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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

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

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

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我是烧伤

整形科 19 床患者唐翠南的家属，这是我母亲在

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住院后，我对该科室主任

刘哲伟医师等人评价。

2023 年初，86 岁高龄的家母感染新冠后卧

床不起，胯部及后腰尾骶部不幸罹患超大面积压

疮，疮口可以塞进成年男性一个多拳头大，深可

见骨。收治烧伤整形科的时候病情极为凶险：由

于压疮面积太大高度感染，全身多器官濒临衰

竭，各指标临近死亡线。主治医生都不抱什么希

望，让我们做好最坏心理准备，建议我们只做一

些清创处理就回家保守治疗。

家父去年病逝，家母又遭横难，作为我们家

属无异于晴天霹雳。悲痛难过之时，刘哲伟主任

巡查全科重症患者，在亲自为家母仔细清创且全

面诊断过后，跟我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

说，大家都为人子女，

深深理解我们的悲痛

心情，这份同理心真

的让我们深深感动！

他同时提出：病人高

龄，基础疾病多，深度感染，除非上手术台进行深

度清创植皮或者皮瓣术，否则很难痊愈。可手术

风险极大，一是麻醉风险，二是大面积清创对身

体的损伤都是高度风险。听后我百感交集，喜的

是家母总算有一丝希望，但更深知冒风险的不仅

是我们家属，在现今医患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接

手这样一个治愈几率近乎渺茫的病人，也是科室

医师护士们的风险！在多数医生害怕承担责任劝

我们放弃继续治疗的时候，刘哲伟主任和他的团

队为一位非亲非故的病患挺身而出，我很是感

动！这大概就是医生的担当与责任感！

后来一个多月，主治医师罗毅日复一日仔细

为我母亲清创换药，其间刘哲伟主任也一直在关

注和思考。一方面，他邀请全院主要科室大会诊，

仔细评估麻醉风险；另一方面，他敏锐发现母亲

虽高龄，可看似不显老，不过过于光滑的表皮极

不正常！他提出“外科的病一定要用内科的思维”

来治，同时认为家母感染一直难以控制主要是因

为皮下水肿导致，于是果断进行了皮瓣手术，同

时利尿全身排水！为了管控到位，刘哲伟医师亲

自指导护理部每日严格记录进出水量，要求进水

量必须为负数。在他关注以及罗毅医生精心治疗

下，家母总算是渡过了危险期，逐渐痊愈。

救母之恩没齿难忘！妙手仁心更是医德楷

模！我们屡次想用物质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刘

哲伟主任总是坚辞不受，这也愈发让我们对刘主

任多了份崇敬之心。

住院期间，看着他们每日忙碌于查房、换药、清

创、写病案、下医嘱、跟家属谈话……996、加班加点

对于他们是常态，但他们却一直秉承着希波克拉底

誓言“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

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

执着追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犹如一股清流，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代医务工作者最朴素但也

是最高尚的情怀——悬壶济世，拯救苍生！

世界上真的有白衣天使吗？真有！刘哲伟主

任、罗毅医生，以及烧伤整形科医护团队，他们的

模样，就是最美天使的模样！

情意流淌的小龙虾
刘跃青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湖南人就特

别钟爱小龙虾，尤以香辣小龙虾。每年 4

至 10 月，大街小巷，大饭店小摊点上，都

可以看到火辣鲜红的小龙虾挑战你的味

蕾，让人经过时总忍不住咽下口水。

我自认为不算吃货，到饭店也吃过

几次香辣小龙虾，但总觉得油太多味太

辣，加上大庭广众之下感觉满嘴满手的

红油颇多不雅，所以，我更喜欢吃家里做

的香辣小龙虾。

小龙虾做起来其实挺麻烦的：买回

来的鲜活小龙虾首先要冒着被夹出血的

风险，一个个地去虾头去虾线，又一个个

的刷洗虾腹然后剪刀开背，几遍清洗下

来随便就是两三个小时；做的时候葱姜

蒜辣椒紫苏啤酒底料大油大火，有的还

佐以排骨和魔芋等，虽然好吃到爆哭，但

我等被公认为能干婆之类的，也实在嫌

麻烦不愿动手。

得家人朋友的眷顾，我每年都能坐

享其成满足几次对小龙虾的口腹之欲。

首先是大姐，每次回老家，她就早早

备好货，提前一天甚至几天做好准备，等

我到家，就端出活色生香的大盆香辣小

龙虾，味辣鲜香，色泽红亮，这个时候就

可以不顾任何形象，直接手抓，以“试味”

