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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今日起，2022为特困群众
送年货活动正式启动。

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一次慈
善行动。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
们呼唤慈善的力量，为因病致贫的
家庭、孤寡老人、三无老人等，送去
问候和关怀。

今年的活动，由市慈善总会和
本报共同主办，株洲晚报志愿者联
合会协办。年货标准为 500 元/
户，其中 200 元年货物资、300 元
红包。慰问对象由市、区民政部门
把关，本报将派出记者，并发动志
愿者，对其困难情况进行核实。为
确保公正公平公开，捐助名单将在
株洲晚报公示。

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了动员
更多力量参与活动，我们将在腾讯
公益上发起“一起捐”，期盼各级党
团支部、社会组织、社区以各自的
名称参与众筹。谁参与、谁受益，
我们将按照这一原则，将所筹慈善
资金，重点慰问参与方所在区域或
指定的困难对象。

本报为株洲日报社旗下媒体
之一。今年的送年货活动，株洲日
报社将发挥全媒体优势，在知株侠
微信公众号、株洲晚报微信公众
号、株洲新闻网、掌上株洲等新媒
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发动。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我们呼吁爱心单位、爱心个
人，为株洲贡献一份慈善的温暖。

殷作兵希望有专业医疗机构能为他提供一次体检服务，
他想了解自己的身体近况，希望得到医生的建议和指导。

“送年货”今起再出发
爱心捐助热线：28829110，13873320022

他是低保户，也是志愿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穿过高楼大厦，在城中村兜兜转转
几分钟，终于在粉场组找到殷作兵的住
所。上午9时许，殷作兵正在杂物间熏
腊制品，量还不少。一问才得知，这些
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请他帮忙熏的，大
家会给点报酬，一般是油或米。

特困群众档案
编号：001
暖心对象：殷作兵
住址：天元区嵩山路街道大
湖塘社区

感恩身边人

看到有人到访，殷作兵连
忙放下手里的活，一瘸一拐回
到昏暗的屋内，搬出两把椅
子。他解释说，屋内放了一些
待熏鱼肉，腥味重，坐外面舒
服些。天有些昏沉，他语速较
慢地说着自己故事：今年 55
岁，幼年丧父，母亲去世多年，
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是最小
的。家中困难，没读几年书，
至今未成家。他以前靠打零
工维持生活，2018 年一次外
出时突然乏力摔倒。到医院
检查后，他才得知自己乏力摔
倒是因为患有重型糖尿病。
医生当时说，如果不积极治
疗，可能活不过3个月。

摸了摸右腿膝盖，殷作

兵告诉我，他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住院做手术，看病吃
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
他挺过了最难熬的一年。如
今，他腿里仍有钢板，为了控
制血糖，每天需要打胰岛素。

说起这几年的生活，殷
作兵并没唉声叹气，他感恩
地说，哥哥姐姐、侄子侄女们
对他很好，现在住的老房子
还是姐姐家的；朋友邻居很
照顾他，会请他吃饭，前几天
还送来了米；街道社区帮忙
申请了每月 580 元的低保，
工作人员还会经常上门看看
他。指着屋后，他笑着告诉
我，那里还有一块地，能种点
小菜，吃饱没问题。

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一起
来的社区工作人员陈姐说，
殷作兵是低保户，也是社区
志愿者。因为对城中村熟
悉，殷作兵主动加入社区义
务巡逻志愿者队伍，疫情期
间，还协助社区做好防疫工
作，在监测点坚守数天。听
到这里，殷作兵连忙说，自己
一直受到大家的关心关怀，
关键时刻他理应站出来，尽
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最后，我们还是走进了
殷作兵只有几平方米的房
间，一张床占据了房间大半
部分，小桌上摆着几瓶花露
水。我好奇地问，怎么这么
多花露水？他说，最近需要
熏制的东西比较多，屋里气
味有点大，喷点好。原来，他
还是个“讲究人”。大白天不
开灯，屋里光线较暗，甚至看
不清他脸上的神情，但是我
们知道，他也在努力，希望能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微心愿▲殷作兵帮邻居熏腊制品，大家会送
点油或米给他。 记者/谢嘉 摄

