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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最古老的建筑，大抵是街正中的
一清代祠堂——“黎家祠堂”。黎家祠堂，
资料显示属于黎培敬家族。黎培敬是咸
丰十年进士，官至二品巡抚、漕运总督，以
清正廉洁著称，谥文肃。

住在祠堂对面的谢爱连说，祠堂多年
无人照料，原来的黎家族人也不知去向。

因无人修葺，祠堂外墙早已斑驳，一
些废弃的木板被遗弃在地。入口的台阶
上杂草萋萋，刚要和人感慨，突见一只鸟
儿落在屋梁，唧唧喳喳，便给老街又增添
了一些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在见到曾经的马家河供
销社时便觉更为完整——老式红砖房、木
质玻璃窗二层货柜，一切都是古旧的模
样，让人觉得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

这是这条街上开了最久的商铺，上世
纪 50 年代由原来的“陈渭记”和“袁益盛
南杂”两家商铺改建而成，担负着当地农
业生产、日常生活物资的供应任务，是当
时农村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

如今，这家店的主人是冯冬华，上世
纪 90 年代他接手商铺后，沿袭原本的买
卖至今，前店后家。

冯冬华不在，妹妹冯辉在店里帮衬。
“之前房顶漏水，外墙也斑驳了，半个月
前，哥哥搞了次大整修，现在还没把货上
齐……”冯辉指着占据了两面墙的玻璃立
柜说，以前这里放着各式南杂北货，煮饭
的锅具、脚穿的布鞋、身穿的衣衫，好不热
闹，哥哥的愿望，便是将这家老店一直坚
守下去，期待老街有一日重绽芳华。

马家河老街的繁华旧影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湘江流到株洲，遇上了蜿蜒起伏的
山冈，被迫绕向西边方向流淌了几十
里，山冈纵横间有一条河港，当地人称
马家河。沿水而生的，还有一条马家河
古街，在水运发达的旧时，这里的商贸
曾盛极一时。

如今的古街，繁华褪去，但记忆犹存。

▲沿街走去，偶尔能从一两幢建筑外墙上剩下的“南北物资贸易
公司”等模糊字迹，追忆老街当年的繁华。 记者/伍靖雯 摄

抵达马家河时，雨水正淅
淅沥沥地下着。天有些凉，老
街的红砖土瓦浸润在雨水中，
又是一番古韵。

没几个行人，街上显得清
冷，但连着走进几家敞着门的
屋子，主人都格外热情。问个
路，屋主人总会端杯茶来，邀
请我进门聊上半刻，笑容亲
切，仿佛招待许久不见的亲
朋。

说起马家河，大家的印象
便是古街。但实际上，这古街
也有新街与老街之分。

据株洲市地名首席专家
彭雪开研究，马家河老街建于
清朝同治年间，长300多米。

解放后，这里陆续有了供
销社、粮店、学校等单位，人口
聚居，便在旁边另辟一条宽约
10米的新街。两街只有一岔

口相隔，街尾也有小巷相通。
75 岁的谢栖云，住在新

街的街尾。如今说起自己居
住在“栗雨街道”，她总觉得这
名字有些陌生，“还是‘马家
河’这名字好，叫了一辈子，改
不掉了。”她笑称。

马家河又名马下河、马霞
河，关于这地名的由来，相传
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溯湘
江，船行至雷打岭附近，正德
皇帝离船上岸，御马下船后便
直奔江边畅饮。当时这里是
繁忙码头，人流穿梭，难得见
一高头骏马饮水湘江，皆惊呼

“马下河了”，“马下河”变成了
这个码头的名字，后来又演变
成了“马家河”。

无论民间传说是否属实，
但清朝同治年间，“马家河”便
成了这里的官方地名。

“马家河”与“马下河” 曾是远近闻名的“商业街”

自 1950 年设立马家河乡，到 1958
年，马家河乡的管辖区域范围达到了顶
峰。“包括乡镇合并前的马家河镇，再到石
峰大桥和枫溪大桥的河西段，都属马家河
乡的管辖范围。”湖湘文化志愿者彭水明
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几乎可以
说，大半个“河西”，在那时都属于马家河
乡管辖。

这一切，不可不归功于马家河老街。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马
家河老街可以说是十里八乡最繁华的地
带之一。港口处大小商船云集，把煤炭、
石灰、百货等运进来，又采买米谷、家畜、
水果等农产品运出去。

街上的老人回忆，四五十年代，这条
麻石铺就的老街有 70 多家铺子，其中有
名的大商号如“唐恒泰”，还有“陈明记”

“隆裕酱油”等，附近乡镇的人都会到这里

买东西，老街上还有歇脚的凉亭，方便来
买东西的人休息，也是附近居民们夜里纳
凉的好去处。直到 1975 年，为了方便汽
车进出，原本的麻石路面逐步被水泥路取
代，凉亭也在改造中不再。

