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马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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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你，真好
陈小芹

“请问丰医生在吗？”每天预检人员都会听到这句话，找丰
医生看病的患者总是络绎不绝。金碑银碑，不如患者的口碑，
患者居民口中的丰医生便是我们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绿叶”丛中，为数不多的“红花”——丰官述。

（一）

丰官述体型微胖，平易近人。每天他的车总是第一辆停在
单位停车场，而他也总是第一个迈入诊室。一坐下来，便是不
停的接诊患者，甚至没时间喝一口水，没时间上一趟卫生间。

“娭毑，这个药一天吃 3 次，每次吃一包”，“嗲嗲，你这个血压、
血糖、血脂都高了呀，三高了，要注意咯。”“小朋友，肚子哪里
痛呀？”“帅哥，有株洲市城乡居民医保，你看病、买药是可以报
销的……”。

每天，丰医生都不厌其烦、反复叮嘱患者用药事项，医保
购药政策。在患者眼中，他医术精湛，涉猎范围广，态度和蔼可
亲，所以不少居民只要是头晕脑热、腰腿疼痛都喜欢找他。

之前，丰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就积累的许多粉丝，
后来他调至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人气更高，有的老患
者，甚至还打的过来找他。因为和很多患者是微信好友，以至于
有的居民晚上被动物咬伤，急需接种狂犬疫苗，丰医生也都会主
动加班，亲自来为病人打疫苗。一个被家中小狗咬伤孩子的妈妈
说：“跑了几家社区医院都没人，丰医生过来加班给我崽打疫苗，
很感动……”而丰医生表示，这只是分内事。

丰医生曾是在手术室工作，对外科有所长，但为了居民看
病方便，他成为社会医生后，他不但主攻内科，还在儿科、中医方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了一名优秀的全科医生，拥有全科医生证
书。虽然身在基层医院，但他依然刻苦钻研，特别是内、儿科疑难
病症的诊疗水平受人称道。他总说：”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为
更多的居民朋友解除病痛，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及
时的医疗服务。”抱着这种想法，多年来，他不停地学，不断进步。
很多经他治愈的居民都说：“这个大夫，值得信赖！”

（二）

在患者眼中，丰官述是值得信赖的好医生，而在同事眼
中，他是为他人着想的好大哥。

社区医院女多男少，有些重体力活，便不得不需要丰医生
帮助了。有护士妹妹推氧气瓶，他说“我来”，需要搬动病床，他
说“我来”，需要搬运物资，他说“我来”……因为有他，我们这
群女同胞，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

去年，一小孩常规接种疫苗，出现不良反应，虽不是中心
的责任，但作为医者，丰医生代表我们几次上门沟通，就患儿
情况及家长诉求，与领导沟通，最终患儿痊愈，家长也对我们
很满意。

一名社区基层医生，工作不仅是看病医疗，还有繁琐的公
卫工作需要完成。

老年人体检、高血压、糖尿病面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很
重。老年人体检高峰期，丰医生总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只为
更好服务他们。他说，早到一分钟，老人家就少挨饿一分钟，早
一分钟做完体检；早出体检结果，早录体检报告，居民身体上
的问题就能早发现，就能尽早就医就诊。为了给糖尿病患者测
空腹血糖，又不耽误他们工作，丰医生常常一早就去居民家为
他们测血糖，并叮嘱其如何用药、如何饮食运动，如何把血糖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为患者测血压，丰医生也常常等居民下班
后为其监测血压，指导用药。高血压高血糖患者刘大哥说：“遇
到丰医生，真好！”

在汨罗江打捞
名叫月亮的光盘

荆卓然

我试图从汨罗江这面液态
的 镜 子 里 ，寻 找 屈 原 奋 笔 疾 书

《天问》时的神情。哦，我骨髓里
的江水激情涌动，蓝天的心情，
也在微微颤抖。当楚怀王将诗人
从一盘棋局中拿下，诗人依然高
昂着青铜质地的头颅，一曲《离
骚》，下令盛开的波涛，在我们结
冰的血液里复苏。我看不见诗人
清瘦的身影，更看不见两千多年
之前，那一叶载着诗魂的小舟。
我只看见一只只粽子，投入了中
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从镜子
的虚像，返回人生的真实，我拟
驾驶离骚牌小船，在蛙鸣的河流
中，打捞名叫月亮的光盘，看看
冰 凉 江 水 里 的 楚 国 ，会 不 会 冻
伤，诗人坚硬的骨头。

