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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

攸县湖头（位于

攸县鸾山镇），因湖溪得名。湖

溪 发 源 于 皮 佳 洞 ，经 皮 佳 、沙 陵

江、龙会潭、江边、吴家里流至湖

头，最后与鸾山另一条小河汇于

咸弦狮子潭。

在鸾山还没有公路的时候，

湖溪是一条重要的水上要道。小

时候，湖溪水满之时，常有无数竹

排、木排在倒映着蓝天白云、峥嵘

鸾峰的湖溪里经过，颇有电影《闪

闪的红星》中“小小竹排江中游”

的意境。每有竹排木排经过，挑水

的、洗衣的、过路的都会立在河堤

上看着排儿从上游呼啸而来，目

送着排儿远去，遥想着山外的世

界。

河水不满，竹排木排无法通

行时，湖溪则成了大人孩子们的

乐园。白天，大人忙着“双抢”，孩

子们或三五成群拿着网、端着箕

到河里抓鱼捉蟹；或成群结队在

浅水处学习狗刨。农忙时节，月光

下，大人们泡在湖溪里，洗却一天

的疲劳。溪水边，女人们一边说笑

着，一边浣洗着家人换下的衣服。

河堤上，几个老乡一边抽着烟，一

边谈论着庄稼的收成。还有几个

小青年，在交流着高考心得，憧憬

着

暑

假 后

的 大 学

生活。

家乡的河

水 ，经 咸 弦 、永 富

桥、兰洪桥流至琴陂。妻

子就是琴陂人。结婚后，寒暑假我

常携妻带女到琴陂小住。酒埠江

大坝建成后，岳父家门前那条小

河成了一片湖。丰水时节，水平如

镜，天光云影，美景天成。夕阳西

下，禽鸟戏水，竹排罾影，自然成

趣。入夜，渔火点点，喧闹了一天

的湖面安静了，琴陂睡了。黎明时

分，伴着鸟鸣声，夜渔的邻居回来

了，带着一宿的倦意，带着一晚的

收获。晌午时分，晚上有收获的人

家便燃起柴火熏鱼，整个村子弥

漫着淡淡的鱼香。

琴陂的火焙鱼很正宗，拿到

市上买常成为抢手货。如今，琴陂

已圈进酒仙湖旅游风景区，琴陂

火焙鱼也成了人们的馈赠佳品。

家 乡 的 河 水 ，出 琴 陂 ，经 牛

冲、庙下江、官田，最后汇入酒仙

湖。

酒仙湖位于攸县酒埠江风景

名胜区酒埠江镇的东南部，为国

家级大Ⅱ型水库和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它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

合 闸 蓄 水 ，湖 区 集 水 面 积 为 610

平方公里，总蓄水量为 3 亿立方

米，平均宽度为 500 米，最大宽度

为 2300 米，平均水深 37 米，深水

航道为 24 公里。酒仙湖面积 150

平方公里，涵括酒仙湖、宝宁寺和

地质博物馆等多个景点。近年来，

攸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

势，大力实施“旅游强县”战略，旅

游 产 业 步 入 了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轨

道。酒仙湖先后创建了“省级森林

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水

利风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

湿地公园”等金字招牌。

家乡的河水饱览酒仙湖那神

秘的攸女仙境、惊险的玻璃栈道、

静谧的官田古镇、热闹的水上乐

园等醉人风光之后，经多个干渠

的分流，灌溉着攸县，醴陵、萍乡

三个县市 35 个乡镇的 50 万亩良

田。

家 乡 的 河 水 一 部 分 经 泄 洪

道，一路飞奔流淌，最后汇入滔滔

洣水。

洣水江畔，一幢幢高楼拔地

而起，一座现代化次地级新城日

新 月 异 。 洣 水 两 岸 ，休 闲 广 场 、

健 康 步 道 、望 江 楼 阁 、健 身 器 械

等各种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寒

江 冰 水 磨 意 志 ，通 筋 暖 体 健 身

心”。不管是早上，还是傍晚，不

管 是 盛 夏 ，还 是 严 冬 ，铁 桥 下 牛

脑滩里，不乏游泳之人。有穿着

救 生 衣 的 ，有 戴 着 救 生 圈 的 ，有

系着“跟屁虫”的，更有腾身百变

的弄潮儿。看，那些准备下水或

即将上岸的，不管是身强力壮的

年 轻 人 ，鬓 毛 染 霜 的 中 年 人 ，还

是精神矍铄的老年人，乳臭未干

的小屁孩，人人脸上都写满了幸

福和惬意。

1967 年 12 月，洣水一桥飞架

南北，结束了洣水攸县段没有桥

的历史。接着又有铁路桥连接茶

攸二县。2005 年 12 月，近五百米

长的洣水二桥胜利通车。如今，洣

水 三 桥 、四 桥 已 相 继 破 土 动 工

……

“天植孤树洣水边，阅尽兴衰

数百年。枯木逢春歌盛世，大美攸

州永向前。”

