。

唢呐的本性是喜悦的，只是，
中国人在这喜悦里，加入了生活的
哀音，而陕北人又于这哀音里，注
入了更深邃的生命的悲怆。对生
的渴求、对爱的向往、对家的眷恋、
对爱的宣泄，都吐在这粗狂的喇叭
里了。与命的抗争、与苦的周旋、
与难的相持、与寂的对峙，都吼在
这嘹亮的唢呐里了。

一个陕北汉子需要什么呢？
他高兴时，唢呐帮他吹起《四海
春》；他悲伤时，唢呐为他奏着《苦
伶仃》；他顺畅时，唢呐里响起《西
风赞》；他困顿时，唢呐里传来《千
声佛》。

一个陕北女人期待什么呢？
她在悠扬的唢呐里等着自己的情
郎；她在喜庆的唢呐里走向婆家；
她在热闹的唢呐里迎来儿孙；她在
嘹亮的唢呐里低眉浅笑；她在年轻
的唢呐声里慢慢老去。

一个陕北老人需要什么呢？
他出生时，唢呐就来到他的身边，
悠扬悦耳，活泼欢快；他成家时，唢
呐就来到他家里，亢奋激昂；他开
业时，唢呐就来到他的店铺，热闹
欢腾；他过寿时，唢呐就来到他村
里，喜庆吉祥；他过节时，唢呐就来
到他院里，欢天喜地；他要离开人
世了，唢呐就来送他最后一程，凄
婉悲诉，欲去还休……

“唢呐来了！”一群孩子在高高
的山丘上扬起一串喊，忽然间，一
阵嘹亮的唢呐破空而来，一支热热
闹闹的队伍出现在那沟沟坎坎边，
一串歪歪扭扭的欢乐起伏在那梁
梁峁峁上，一队扎着白羊肚手巾的
憨厚男人吹鼓了腮帮，吹圆了眼
睛，唢呐千回百转，锣声左顾右盼，
鼓点前后跳跃，围观的人呆呆地立
着，忘情地听着，他们的欢乐就在
里面了，他们的愁苦就在里面了，
他们的眼泪滚落在里面了，他们的
日子湿润在里面了……

一只蝈蝈在陕北人家的炕头
上幽幽叫唤，一只灰鹤在黄河岸边
对天长鸣，一个陕北汉子在他屋后
的塬上吹起唢呐，那不同的声音
里，有相同的东西吗？

有！你仔细听，那都是一曲撼
魂动魄的生命之歌！

蝈蝈和鹤只会用嗓子，而陕北
人还会用唢呐。

唢呐，是人的另一副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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