茶油爆炒土鸡
谭旭日

从酒网公路洞井村朝西，一路行驶靠近
槚山乡，村庄愈发显得更加明媚。到了贺家
湾，山冈和田野越来越自然真实。这里的民
居依旧是典型的攸洲乡村建筑，一栋栋宛如
别墅，别致大气。攸县人十分注重家的装扮，
这是他们一生为之追求的安居梦。村子每一
栋房子的四周有花草树木，有鸡犬相鸣的坪
院。贺家湾和所有的村子一样，家家户户都
散养着鸡鸭。

贺家湾农家小院，这家隐藏于乡间的农
家菜馆，有着非凡的烟火气。这里吃的菜，没
有海鲜，没有山珍，都是些本乡本土的农家
菜。农家小院的拿手菜很多，味道地道自不
必多说。数得出名的，起码也有十来道菜。其
中，一道茶油爆炒土鸡，便是农家小院的镇
店菜系。

攸县本土农家散养的土鸡，饲养周期一
年以上。农家土鸡每天早出晚归，从鸡圈一
出来，土鸡拍打着翅膀，迎着朝阳，朝村子
里的草丛奔去，那种快意，大抵如同一个久
囚的人，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在草丛
中，寻找虫子、飞蛾，或者散落地上的果实。
等女主人家稍有空闲，就会等来一串“咯咯
咯，咯咯咯”的叫唤声。土鸡们呼啸而来，宛
如军人听到冲锋号。女主人来投食，谷子、
剩饭、斩碎的青菜叶。土鸡每天享受着这般
食物，肉质自然生态美味，也成就了茶油爆
炒土鸡的绝味。

店家做茶油爆炒土鸡，现杀现宰土鸡。
攸县人吃土鸡，分公母。女子坐月子补身子，
住院养病的补身体，孝敬贵客，多为吃老母
鸡。一般聚会，招待亲友，多为吃墩（阉）鸡。
墩鸡一生吃五谷，不养担当追赶母鸡，养得
一身好肉。爆炒土鸡，多为此物。

宰杀好的墩鸡，斩成小块，然后把干红
辣子、新鲜红辣子、青椒、大蒜苗、大蒜头、子
姜切块等配料准备好。热锅加入茶油，倒入
姜块、大蒜头爆香，连鸡肉块一起翻炒，加入
糯米水酒，少许的盐炒至变色至微熟。加入
适量的清水，焖煮约十分钟以上，确保墩鸡
的肉软化，并锁住肉质的鲜味。待到汤汁快
干时，倒入干红辣子、新鲜红辣子、青椒爆炒
两分钟左右。加入适量的盐，生抽，以及蒜苗
的头，继续翻炒至全熟。再加入少许干辣椒
面、蒜苗段，一起翻炒，晒上少许鸡精、香油，
盛入大花碗中。一碗红彤彤、油亮亮的爆炒
茶油土鸡即大功告成。

茶油爆炒土鸡，源自于茶油的醇香，完
全化解了油腻之感。入口的茶油爆炒土鸡，
皮酥肉嫩，加之辣椒的加入，典型的湘菜重
口味组合。无论是酒席上，还是朋友聚会，大
块吃鸡，大碗喝酒，何不乐哉！

纵使吃到最后，鸡肉没了，汤汁仍在碗
底。朋友会拿起大碗，盛上一碗米饭，掏上一
勺鸡汤汁，盖在米饭之上，丝丝鲜美的汤汁，
将米饭变成浓稠软滑口感，怎么吃怎么香。
若再用清水煮上一盆攸县切粉，以鸡汤汁盖
着 ，那 缥 缈 ，那 劲 道 的 香 味 ，必 定 赛 过 活
神仙。

桃花开遍瑶族乡
张冬娇

陆续要有黄桃上市了，我又想起春天的那次瑶
乡行。

汽车蜿蜒在炎陵中村瑶族乡的盘山公路上，一
路的桃花，带给我们一路的惊喜。

峰回处，右边蓦地跃出三两棵桃树，羞答答地
如几位山里小姑娘，欲语还休，欲笑还颦。那种鲜嫩
的粉色，在山峦青黛底色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

路转间，满山坡的桃花突兀在眼前，犹如一幅
巨大的油画，把浅粉、桃粉、亮粉、荧光粉以及说不
出的粉泼洒上去，一蓬蓬，一簇簇，重叠着，挤压着，
海浪似的翻腾着，梦幻似的漂浮着……

绕过几个山头，左边山谷遍布桃花，犹如片片
云锦落入人间，层层叠叠随着山形的起伏而起伏。
一排接一排的农舍建在半山腰上，在繁花中若隐若
现。大家惊呼，这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吗？