往事如烟，如今走在老街，入眼的再
没有繁华的商业，而是斑驳的老屋，错落
挤在日益增加的新房当中。沿街走去，偶
尔能从一两幢建筑外墙上剩下的“南北物
资贸易公司”等模糊字迹，追忆老街当年
的繁华。

老街的生命力

▲曾经的马家河供销社，店内用的还
是旧时的立柜。 记者/伍靖雯 摄

▲老街上，斑驳老屋与新房相对而立。 记者/伍靖雯 摄

▲研学导师带领学生了解株洲的先进制造产业

健坤现代工业动力研学
被评定为株洲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资源基地

近日，湖南省特色围棋高中授牌仪式
在株洲健坤潇湘高级中学举行，该校成为
湖南省首个获此称号的学校。

湖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杜亚
捷，湖南省围棋协会副秘书长洪镜海，湖南
健坤集团总经理欧阳峰，湖南健坤集团副
总经理肖雄飞，株洲健坤潇湘高级中学副
校长刘灿及多位湖南省围棋协会代表参与
了授牌仪式。

据悉，株洲健坤潇湘高级中学与围棋

的渊源颇深，围棋不仅是学校的校棋，校园
内还开设了围棋社团、围棋特色班。学校
通过组织系列围棋主题活动，让学生不断
感受围棋的魅力和智慧的启迪。

株洲健坤潇湘高级中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学校将紧扣时代脉搏，牢记发展
使命，弘扬围棋文化，普及围棋教育，让围
棋真正成为学校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图/文 通讯员 汤理）

▲围棋社团，小棋手通过相互博弈促进棋艺成长

近日，株洲市教育局关于2021年株洲
市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场所评估认定结果的
通报中显示，经过从组织管理、场所资源、
队伍建设、活动管理、安全保障等几个维度
进行审核，确定健坤现代工业动力研学旅
行为 2021 年株洲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资
源基地。

健坤研学起步于 2016 年，以“高举研
学旅行大旗，将素质教育进行到底”为发展
使命，以“自然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成长即
教育”为理念，秉承“互联网+”的运营模式，
以开放、联合的运营方针，与业界同行从场
地、课程、师资、流量等多维度进行课程合
作、基地整合、流量互换、资源共享，共同打
造全国研学旅行大联盟。

作为株洲市研学实践教育协会副理事

单位、株洲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资源基地，
健坤研学自成立以来组织了100余次主题
研学旅行活动，累计接待了20余万人次参
与研学活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长株潭中
小学校长研学旅行高峰论坛”。

在研学旅行学术研究上，《研学旅行的
课程建设与实践探索》《研学旅行的理论研
究与株洲实践》《健坤研学旅行运营管理研
究》《研学旅行的品牌建设》四个课题获得
省级立项。

除现代工业旅行基地，健坤研学还集
聚了农耕、传统、红色、野生中草药等多元
文化资源的研学基地，包括野生中草药劳
动教育基地、湘西龙山历史文化研学旅行
基地、炎帝南方农耕文化研学旅行基地。

（图/文 通讯员 龙灿）

开展见面课活动
促进新教师成长

为了促进新教师业务素质和教学组织能力的提
升，加快新教师队伍的建设步伐，不断促进教师的专
业成长，提高教育教学水平，12月20日，健坤小荷幼
儿园开展了新教师汇报课展示活动。

活动前，3 位新教师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结合幼儿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活动内容，
认真钻研教材，细心研课，大胆创新，在环节上不断
梳理、调整，在“师傅”的帮助下研课、磨课。

展示中，3位老师分别带来了大班课《厉害的指
纹》、中班课《遇事我不哭》、小班课《小猪变干净了》，
课堂以幼儿兴趣为出发点，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到了新知识。

评课环节，新老师积极反思，听课教师与指导老
师踊跃发言，形成了人人听课、人人反馈的良好教研
氛围。

负责人介绍，本次汇报活动，旨在为新教师搭建
学习和提升自我的平台，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

（通讯员 易哲妮）

近日，株洲健坤外国语学校在校园内开展了一
场温暖的“一封家书寄亲情”活动，特殊的是，本次的
活动对象是校园内的留守儿童。

活动中，孩子们把平时没有机会对父母说的心
里话写进信里。有的信中，分享的是校园中的趣事；
有的信中，回忆着自己与父母的珍贵往事；有的信则
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积极向上、好好学习的决心。一
笔一划书写，一字一句传情，思念从笔端流淌在纸
上，变为一封封家书。

随后，一封封寄托着深情的家书携手邮政成功
投递。短时间内，远方的亲友纷纷表示收到来信，既
惊喜又感动。

学校负责人表示，一封家书，架起了孩子与远方
父母沟通的桥梁，让孩子加深了对父母的认识和理
解，也让父母收到了来自儿女最温暖的礼物。

（图/文 通讯员 钟春媚）

一封家书寄亲情
健坤外国语学校为留守儿童
架起亲情“桥梁”

▲学子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对父母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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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牌！全省首个“特色围棋高中”
落户株洲健坤潇湘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