家 乡 的 小 河 就 这 样 缓 缓 地

流，流过我懵懂无知的少年时光，

流过我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又

流过我载浮载沉的壮年日子。而

今，我人近晚境，离家日远，虽不

能时时亲临那条平缓而生机勃勃

的小河，小河流经的日日夜夜却

时时在我的心里泛起涟漪。

深夜粥温
百夫长

三年前腊月里的一个深夜，我驾车去机场接母

亲。

我所在的城市冬季温暖如春，十分适合老人居

住。之前，任凭我怎么劝说，母亲都不愿离开湖南老

家。直到一个下雪天，母亲早起不慎摔倒，腰椎受伤，

经我晓以利害，这才松口。

听说奶奶要来过年，儿子和女儿都十分兴奋，嚷

着要去接机，最后因为飞机晚点，才不情愿地去睡

觉。当我赶到机场时，母亲已在出口处焦急地等我，

身边放着两大袋行李，里面装得满满的。母亲年近七

十，还有腰病，出发前，我特意叮嘱她带上换洗的衣

服就行，结果还是没听。可能怕我说她，母亲主动说：

“这次带的东西稍微多了点，自己养的种的，也没花

一分钱。”“都有些什么？”我忍不住问，母亲慢慢介绍

起来：“都是你们爱吃的，有鸡蛋、腊肉、香肠、腌菜，

还有黄豆、花生、辣椒。”尽管装了满满两大袋，但她

仍觉遗憾：“家里还有好多好吃的，可惜年纪大了背

不动，只好送人了。”

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回到市区。问母亲想吃点什

么，她直说不饿。我懂母亲，她是晚上六点多出门的，

肯定饿了，只是想让我早点回去睡觉而已。于是我

说：“我饿了，您陪我去吃点夜宵吧。”母亲这才点头。

按母亲的要求，我选了一家粥店，只点了白粥。母亲

果然是饿了，白粥甫一上桌，便大口吃起来。我也手

捧白粥，坐在母亲对面。那一刻，透过白粥散出的雾

气，看母亲埋头喝粥，心里好生惬意。在淡淡白雾中，

我的眼睛也恍惚起来。

小时候，我家虽贫寒，但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

我从未饿过肚子。初三寄宿后，家里离学校有三五里

远，母亲总会隔三差五走路送来鸡蛋为我补充营养。

去县城上高中后，母亲坐着父亲的自行车，每月按时

给我送来干净衣服、水果和营养品。上了大学，每逢

我假期回家，母亲都分外高兴，总让父亲提着渔网去

堰塘里打鱼。参军后每年回家探亲，母亲也总是想方

设法做许多好吃的来招待我。从小到大，母亲对我无

微不至的呵护，我总觉得天经地义，直到自己也为人

父之后，才开始体谅母亲的辛苦。

有年夏天，全家自驾回老家。早上出发前给母亲

打电话，说途中会住宿一晚，第二天上午才到家。但

到底经不住家的诱惑，天黑后未作停歇一路往家里

赶。抵达时，已是凌晨两点。车刚开进院子，母亲闻声

开门，见是我们，又惊又喜，忙问我们饿了没有，也不

待回答，便开始生火做饭。我不想让母亲太麻烦，便

让她煮点粥，可等到忙完这些时，妻儿早已入睡。看

着刚做好的瘦肉粥，母亲不知如何是好，我连忙坐下

来，装作很饿的样子，一口气连喝了两碗，母亲这才

慢慢欢喜起来。

“你也喝啊，粥都快凉了。”听到母亲的声音，我

一下回过神来，对她笑笑，拿起调羹喝了起来。也是

奇怪，平时味道一般的白粥，那晚喝起来却十分可

口。只片刻功夫，手也暖了，胃也暖了，心里充盈着难

以言说的感动。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深夜一碗粥，让我更

加明白了为人父母的无私和伟大。岁月最经不起的

便是等待，有时，不妨坐下来，陪父母吃顿饭，哪怕只

喝一碗粥也好。

家乡的那口老水井
水柔

侄女说想吃芹菜了，大姐说，我带你们去老水井旁

采吧，我在那种了一小块。

心里倏忽间就生出了一种温润的情愫。手提一个小

水桶，我和大姐，侄女三人出了屋子，穿过公路，上了那

条通往老水井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大概是走的人少了的

缘故吧，小道两旁长满了茅草，全没有了先前的光滑。三

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老水井旁。井还是那口井，不大不

小，四四方方，向南的一面有一块青石板伸向水里，井里

的水清澈见底，里面长着很多葱绿的却是寂寞的水草。

看到它，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情景来，一个十一二岁的

小女孩站在石板上，手里拿着一个水桶，先用桶底将井

里的水荡两下，再将桶子慢慢地倾斜，待桶里的水差不

多满了，深深地吸一口气再将水桶提出来放到井旁，然

后将刚刚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蔬菜放在井水里洗涤，一边

洗还一边唱着歌儿……

“姑姑，你看那边的芹菜多可爱啊。”侄女甜甜的声

音将我的思绪唤了回来。在水井的旁边有几块菜地，其

中一块种的就是芹菜，刚刚立过春，正是芹菜长势喜人

的时候，看上去满眼的碧绿鲜嫩，难怪生长在城市里的

侄女看到它们时那种欣喜的样子。

不一会我们就采了一大把芹菜，我拿起小水桶站在

井边的青石板上，像当初一样将桶子慢慢地放进去，再

将水桶提起，放下，水面漾开后又立即恢复了宁静。可这

水却在我的心里漾起了微微的波澜。此时温暖的阳光照

在水面上，泛着粼粼的光，在水中，我看到了一个清晰的

影子，那不正是我吗？一个欢乐嬉戏的我，一个已经染上

岁月风霜的我。流逝的时光再也寻找不回了，当初那个

留着短发的大眼睛的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哪里去了？老水

井呢？她该是一个寂寞无语的见证者了？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多少年来，家乡的这口