中村瑶族乡位于罗霄山脉湘赣交界处，境内峰
峦叠嶂，沟壑纵横，松杉常青。30 多年前，炎陵黄桃
从上海农业科学院引进锦绣黄桃品种，经过几十年
的摸索，如今种植面积达 9 万多亩。这种黄桃树，树
冠庞大，枝干一律往两旁曲折盘旋，或斜倚，或侧
望，或仰，或俯，各具姿态，媚态嫣然。粉色的花朵密
密匝匝，沿着枝条一串串地铺散开去，如玉，似雪，
如霞，似缎……既有梅树疏影横斜之姿，又有桃花
灼灼之艳，实在美不胜收。成片、成林、成气势的桃
树迎着三月的春风一起绽放，把连绵的青山装扮得
分外妖娆。

又转过几个山头，我们在村部下了车，弯过一
条小路，来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山谷。这里四围群
山环绕，一条小河穿境而过，两岸桃树在田野里、山
坡上和房前屋后的石缝间开得如火如荼。

沿着河边小道踽踽而行，仿佛走在现实版的桃
花源里。河水清澈如镜，水面飘荡着片片花瓣。风从
远古吹来，带着桃花的馨香。鸥鹭憩息在河滩上，旁
若无人般不惊不扰。河上一弯拱桥，简朴小巧，古老
沧桑，与桃花深处的白墙黑瓦遥相呼应，宛如一幅
古风小帧，充满了遥远的记忆。不时有瑶族女子穿
着瑶服，佩戴银器，穿梭在桃花林里，她们面容平
和，眼神清澈，让人放松毫不设防。

这里的一切都在遵循自身的习性，不争不攀，
随性自在。鸟儿在天空自在飞翔，桃树在专注开它
的花，河流欢唱着朝着远方奔去，人们过着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明媚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这一
切，灿烂的桃花与天边的云朵连成一片，晴朗的天
空与绵延的青山完美地契合着，山村默默地伫立在
属于它的美好之地，四围弥漫着一种气息，宁静平
和，温厚纯净，灵动包容……它仿佛在昭示着自然
的秘密，只有尊重这片土地，敬畏自然力量，让万物
顺应内在自然发展规律，人们才会得到土地的恩
赐，内心才会充满喜悦，拥有真正的幸福。

据说，炎陵黄桃刚引进来时，像只丑小鸭，味道
比普通的黄桃好不了多少。后来政府邀请专家围绕
黄桃在生长过程中所依赖的环境来科学布局，包括
海拔高度、土壤、雨水、日照、天气，甚至当地人的习
俗和生活习惯等，即天地人三者的和谐。专家们长
期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在黄桃的栽培、植保、土壤
肥料、储藏保鲜、种苗繁育、人文关怀等各个领域都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炎陵黄桃树“吃”着有机农家
肥，“喝”着山泉水，终于在本能中获得自由发展，恣
意生长。炎陵黄桃获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享有

“炎陵黄桃，桃醉天下”的美誉，炎陵人也因此演绎
了一个桃的神话，不仅满足我们的味蕾，也赐予我
们生活的智慧。

即将作别大学校园时，有几个可
去的地方，我选了远方的株洲。

那年 7 月，我坐绿皮火车第一次
踏上株洲，盘桓于中心广场旁的湘江
大桥东桥头，等着下午的分配。中心广
场是东、南、北三个城区主街的交汇
处，不算宏阔，正中躺卧一个圆形转
盘，三个方向的车潮水般涌来，在转盘
前稍作踟蹰，又或长或短绕转盘一阵，
一头扎入另一方向的车流里。四周楼
房包括市政府办公楼都不高，色调暗
淡，但行道上梧桐苍劲，人流熙熙，斜
对面的百货大楼门前更进进出出，有
如过江之鲫。

湘水波光粼粼，浩渺壮阔，阳光下
呈海水般的深蓝色，气势远胜老家的
资江。不过，对岸十分萧索，除了一条
孤零零连接大桥的天台路与零星几座
楼宇，其余都是起伏不大的山包，布满
葱绿的果园与菜地，间或有三两栋农
舍隐在果林中。天台路上没几辆车，两
边隐隐可见裸露的黄土，大概准备建
造新的楼宇。

我去远郊的单位报到后，很快熟
悉了株洲。这是一座春笋般蓬勃生长
的城，依稀能听见拔节的声音。1949年
开国大典礼炮鸣响时，这里还是幽寂
的湘潭县属小镇，人口不到 7000，因此
后几年京广、浙赣与湘黔三条铁路相
会于此，株洲不仅独立建市，白手起家
捧出了航空、冶金、机械、化工等诸多