的名义一个又一个的剥开虾尾外壳，吧

唧吧唧过把瘾，甚至还要吮指回味，大快

朵颐。然后看着餐桌上吃剩的一碟又一

碟的堆积如小山的虾壳，身心每一个细

胞都充满了满足的喜悦。

有时候大姐还会做了让我打包带

走，连锅带虾从益阳端到株洲，100 多公

里，这个时候的小龙虾我一定不会狼吞

虎咽了，我会慢慢地吃，像咀嚼甘草，又

像品味老茶。

其次是相识 30 多年的闺蜜，也让我

吃到了家里做的劲爆鲜辣小龙虾。她和

我住同一个小区，我们女儿的年龄相仿。

勤快能干的她每次给女儿做香辣小龙虾

的时候，也是我和女儿的幸福时光。等到

小龙虾鲜辣上桌的时候，我和女儿就带

着西瓜汁准时出现在她家的饭桌边。有

时就是她用大碗盛着刚做好的热乎乎的

小龙虾，上下两趟电梯，送到我家的餐桌

上，让我们慢慢享用。

我还有幸在小区几位佳邻家吃过小

龙虾，在外甥女家吃过小龙虾……都是

他们做好上桌的时候，微信一呼，我就以

最快的速度登门，挽起袖子戴上手套，一

边海阔天空地聊着，一边毫不耽误干掉

脸盆大的一盘香辣小龙虾，等到月上柳

梢头，再拍着鼓鼓的肚子，感叹减肥要提

上日程，顺带后悔一下吃多了，然后踱回

自家。

所以，每年吃到美味的香辣小龙虾，

我都有些感慨。小龙虾于我，已经不仅仅

是单纯的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更多的是

它让我看到亲人间任劳任怨的付出、朋友

间坦诚真切的关爱和轻松肆意的畅快。

每每吃到小龙虾，就有一种温暖的

情意在流淌……

春日在石峰山
杨志学

4 月 26日，与同门王晓生博士做客株
洲，在诗人刘克胤陪同下登临石峰山，得小
诗《春日在石峰山》一首，记录下当时的情境
和一种放松、自然的状态，并发布在朋友圈。
完全是一种不经意之作，纯属自娱。不曾想
十多日之后，它被上海诗人牧野推广到了中
华文艺网。诗的传播，也许就是这样发生发
展的。

春天的石峰山

不仅是满山皆绿

而且绿中有红，红得醒目

有作为树叶的红

还有作为果实的红

红在点缀着绿

绿在衬托着红

绿和红，就这样和谐共生

恰到好处

见此情景，吾心大悦

目光也为之贮留

在生机勃勃的

红绿之中，突然

有九畹书院映入眼帘

这应该是自然中的人文景观吧

见此情景，吾心又起微澜

脚步亦随之放缓

作者简介：杨志学，笔名杨墅。文学博
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曾在洛阳工作
和生活十五年，后工作调动至北京，历任《诗
刊》编辑部主任、中国诗歌网负责人、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文学与出版管理部主任等。曾受
中国作家协会委派，任中国诗人代表团团长
出访塞尔维亚。 1993 年夏，我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在派出所

工作。一天早上，刚上班，所长急匆匆地对我说：

小马，你跟我一起去局里参加一个大会。他看了

一眼我穿的便服，提醒：对了，记得换制服。我连

忙点头，却陡然紧张起来：因为是新警，我的警服

还没有发下来，在警校发过两套警服，其中一条

裤子打球时不小心摔破了，就剩下一条，但当天

早上刚好洗了，湿漉漉的还没晾干。怎么办？我刚

来，不认识别的民警，也不好意思向别人借。病急

乱投医，我想到了一个人。

她就是我的警校校友肖静，正好我们都分配

到了一个派出所。所里就我们两个新同志。于是，

我硬着头皮急急忙忙找到她，她正好在办公室抄

抄写写呢，看见我猴急的样子，问什么事？我涨红

了脸，吞吞吐吐：“我……我想跟你借警服裤子穿

一下，所长要我去参会。”她吃了一惊，一下子脸

涨得通红，一个劲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一下

子急了，心想：还校友呢，怎么这点事都不帮？愣

怔着一会，不依不饶：我只穿一下子就还你……

她却一言不发，躲瘟神似的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蹿了出去。我呆住了，心想：怎么碰上了这么

