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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香囊、包粽子、投壶
龙兴社区欢度端午佳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
峰 通讯员/宾瑞星 杨霞）又是一年端午
节，又闻浓浓艾叶香。6月2日上午，株洲
经开区龙头铺街道龙兴社区40 余名居民
欢聚一堂，投壶、香囊DIY、包粽子，提前欢
度端午佳节。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向居民们讲授
香囊制作方法，大家将准备好的艾叶、藿
香、薰衣草、丁香、香茅草、薄荷叶、白芷等
药材包裹在锦缎内，扎上精美的丝线，一
个个清香驱虫、避瘟防御的香囊就完成
了。“端午时节，正值黄梅新雨，蛇虫出没，
自己制作的香囊不仅防蚊虫，带回家去，
也是一件不错的装饰品。”社区居民唐格
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香囊开心地说。

在“谁是粽子王”环节，居民们 8 人一
组依次上台，捋叶、填馅、裹粽、剪线，片片
清香粽叶和颗颗莹润糯米，粽叶上下翻
转、折叠，一个个外形美观的粽子就呈现
在大家眼前。包好了的粽子由大众评委
进行评选，最后王灿等3位居民喜获“粽子
王”称号。

“哎哟！没中”“耶！我中了3个”……
在投壶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现场气氛
热烈，叫好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来到社区低保
户、困难党员、退役军人、医护人员和保洁
员家中，送上新鲜美味的粽子和浓浓的温
暖关爱。

5月31日，龙泉街道和谐家园社区联
合市住房保障中心、芦淞区农业农村局、
省直中医院、新航物业、市家园义工协会
共同开展了“浓情端午节，志愿服务进社
区”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省直中医院的医生为居民
科普乳腺自检的方法及甲状腺癌的病因、
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还能品尝志愿
者亲手包的包子，大家有说有笑，现场气
氛和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
员/徐凯 摄影报道）

位于荷塘区的市第四中学前面的新四路为
双向两车道，人行道上施划有非机动车位。

上午 10 时左右，记者在新四路发现，沿途
道路两侧均停有私家车，有私家车逆向停放；有
摩托车和送外卖的电动车停在行车道上。多辆

摩托车、电动车加装了遮阳伞。
位于校门口的商店，在店外显眼位置增设

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标志。
美的学校校门前路段，路边竖立有禁停标

识，但行车道上有多辆工程车辆和私家车停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
讯员/杨霞 刘冰）“玉龙路与老长株路交叉路口，
地面上有大片油污，有四、五辆摩托车摔倒了，请
社区派人帮忙处理。”6月1日晚8时45分，株洲
经开区龙头铺街道兴隆山社区干部唐俊接到居
民的求助电话后，立即与网格员杨浩赶往现场。

唐俊两人赶到现场时，发现路口红绿灯处
的地面上有大量油污。该时段正好是长郡云龙
实验学校学生晚自习下课时间，摔倒的都是骑
摩托车接孩子下课的家长。

两人现场仔细查看，发现造成路面油污的
原因是由于暴雨积水，大量油渍从排污管内涌
到路面上。唐俊一边联系相关部门，一边与杨
浩一起将警示锥桶摆放好，拉起警戒线，随后穿
好交通安全劝导员马甲，现场引导交通，维护秩
序。不到15分钟，该区城管部门派出的洒水车
到达现场，对油污路面进行清洗，并对路面进行
防滑处理。

晚上9时40分，油污路面全部清理完毕，路
面恢复干净，交通恢复正常。

清理油污 路面1小时内恢复干净

6 月 2 日，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组
织志愿者对辖区有安全隐患及枯萎枯死的树
枝进行修剪，并将修剪下的树枝、枯枝及时清
理。

经过志愿者们半天的修剪，被遮挡的摄像
头“重见天日”。下一步，七斗冲社区将对辖区
内其他路口的监控探头进行排查，为交通安全
和社区管理保驾护航。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余
姣 摄影报道）

修剪树枝 摄像头“重见天日”

记者回访部分医院、中小学校、建筑工地

这些地方乱停车现象仍未解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6月2
日，本报记者对市区部分医院、中小学校、建筑
工地的创文工作整改情况进行回访，发现在医
院、学校、建筑工地周边路段，乱停车现象严重。

2日早上9时左右，位于天元区滨江南路的
市中心医院出入口，人行道上的 2 个餐饮摊同
时收摊。

有市民反映，流动餐饮摊占道经营现象被曝
光后，曾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又出现了。