大中型企业，还一跃而为江南最大的
交通枢纽，迅疾奔腾起来：第一台航空
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台电
力机车……先后有五十多个“中国第
一”，像一枚枚金牌闪灼在这块土地。

我来时株洲虽已颇有名气，但城
区其实并不大，同事们说：“下馆子去
株洲饭店，想玩就去奔龙公园。”这两
处都在中心广场一带。而我等候分配
消息时踱步的大桥才建不久，也是湘
江上仅有的桥梁，以前河西人挑果蔬
到河东卖，只能靠汽渡或轮渡，颤颤巍
巍，一不小心便可能掉落水中。闲暇
时，我几乎走遍了株洲每个角落，但去
得最多的还是中心广场的新华书店。
因离住处远，我中午都会在附近的钟
鼓岭市场吃碗米粉或面条，味道如何
早已记忆模糊，但这里街巷的逼仄、嘈
杂与裹着异味的脏乱至今难忘。

后来，我调入了城区文化路上一
家单位。这里距中心广场约四公里，有
一大片被分割成众多池塘的渔场，中
间隐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河，四周多
为自建的低矮屋舍，最窄的小巷仅容
两人并肩而过。下班后，我沐着霞光散
步于渔场细瘦小径，看蜻蜓戏逐，听蛙
鸣如鼓，恍惚间以为仍在远郊乡间。

住的日子一久，我也知道株洲底
蕴不浅。不说所辖的茶陵有着江南保
存完好的南宋古城，茶陵诗派领军人
物李东阳如雷贯耳；不说醴陵属千年

古邑，渌江书院可与岳麓书院媲美，培
养过四十多名进士；也不说所属的炎
陵为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之地，享有

“神州第一陵”之誉；单是市区三国时
吴国曾设建宁县，便令我满脸肃然。唐
代诗人杜甫曾流连此处的空灵岸，留
下了“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的佳
句。与文化路相距不远的芦淞路，是因
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与淞沪战役爆
发，株洲人为表抗敌卫国决心而命名。
这令我眼前总浮现一张张热血澎湃的
先辈的脸庞，对这座城的敬意也沸然
上涌。

一晃又是许多年。时光淘去许多
人事，却不曾遏止株洲蓬勃的脚步，一
幅幅新画卷在我不知不觉中铺开在了
湘江两岸。河西早已实现了“再造一个
株洲”的宏愿，昔日的果园、菜地化为
以神农城广场为中心，高楼林立、街道
纵横的新区，市政府办公楼也悄然搬
到了这里。跨江大桥则像层出不穷的
彩虹，从一座接二连三修到了七座，将
两岸紧紧嵌在了一起。江边早年的荒
滩也蝶变为绵延数十里的风光带，草
木幽深，石径曲折，鸟雀喧闹，游人如
织。我曾就职的远郊，因背倚长沙，被
点将为长株潭一体化的先锋，又耸出
了一座以方特欢乐世界为核心的新

城 ，成 为 老
城人怦然心
动 ，纷 纷 移

居的生态与文化城。
老城也不甘于后，荡漾着春意。中

心广场悄然拓宽了许多，四周多半已
改建的楼宇长高了不少，圆转盘也被
更改为视线无碍的直行车道，地下则
被掏空成人行通道。通道内宽阔如地
面广场，常有各种商家、摊贩叫卖其
中，有时还有或大或小的乐队表演，文
化气息浓郁。好几回，我进入后竟迷了
方向。钟鼓岭焕然一新，市场搬往了别
处，代之而起的是恢宏的书城。我寻觅
新书时，又有了新的去处。渔场也被化
零为整，改成了碧波万顷的石子湖。湖
中有杨柳依依的小岛，是黄昏后老老
少少垂钓、漫步与休闲的场所。

全城每个适当角落，还建有别具
巧思的免费公厕——“建宁驿站”：一
律不锈钢装配式建筑，外观朴素；进到
里间，则格局精巧，除了公厕区、母婴
室，还设有便民服务区等。石子湖边的
驿站毗邻文化路小学，来接小孩的爷
爷奶奶，常在厕中小憩等候；而个别小
孩放学后一时等不来家长，竟在期间
悠然做起了作业。这不止令外来者惊
叹，我也感慨万端，疑心驿站不是公厕
而是宾馆。