个同学？情况紧急，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咬咬牙

又追了上去，发现她躲进了楼上当头的会议室，

里面没别人，我跟了进去，看见她扭过脸背过身

去，望着窗外不愿正视我。我说：我不会弄脏你的

裤子，回来后马上跟你洗干净再还你。她回过头，

一脸的哭笑不得与无奈，欲言又止。这时，楼下所

长在催了：小马！下来了吗？我跺着脚更加焦急起

来，她终于咬着唇说：你跟我来。我跟着她来到寝

室外，她拿出来一条折得整整齐齐的警裤递给

我，我来不及说谢谢，随即进办公室换起裤子来，

把那条裤子摊开，却纳闷起来：那裤子不像我的

警裤，也不像我从小到大穿过的任何一条裤子，

开口不在中间，却在右边侧面，我倒腾半天，总算

把两条腿给弄进了两条裤管里，而且也不知怎么

把皮带穿进去，火急火燎的，弄得满头大汗，干脆

不系皮带了，只觉得迈腿都紧绷绷的，幸亏我的

警服上衣比较宽大，我特地把平日扎进皮带里的

上衣下摆放下来，把屁股几乎都遮住了。冲下了

楼，像生怕见人的老鼠似的，一溜烟上了车。到了

局里会场，我急匆匆找到座位，落座后一动不敢

动，生怕别人看出端倪，中途，我要上厕所，但心

里一紧，因为那时候的厕所都还是整体敞开的，

没有单间的隔断，我进去势必会让人发现露馅闹

笑谈。于是只好强制自己憋着。总算把会议熬完

了，我做贼一样跟在众人之中，右手还特地压住

上衣的下摆，遮住裤子开口的侧面部位。一个细

心的同事还是发现了什么不对，问：你这裤子是

不是改过？怎么紧身一些？我一下子脸红了，忙点

头敷衍。

上了车，回到了所里，一口气换下那条裤子，

这才急匆匆上了厕所，终于舒了一口气，打量着

那条警裤，记起来：依稀记得小时候外婆的裤子

就是侧面开口的。噢，敢情男女有别啊！我把裤子

洗干净晾干，第二天还给了肖静。这回，我俩的脸

都红了。

一晃30年过去了。我和肖静后来调开了，虽同

处一城，但很少联系。直到有一天同学聚会见面，说

起当年的糗事，她说：“那时的警裤男女确实是有区

别的，后来就改过来了”。我俩都哈哈大笑……

仙者，超越凡尘也；庾者，囤积粮仓也。仙庾，

应该是人间天堂、丰衣足食。

春暖花开之时，湖南省散文学会创作基地授

牌仪式在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举行，趁此机会，

我们走访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一）

到了仙庾，非去黄陂田村不可。因为那里，有

个耕食小镇。耕食小镇的核心区，是耕食书院。

“耕食”，喜欢读书的我，却从未见过此词！

借助“度老师”，方知源于西晋皇甫谧的《帝

王本纪》，炎帝“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人

以食为天，有耕方有食。“耕食书院”，这个名字

起得好！

我们像一群快活的小鱼儿，在耕食书院特有

的春色里游弋。

仙庾人有心，有眼光，有气魄。划地 100 亩，

投资 2 个亿，一番“捣腾”，几经“盘弄”，在一条狭

长的山沟沟里，魔术般地变出了又一座“苏州园

林”。

乡村山岬，如画的风景，不难寻觅，但蕴含深

刻内涵的风景，却凤毛麟角。

“自耕心田，正食合道”，写着八个大字的标

牌四处可见，格外显眼，道出了耕食文化不但耕

食，还要耕读、耕心的哲理。这是仙庾人的诠释与

领悟，更是他们的笃信和轩举。

耕食书院，借助山势，从山口向里延伸。博物

馆、图书馆、餐馆、花园、别墅、静园依次递进，亭

台楼榭、金石雕刻、水木花草棋布星陈，自然与文

化交欢，古风与新潮共舞，一步一景，一景一特

色，一景一光鲜。

走 进 博 物 馆 ，只 见 壁 柜 里 、木 架 中 、台 桌

上，大大小小的坛子、罐子和瓶子，盛装各类本

地产的生态食品。野生的、种养的，琳琅满目，

风味十足。

图书室里，四壁书架摆满了图书，历史、社

会、文化、人物、医药、文学、管理……数量之多，

类别之广，不亚于城中书店……

踏着竹林小径，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来到半

山腰，只见一栋栋造型别致、小巧玲珑的“空中楼

阁”悬在半空。