一周要做3次血透的她
想找份兼职减轻家中经济负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邱鹏

在田心街道北岭社区北山二村，
一名女子骑着小电驴，风尘仆仆地向
我们驶来。这就是刚给爷爷奶奶送饭
回来的邓云。

刚满35岁的她，出生于一个普通
的工人家庭。2006 年 6 月，她不幸患
上红斑狼疮，后又引发尿毒症，从每周
2次的血透，到现在每周3次。

父母的离异、疾病带来的痛苦，让邓
云感到很无助。特别是最近父亲又遭遇
了车祸，腿脚不便，让全家雪上加霜。家
里还有爷爷奶奶要照顾，每天中午她骑
着小电驴给他们送饭，于是就有了开头
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每次在来回的路
上她都会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2011年，她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
边通过自考获得了中南大学本科学历。

邓云说，她应聘了多家公司，都因
身体原因没能求职成功。工作没有着
落，加之要长期透析，让她心灰意冷。

“邓云，你愿不愿意来社区工作？”
社区负责人邹爱华的一通电话，让邓
云重拾信心。

“你做血透时可以请假”“在社区
工作一是可以减轻家里经济负担，二
是可以学到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
西”……邹爱华的善解人意感动着邓
云。工作期间，社区工作人员非常关
心照顾她，还经常上门慰问并开导她，
鼓励她不要放弃治疗。

邓云告诉我，她最遗憾的就是在
这次疫情期间，因身体原因，没能参加
社区志愿服务。

特困群众档案
编号：002
暖心对象：邓云
住址：北岭社区北山二村

微心愿

学音乐教育的邓云希望找一份合适
的网络兼职，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
负担；另一方面，她也希望将学到的知识用
来回报社会。

▲在社区工作中的邓云（左二）。受访者供图

黄杨木雕是浙江地区的传
统民间雕刻艺术之一，以黄杨
木做雕刻材料，利用黄杨木的
木质光洁、纹理细腻、色彩庄重
的自然形态取材。黄杨木生长
缓慢，所以有“千年难长黄杨
木”、“千年黄杨难做拍(乐器中
的一种拍子)”的说法。

吴尧辉的作品富有一定的
思想性，融想法与技法、意境与
艺境于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
古拙雄健、手法夸张、富有神韵
的雕刻艺术风格。捣练意为捣
洗煮过的熟绢。他的作品《捣
练女》取材于唐代画家张萱的

《捣练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

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
动操作时的情景。作品一组十
二个人物动作凝神自然、细节
刻画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
力的微微后退后仰。其线条工
细遒劲，雕刀下的女性形象形
体柔美，情态温婉，完美再现其
风雅韵味。 （本报综合）

黄杨木雕《捣练女》

新龙藏式药泥面具

四川甘孜州新龙县藏式药泥面具
采用藏药制作，是融藏传佛教、民间工
艺、医学文化于一体的民族文化。

新龙药泥面具选用高原地区海拔
4600米以上未经污染的泥土、水和名
贵药材，融入矿物宝石等原材料制成。
形象以佛教的护法神为主，又以玛哈噶
拉、骑狮护法大将军、吉祥天母为主要
代表。面具样式丰富，色彩鲜艳，散发
奇异香气，具有参礼拜佛、避邪祈福之
意和药香四溢、预防某些病症之用。

据松赞干布《知识总汇》经文记
载，药泥面具起源于1300多年松赞干
布文成公主时代。传说松赞干布执政
期，曾有寺庙香火引起的大火，故考虑
用以其他方式代替香火，将名贵藏药、
中草药、香料、宝石等与泥土混合制作
泥塑面具，经僧人念经加持后供人们
供奉，药泥面具因此流传。

传统新龙藏式药泥面具制作工艺
和材料考究，以木刀、木棍、木锤、木
椎、木刷、木碾等木质工具为主，药泥
中包含甘露丸、红景天、草果香药、珍
珠、玛瑙宝石等，色彩原料由矿物原料
研磨制成，整体经过取土、和泥、泥雕、
制陶、着色等十多道工序完成，具有浓
郁的地域特色和藏传佛教色彩。

由于国家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藏式药泥面具这一文化瑰宝逐渐
为更多人知晓。当前，不断传承发展
仍是重要命题。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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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轶事