株洲的奔腾犹如北去湘江，涛声
仍在激荡。下班后我照例漫步石子湖，
看着一杆杆伸向水面的钓竿，或者翩
翩起舞的人群，不免为当年的选择而
欣然自得……

艾草与少年
叶荣荣

黄昏至，妻和儿穿过一条河到对岸去。这已成了习惯。
河流中杵着一溜石墩，不疾不徐的河水至此开始喧

哗，“哗哗”变得欢快。
欢快的还有孩子。他个头尚小，一步一个石墩有点够

不着。于是先迈开左脚踏上石墩，右脚随即跟上。再抬左脚
到下一个石墩，右脚再跟上。他走得很快，像在一路跳跃。
我想，这是他心情的写照。

浑圆橘红的落日收敛了光芒，缓缓西沉，留下迷人的
余晖，把人间再一次重新打扮。玉玑山被妖娆的霞云晃了
神，抻长了身子想看个仔细。这一抻，就去了远方。横江急
了，顾不上遮掩脸上的娇羞，慌忙追随而去。这一幕让夹溪
桥呆立茫然，眼看倾慕了四百多年的心上人就要成为他人
的新娘，不禁暗自神伤。它的深沉和忧郁让每一寸光阴走
得都蹑手蹑脚，无声无影。闲做看客的丁峰塔嗅到了凝重
的气息，悄悄缩回了脖颈，却把一头葱茏落在了玉玑山的
青绿里。

“嘎、嘎……”白鹭蹬足挥翅冲向了天际的绚烂，一行
白影霞中飞，一缕青烟云中过。美不可喻的画卷。万物再次
欢欣悦动开来。

孩子却不为所动，他要去河的对岸寻一株草。他生来
就对草木情有独钟，彼此也互相不舍。春来到，剪马兰、拔
竹笋、采蕨菜，不亦乐乎。现在是端午，艾草在等候他的到
来。

河对岸是一片我分不出彼此的原野，草木葳蕤。他一
眼就瞧见了艾草，青青的，轻轻地在和风里曳步。初夏的艾
草，让你联想起一个人的年华之美。青青艾草，涌动着清新
蓬勃的绿美。此时，一个快要长成的少年正立在艾草的面
前。

余晖普洒众生，艾草的青也披上了一层光晕，跟它浓
烈的气息一起，在芸芸之间彰显个性的存在，恣意地散发
一幅油画的意蕴。

我身临其境，却是摘艾的局外人。她俩专注地采摘着
艾草的新叶，渐渐脱离了我的目光，隐没在茫茫青绿之间。

“彼釆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孩子对艾草，是否
也如同小伙对姑娘的思念，泛滥不止？

我记得他与艾草是形影不离的。
他出生的前一年端午，岳母一次又一次从野外采回艾

草，在院子里悉心晾晒。干瘪的艾叶被收藏进一个个袋子
里，置于顶楼储藏间内。出生时正值盛夏，此时，岳母将干
艾叶取出，用热水浸泡沥汁，再掺入冷水，这是最好的给沐
浴水。他不停地扑腾，很是欢喜，褐色的艾汁亲至每一寸肌
肤，浸至每一根毛发，释放贴心的呵护。

夏日蚊虫肆虐，蚊香气汹，艾叶又派上了用场。密闭房
门，点燃一把干艾草，浓烟弥漫，蚊虫皆毙。待烟消殆尽，他
一个骨碌滚上床，四仰八叉，安心入眠一觉到天亮。

三九寒冬，也少不了艾草。艾汁蒸泡脚足，让他大呼舒
爽。在热汤的催促下，艾草的药性充分释放。蒸汽氤氲，袅
袅升腾，像一双双妥帖温软的手在揉搓抚慰身心。艾汁的
滋养，令他气色红润，身轻体健。艾草的暖是抵挡严冬最坚
实的屏障，可御一生之寒。

端午日，是艾草唱主角的日子。喝艾汤，佩戴艾叶香
囊，尤其是挂艾条，是他最乐意的事。搬来凳子，踮脚够手
将两条青青的艾草茎叶毕恭毕敬地粘贴在门板上，闭眼闻
香，仰视良久。艾草此刻在他心中如同驱邪赶魔的门神，敬
意满满。

艾草护佑他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成长，亲近日益滋
长。摘艾，是亲密无间的最诚挚表达。

远远地，两个黑点在蠕动。他满载而归，豆大的汗珠和
绯红的脸颊是见证。瞬间，我突然发觉他也是一株自然的
草木，融于余晖下的万千青绿里，共生共长，同喜同欢。

绚丽的尾巴越来越短，黄昏与黑夜在做交替时的寒暄。
少年趁着暮色完全降临之前，在石墩间飞快跳步。那袋子里
的青青艾草，也随之一跳一跃，像极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诗歌
散文

株洲味

随笔

走玩株洲

蓬勃的株洲
张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