东道主介绍，这是你们今晚下榻之处。这些

木板房由钢架支撑，搭天桥与山体相接，分上下

两层，上层是卧室，下层是会客厅，均配有室外观

景阳台，电视、网络、淋浴、卫生等设施一应俱全，

与五星级豪华间相比毫不逊色。住在这里，日览

山景，夜闻鸟啼，吸清新空气，做甜蜜美梦，优哉

游哉，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二）

春天真好！雨过天晴，大地如洗。

油菜花开已近尾声。东道主介绍，徐家塘村

千亩油菜花值得一看。

公路两旁，郁郁葱葱，尽是苗木花圃。一畦

畦、一丛丛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名贵的、普通

的绿树花草千姿百态，连绵不断。精明的仙庾百

姓，洞察情势，精于盘算，知道城市创建文明、美

化环境，需要大量的树木花草，将农田菜土改为

林园花圃，种植花木，精心培育，卖得好价钱，家

庭收入大幅增长。

乡村振兴，不是口号。还是那些地，那些人，

却不是原来的面貌，原来的状态，观念变了，方式

变了，土地生出金来，村民们富了，日子过得像芝

麻开花——节节攀升，一年比一年好……

正遐想中，汽车停了，目的地到了。

千亩油菜，金光灿烂，由近至远延伸开去，与

天际相接，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见我们来了，油

菜地顿时沸腾起来。花丛中，阳光斑斓，蝴蝶翩

跹，蜜蜂缠绵，各自扮演应有的角色，正在上演一

场精彩、妙曼的自然生态话剧。微风吹过，一股醉

人的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神清气爽，我整个

身心飘荡起来。

顷刻间，谭谈、水运宪两位老前辈，似乎年轻

了许多，步履轻盈，喜上眉梢，兴奋得像个小孩子

一样，嗖嗖嗖地直往前冲，钻进花海里，这里看

看，那里瞧瞧，恨不得与油菜花姑娘们窃窃私语，

来个亲密的拥抱！

“种油菜划得来吗？”我在农村干过，知道种

油菜费时、费工又费肥，生产成本高。

“划得来。”村干部小谢回答肯定。

她告诉我，村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组织和

动员村民在这连片的田地种油菜，形成规模，一

则发挥了冬闲土地和人工的作用，收获菜油，增

加收入；二则可制造景观，招徕游客，热闹村子；

三则农田种了油菜，土质得到改善，有利于再种

水稻。

（三）

香荷生态庄园，是仙庾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小小的庭院，鲜花盛开，春意盎然，室内室

外，不少的男女老少，在主持者的领读下，齐声诵

读古典诗词。

我们步入庭院，好奇，惊诧，感佩，兴叹，看那

一张张红润的脸庞，一双双亮光的眼眸，一副副

陶醉的神态，在诗情文韵中徜徉，在春光丽色中

飞扬。

精明、能干的帅清民，是这里的女主人。提起

香荷生态庄园，她如数家珍：她原来在深圳一家

合资企业搞采购，先生跑长途运输，夫妻俩有了

点积累后，看中了家乡这片荒山，承包 1300 多亩

地，投资 2000 多万元，建房，接电，修路，开山，整

地，开始种蔬菜，后来逐步扩大种杨梅、水蜜桃、

李子等水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成为名副其

实的“百果园”。

“亲子学堂”，是她别出心裁使出的“绝招”。

现在的城里人，在钢筋水泥中生活腻了，每到周

末总想往乡村跑；而每个家庭，又十分重视孩子

的教育与培养。巨大的“商机”，触动了她的灵感，

在编织绿色、美化山容的同时，办起了“亲子学

堂”。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不仅赏花摘果，

游山观景，还可以在此“读一本有字之书，悟一本

无字之书”，修炼品性，提升素养。

庭院后山，绿阴如盖，一株株果树排列有序，

齐刷刷地从山腰向山顶延伸。帅清民告诉我们，

那是东魁杨梅，现在正是开花季节。“杨梅也开

花？”“开花。从摘下杨梅开始，就孕育花蕾了，花

期特别的长。”见我们面露疑色，她手一挥，“现在

正是开花时节，我带你们去看看。”