党 史长廊
女儿异国他乡生死不明
心急如焚的朱德为何这么做？

民 俗风物

品 鉴

▲翁同龢。（网络供图）

自科举实行以来，考取状元是
大多数读书人的梦想。清朝咸丰
六年（1856）的状元是翁同龢，榜眼
是孙毓汶，日后两人都成为清廷的
重臣。然而，当年翁、孙为争状元，
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明清的科举制度规定，会试中
被录取的贡士，经复试合格，再参
加殿试。翁、孙两人名满天下，一
般人都认为状元非翁即孙。殿试

前夕，赴试者离殿廷较远的，多寄
宿在朝门附近。翁、孙两家都是显
赫官宦之家，又是世交，孙府位于
皇城附近，而翁家较远。殿试前
夕，孙家邀翁同龢在府中住宿。

晚饭后，孙毓汶的父亲孙瑞
珍以长辈的身份和翁同龢畅谈至
深夜，才让他回去休息。但天一
入夜，孙氏就嘱咐儿子孙毓汶睡
觉去了。

翁同龢回到房间，刚想上床
休息，孙家又暗中使人在翁的住
所四周大放爆竹，一直放到天亮，
使翁不能稍息片刻。

等到第二天进入试场，翁便
觉得全身无力，执起笔来毫无精
神。殿试极重书法，翁同龢以为
这次会试自己绝无希望夺魁，孙
毓汶将获得头名状元；后来忽然
想起身上带着人参两支，马上放
入口中咀嚼，顿觉精神十足，执笔
直书，一气呵成，细看全文，无一
败笔，甚为满意。

交卷后，他细想当日考试的
情形和前一晚孙家的所作所为，
才意识到孙家之所以殷勤宴请、
深谈入夜、燃放爆竹通宵，都是为
了使他无法休息好，在次日殿试
时不能发挥水平，以达到让孙毓
汶独占鳌头的目的。但孙家没想
到的是翁同龢带了两支人参，而
人参的功效又如此灵验，结果心
机费尽，状元仍为翁同龢夺去。
当时就有人称翁同龢为“人参状
元”。

（据“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

“人参状元”翁同龢的科考“内幕”

“朱敏女儿，我们身体都好。
朱齐(朱敏哥哥)已在做事，高洁
(朱敏表姐)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
年上半年的像(相)片两张……”

这封信是新中国开国元勋朱
德元帅写给女儿朱敏的，落款时
间 1943 年 10 月 28 日，写于抗战
中的延安，而朱敏第一次读到信
时，已是1951年的夏天。

这是一封迟到了八年的家
书。1941年1月30日，朱敏赴苏
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因
为身体虚弱，哮喘复发，转去白俄
罗斯明斯克城郊夏令营地。当年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不宣而战，
年仅 15 岁的朱敏及同伴沦为小
囚徒，一度身陷德国东普鲁士纳
粹集中营。失去女儿消息的朱德
心急如焚，明知送达的机会极为
渺茫，他还是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短短百余字中，他强忍思念，
笔下满是嘱托与期待：“你在战争
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
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
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
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
(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由于战火阻拦，这封信最终
因“邮路中断，无法投递”被退回。

战火中，朱敏受尽磨难，直至
1946年1月30日，乘坐战后第一
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
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

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
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

“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
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
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
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
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

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
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这是离开祖国 5 年后，朱敏
第一次收到父亲来信，她哭了，但
她没有责怪父亲，此时，已经 20
岁的她能够理解父亲的做法。她
虽然很想马上回到父亲身边，但
还是决定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战火之中，女儿异国他乡生
死不明，朱德为何不再寻找？

不是他无情，而是尽管他心急
如焚，也明白不应因为自己的私事
打扰卫国战争中的苏联政府。

血肉至亲，家国天下，朱德看
似“无情”背后，是一名中国共产
党人的品质、格局与担当，是一种
永远值得后世之人学习的“公私
观”。

(据中新网)

铭

金字旁的“铭”，多用于“座右铭”
一词，指的是在金属上刻有一些句
子，一些词语，如铜鼎、铜盘、铜镜、武
器上等，并把它们放在重要位置。所
以我们经常把它放在座位的右侧，所
以称之为“座右铭”。

后来还有一词为“铭刻”，指在金
属上刻下一些颂歌或警句，不断提醒
自己。后来人们为了更便于记录下
这些颂歌的时间或人物内容，还多用
金属刻在石碑上，以歌功颂德，万世
传送这些有名望的人。（本报综合）

说 文解字

▲四川甘孜州新龙县的藏式药泥
面。（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