靠医院出入口一侧的道路边无停车位施

划，停放了不少私家车和非机动车，占据了一座
公交车站及一条行车道，影响进出医院的车辆
通行。

荷塘区亿都·随园项目工地，部分破损围挡
得到修复，但部分公益广告张贴不规范，公益广
告“叠罗汉”现象未得到整改。

紧挨工地的玫瑰路，车辆乱停现象较多，其

中的“僵尸车”仍挨着建筑工地围挡停放，没有
挪走。

路边种菜现象未得到整治，菜地还增加了
铁丝网。

▲滨江南路市中心医院路段，车辆占道停
放，餐饮摊占道经营。 记者/刘平 摄

学校路段：禁停标识形同虚设

工地周边：“僵尸车”未挪窝

医院路段：游商复出，乱停车依旧

美达影城（6月3日）

哆啦A梦：大雄的宇宙小战争 2021
10:45 11:45 12:50 13:50 15:00 16:00
17:05 18:05 19:10 20:10 21:15 22:15
暗恋·橘生淮南
10:45 11:40 12:40 13:35 14:35 15:30
16:30 17:25 18:25 19:20 20:20
21:15 22:15

遇见你之后
09:55 10:50 11:50 12:50 13:45 14:45
15:40 16:40 17:35 18:35 19:30 20:30
21:25 22:25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10:10 14:15 18:20
我要我们在一起 12:15 16:20 20:25 22:25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楼
（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社区活动好精彩
其乐融融过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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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先生，1925年生，属于我国老一辈书画
家、作家、新闻工作者。他一生著述等身，工作
之余，喜收藏。近读他的《收藏趣事》，60 件宝
贝，60篇短文，“可谓无一物之引证无来历，无一
事之追记无根源，令人如读古今史地，如阅民间
词典（著名作家俞律‘序’语）。”

如“瓷鸡”一对，为明代物品。此对瓷鸡，背
有小孔，呈母鸡孵蛋状，实乃“水注”。水注，是
一种专供书画家研墨或调色用的滴水器，属于
文房用具之一。母鸡孵蛋，两眼赤红，体温甚

高，张嘴喘气，既辛苦又要耐得住寂寞，抚育之
爱，确实令人叹服。明代艺人，能用“母爱”这一
主题瓷塑成水注，并且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实
在令人折服！

田原先生幼年丧母，“未能久得母爱之温
存”。当他把玩这对瓷鸡水注时，不禁“情发五
中，潸然泪下”，并且“每逢月下独处，终盼先母
入我梦来！”田原先生善画，他说他从事国画创
作，就是从这对瓷鸡开始，“一笔一画，寄之于
情，积累至今，可以信手挥出……”

田原先生有个响亮的笔名：“饭牛”。有人不
解，他说：“我出世时在丁丑年正月初五，巧在牛
年牛日生。”加之他幼年时为地主放过牛，故而终
身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在后来的文学艺
术创作中，他不但写牛，画牛，还特别喜欢收藏各
种类型的“牛”艺术品。如汉代陶牛、唐三彩牛、
宋瓷牛、明青花牛、清铜牛；民间常见的铁牛、泥
牛、纸牛、布牛、紫砂牛、玉石牛、根雕牛、漆器牛、
藤编牛、木牛，以及牛领带、牛挂件、牛印章、牛砚
台、牛水注、牛面具等。至今，他收集到的各种质
地、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公牛母牛，水牛黄牛，老
牛小牛，已有100多件。同时，他还在逢牛年时办
过几次“牛展”，赢得观众普遍赞许！

在这些众多的“牛”藏品中，田原先生有尊
铜牛值得一述：

那是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
社址在新街口，离长江路极近。长江路虽街道
狭窄，旧式平房多，但这里有不少专收废旧报
纸、破铜烂铁的旧货店。有次他见一店主货架
上有尊铜牛，甚古朴，很想买下。但店主回答：

“不卖！”这时他掏出记者证，亮明身份，说自己
是藏非倒卖，加上自己属牛爱牛……此时店主
终于松了口，说：“你可用铜来换。”田原一听，即
飞奔至家，把家里的铜勺、铜锁、铜剪、铜尺集起
来，急忙去换。店主一看，觉得此人真还赤诚，
于是用秤称了称这些铜件，说：“多了一点。”店

主本想找钱给他，田原说：“不用了！”他拿回家，
认真清洗，原来是青铜铸的。这尊铜牛，牛背上
有个牧童，可作盖取下，原来是件容器。

田原先生还有个轻不示人的“笔筒”。说起
这个笔筒，也蛮有趣。

那是他年轻时，去乡下采访。一日傍晚，他
正在村头纳凉，此时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小“调皮
蛋”。他学着大人的腔调对田原说：“同志，吃过
晚饭啦！”田原也认真地搭讪。这样东拉西扯，
田原喜收藏的老毛病又犯了。他问这个小调
皮，你有什么好东西能拿给我看看吗？小调皮
说：“真还有件好东西，前几天被我扔到河里去
了。”“真的？为什么丢了？”“那东西对我没用。”
田原说：“你能不能捞回来？如捞回来了，我用
一打花铅笔和你换！”第二天，这个小调皮真的
打捞上来了。一看，原来是个竹笔筒。田原接
过笔筒，随即领着他到村头一小店买了一打花
铅笔给他。