长见识了！没有硕大的花瓣，也无艳丽的花

色，只见一朵朵两三厘米长、成覆瓦状花柱形态、

橙黄与枣红交替的杨梅花，像一条条披着铠甲的

小毛虫，无声无息地躲在绿色的叶腋下，为即将

出生的杨梅果尽情且尽力地传递势能，奉献精

华。

我在想，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农民致富，需

要政策扶持，全民努力，更需要有情怀、有实力的

能人志士带头创业、敢于创新。他们的艰苦奋斗、

默默无闻、持之以恒，不正是这杨梅花生性与品

格的象征？

散文

仙庾春色
刘克邦

小满稻苗香
高玉霞

忽而立夏，继而小满。小满的“小”字，耐

读耐品，生动活泼，鲜嫩如芽，小巧多香，与

“满”字相结合，寓意着满足，充盈，适可而

止，充满着人生的禅意哲学。《冰菓》里记载，

“小满，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说，“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这都提醒着人们，要收获小幸运，小快乐，小

满足！

在北方，小满插秧田，绿水青山带笑颜，

是小满最初的节奏。一畦畦水田灌溉起来，

水的汩汩声，如一首首动听的歌谣，应了那

句谚语，“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走在欲插稻苗的田埂上，那一方方明

镜，如新生的媚眼，风送来阵阵蛙鸣，如同洒

了一场清凉的夏雨，蒿草的香气，是揪一把

鲜叶，就忍不住深嗅的清新！

此时的稻田正等待着她的来客，那幼

小新嫩的稻苗正一车车，一块块，如同刚出

生的襁褓，被农人温声细语地唤醒，迎着她

们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水上漂”“大羊

马”，这两种插秧的稻车，名字起得如此的

诗意。水田上，稻车轰鸣，如水中漂行，马踏

碧浪，随着有节奏的“嘟嘟嘟嘟”“哒哒哒

哒”，一畦畦新绿，已把稻田插满。放眼望

去，刚刚还如新镜般明艳的稻田，此刻已绣

满了绿波的微澜，一痕痕，一浪浪，舞着稻

苗最美的姿态！

小满稻苗嫩，小满稻苗香，小满稻苗美！

小满，是一个诗意的名字，是一个充满哲理

的名字，更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名字！再也

没有一畦畦稻田铺满了新绿，让人踏实满足

的；再也没有煮一碗新磨的喷香白米饭，让

人觉得满心欢喜的！

小满，是一个温柔体贴的邻家女孩，更

是一个能三餐四季做得一桌好菜的婆娘！

小满那天，我坐在田埂旁，正在看农民

们插秧，一畦畦的新苗，散发着阵阵清香，

没有种植过水稻的我，对一切都那么感兴

趣！稻田旁，几个男人，兜了鱼回来，一打开

水桶，一桶的小鱼，泛着金光；另一桶是圆

溜溜的田螺，肥美鲜嫩。我凑过去瞧，看着

实在是太有趣了，生活的鲜美，原是如此有

滋有味！

男人的婆娘也走过来，脸庞圆润，眉眼

带笑，她一边拾掇着桶里的鱼，一边清洗着

田螺，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心灵手巧，秀外

慧中的女人！

插秧的男人，停下手中的活儿，也过来

瞧！在他们身后，新苗刚刚孕育，一切都刚刚

好，小满则安，小满则喜！小满，是不求大富

大贵，只求家有余粮，手有余钱，和和美美，

团团圆圆，健健康康的满足和幸福！

小满稻苗香！那一天，我仿佛看到满畦

的水稻，已抽穗扬花；新磨的白米饭，捧在手

心；一家人围桌而坐，欢天喜地！我想，最舒

坦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

株洲味

记事本

一条女式警裤
马新声

真有白衣天使
杨柳

有奖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