老水井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源泉。她清冽的甘泉养育着

我们周围上百口人。不仅如此，我们还用她来洗衣裳、养

牲畜、种菜。记得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奇怪着，这水井里

的水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父亲告诉我，这口

井是很多年前的先人挖的，是口泉水井。难怪冬去春来，

这井里的水总是如甘泉般溢出，亘古的保持着水面的平

衡，而且冬暖夏凉。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井里冒着气泡，

路过的人来此喝上一口，泉水透出沁甜的味道，顿时清

凉解乏。老人们都会自豪地说这泉水是有灵气的呢！

家乡的这口老水井是无名无姓的。但在我看来她更

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母亲，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她的孩

子。还记得在生活艰难的日子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渴了，喝一口老水井的泉水，她的甘甜就能滋润乡邻们

的心田，饿了，用她做一碗红薯丝饭或者熬一锅粥也是

美味。多少年过去了，我走过了很多地方，喝过很多地方

的水，感觉都不如家乡那口老水井的泉水醇正甘甜。

老水井不但养育了我们，而且见证了家乡日新月异

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我们慢慢地远离了她。现在，

家家户户都钻了新的水井，建了水塔，老水井几乎被闲

置了，好像一个母亲到了暮年的时候，孩子的翅膀硬了，

飞到外面去了，母亲却在家里留守着。可她的心里依然

装着爱，对儿女和家乡的深沉的爱。

家乡的老水井的泉水，还在汩汩的流淌，她见证着

生命的时光，也见证着乡邻每一个脆亮的日子。

岁月悠悠，情怀不老。我深爱着家乡这口老水井，就

像深爱着千千万万纯朴而勤劳的母亲。

为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关于提升职

工生活品质试点工作的有关精神，近

日，湖南省总工会发布了“全省服务职

工综合体和幸福企业 （园区） 试点单

位”名单，千金药业成为株洲市唯一一

家入选幸福企业试点名单的企业。

千金药业始终坚持“员工是企业的

第一客户”，积极践行“快乐工作、甜

蜜生活”的人生理念，以提升职工生活

品质为目标，以满足职工需求为导向，

加大服务职工项目投入力度，深耕千金

沃土，厚植“两爱”文化 （即“千金爱

员工，员工爱千金”），极大提升了员

工的幸福指数。此次入选省级幸福企业

试点单位，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

收入增幅大
公司制定了员工收入倍增计划，并

把员工收入增长作为年度经营的三大指

标之一。近五年，母公司员工人均薪酬

复合增长率为 8.4%。子公司人均薪酬也

明显增加。

职业生态好
在千金药业，公司文化首在提倡简

单、透明、和谐的人际关系，高层团结

活泼，员工齐心协力；其次风气纯正，

没有潜规则，不搞小圈子，市委巡察组

在巡察期间未收到任何举报，十年来没

有出现过一例违法案件。

文化活动多
在 千 金 药 业 ， 公 司 活 动 、 部 门 活

动、社团活动，月月都有；体育活动、

娱乐活动、公益活动，时时不断。“迎

新 晚 会 ”“ 秋 季 运 动 会 ”“ 厨 艺 大 赛 ”

“湘江徒步行”“千金好声音”“宝贝去

哪儿”“我为千金代言”等经典活动深

受广大员工欢迎。

员工“四感”强
自 2013 年开始，千金药业每年都进

行员工甜蜜指数调查，关注员工“四

感”（认同感、幸福感、归属感、成就

感）， 近 年 来 员 工 的 甜 蜜 指 数 不 断 提

升。2021 年度“员工甜蜜指数调查”结

果 显 示 ， 99.64%的 员 工 表 示 “ 认 同 千

金”，98.48%的员工表示“在千金有幸

福 感 ”， 98.19% 表 示 “ 在 千 金 有 成 就

感”，98.99%的员工表示“在千金有归

属感”。

后续，千金药业将按照省总工会的

要求，科学编制试点项目三年发展规划

和年度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幸

福指数，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文化支

撑，为集团“二次创业”注入澎湃动

力。省总工会将对千金药业予以资金补

助，并建立工作交流平台，委托专业机

构跟踪试点工作进度和项目实施绩效情

况，对试点项目进行评估，及时总结试

点经验，提炼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做

法，建立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工作标

准体系。

千金故事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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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 甜蜜生活

省级幸福企业试点单位公布
千金药业成株洲唯一入选企业

郭建兵 李勇谕

酒埠江水库

琴陂山水

蓝天白云鸾峰映湖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