这个竹笔筒，高不过半尺，口径约寸许，但半
圆通身刻的是一幅“山居图”。其“山势起伏，重
峦叠翠，如关仝，似范宽。妙在随着刻制的深浅，
呈现出山头色彩浓重，逐下渐淡，大有宋画山水
皴法。山下有巨松一棵，拔地而起，直矗山头，惜
松枝已被不知者刮去，遗憾！下有屋宇三座，筑
于水边磊石之上，且有护栏一围。屋有窗，走廊，
窗棂刻透，可见内壁，棂条细如发丝，精细之极。
廊柱两旁各立一人，仰头舒袖，似在观山，又似在
感叹，颇为传神。”你看，这么一个材质普通，但刻
艺精湛的笔筒，我看远胜于一般的银笔筒、玉笔
筒，难怪田原先生“深置箧中，轻不示人”。

看来，一件宝贝的收藏，有时往往在不经意
之间。

田原先生收藏几十年，其藏品上千，可说硕
果累累。之后他又能把这些收藏趣事道出来，
与人分享，实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

欢迎读者来稿，要求原创，诗
歌、散文、书画、摄影等体裁不限。

投稿邮箱：
672485429@qq.com
◀扫码关注谷地副刊。

一提到湖南地方戏，就使人想到花鼓
戏，其实，湘剧也是湖南主要地方戏曲剧种
之一。湘剧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早在明
朝嘉靖年间就有记载。湘剧的一个特点是
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来演唱。湘剧的唱
腔很美，其中高腔中的“一唱众和”是其特
色。即台上演员唱到某些高潮处时，有后
台众演员帮腔（合唱）。儿时看过湘剧高腔

《追鱼》和湘剧拍成的电影《拜月记》，至今
还有印象。

株洲原来曾有过一个湘剧团，可能很多
人都不知道吧。

株洲建市后一直没有专业的剧团。
1956年向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调一个剧团
来株，并选中了长沙艺文湘剧团。长沙艺文
湘剧团由著名湘剧老生刘艳玉（1918 年-
1990年，原名朱福喜）于解放后组建，是当时
长沙五大湘剧团之一。同年6月，长沙艺文
湘剧团在株洲落户，改名为株洲市艺文湘剧
团，刘艳玉任团长（直至1964年调省戏剧学
校任教）。1959年改名为株洲市湘剧团，此
时有演员68人。

株洲市湘剧团的主要驻地剧场为株洲
解放剧院，即原人民电影院（现九天国际
处）正对面。解放剧院是 1952 年由私人集
资修建，剧场内观众的座位是木制靠背长
条椅。靠背上方木板上等距挖有圆孔，用
来放茶杯。票房收入由剧团和剧院双方分
账。1957 年，湘剧团演出的湘剧《羊肚记》
在全省戏曲汇报演出中获得三等奖。到文
革前夕，因中央号召大演革命现代戏，全部
湘剧古装传统剧目被停演，剧团开始排演

现代戏。
1970年市歌舞剧团、湘剧团与花鼓剧团

合并成立市文艺工作团，湘剧团和花鼓剧团
的人员组成花鼓戏队。“一团怎容两戏”，从
此，湘剧演员被迫改行唱花鼓戏。初始，许
多湘剧演员唱的花鼓戏都有湘剧腔。1979
年市文工团撤销时，市湘剧团不再恢复。算
来，株洲市湘剧团只生存了14年。

我儿时住在栗树山小学，学校食堂杂物
间的后窗户正对解放戏院舞台后侧的窗户，
相距不到两米。我们几个小屁孩经常在晚
上戏院有演出时爬到食堂杂物间的后窗
上。尽管不能看到舞台上的表演，但能够清
楚地听到鼓乐声和湘剧高腔。并不时能清
楚地从窗口看见上下场的穿着戏装的演员
匆匆经过，这倒是买了戏票坐在戏院里的人
所看不到的一面。有时也能看到一些演员
在后台比划，或许是消除上台前的紧张，或
是“临时抱佛脚”地练着吧。尤其是有帮腔
时，有的演员心不在焉地唱，有的口在唱，手
在干别的事。这些剧场观众看不到的有些
搞笑的场面，常被我们偷窥到。

那几年，正经买戏票进解放戏院看湘剧
的机会好像一次也没有。一来父母不太喜
欢湘剧，二来也舍不得拿有限的工资来给我
们买戏票。但我们就是这样，靠爬窗户经常
蹭听湘剧，也使我喜欢上湘剧高腔。文革中
排演过湘剧《沙家浜》，郭建光的唱腔我也能
唱上几段。

株洲市湘剧团已成为历史，株洲人要想
欣赏到湘剧，可以到长沙或茶陵，现在茶陵
县湘剧团是全省仅剩的几个湘剧团之一。

收藏故事 田原先生的收藏乐
马立明

▲《收藏趣事》封面。

你知道株洲市湘剧团吗？
牛八

▲湘剧《拜月记》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