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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邵阳人的
渌口情怀

朱绍锦

2007 年我从邵阳县公安局退休后来到渌口，不觉已十六年

了。这十六年我见证了渌口的发展变化，熟悉了渌口的人文地

理。从陌生到了解，从向往到热爱，我对渌口总的印象是：这里的

山美、水美、人更美。

记得我第一次来渌口，下火车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下车后

急忙坐上七路车，因是下班时间，车上已挤满了人。突然，从我站

着的旁边座位上站起三个 15 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们背着书包，

内有一个戴眼镜的，主动让座，让我坐下来。我坐下后说了声“谢

谢”！随后问他们在哪里读书，读几年级？他们说在市里读高中一

年级。我又打听“熙园小区”，问他们认不认得，那个戴眼镜的学

生说：“知道，离我家很近，下车后我送你去。”这几个懂事的孩子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陌生老人的孝顺让我感动。渌口

这个地方的人真是淳朴又善良，我多年生活在这里，看到了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热心和关爱，真觉得心里很温暖。

来渌口住了一个多月后，我打听到渌口有一个香水湾，那边

有一口好井，井好水好，于是我每天拿着水桶到那里打水，一次

打两桶水，够喝一个星期。有一次排队在我后面的那个人接到电

话要他赶快回去，我主动让他先打好水，他说：“谢谢！”我说：“不

客气。”后来打水又碰到他，他要我把水桶放他车上，一直送到小

区一门口他才回家。这是渌口人重感情、讲情义的一面。

近几年渌江对岸建起了南洲新区，新区内高楼林立，商贾云

集，物资充足。很多单位搬迁到了新区，区内又修建了湘江七桥

直通天元区，老汽车客运站搬迁到渌水一桥附近。公交七路和各

乡、村长途班车穿梭般地经过渌口通往株洲市，给广大群众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

渌口文化底蕴浓厚，有汉代的陶瓷、古村落遗址、古墓地等。

三国名将张飞镇守郡地时住在古镇朱亭经常外出观赏风景。将

马拴于樟树上，现那棵樟树虽愈千年仍枝繁叶茂，四季常青。

唐代大诗人杜甫，由湖北江陵溯江而上云衡州（现衡阳市）

被沿途优美风景所吸引，写下 90 多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理

学大师朱熹偕好友张南轩结亭讲学，后建龙潭书院，是原湖南四

大书院之一。

2018 年撤县建区以后，渌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过四年，

我就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来渌口也有二十年了，占了我生命的四

分之一。现在的我已经在感情上完全融入了渌口，渌口真正成了

我的第二故乡。

暑假出游
去还是不去？

贺有德

近年来，说走就走的旅行模式，大受追捧。国人喜欢跟风，生

命不息，跟风不止。何况旅行已成国人减压释放天性的主打模

式，说走就走更是适合当下不少人的心理需求？走红受追捧也就

水到渠成了。

平日里说走就走，“五一”小长假呢？“十一”长假呢？一个多

月的寒假呢？两个月的暑假呢？貌似，这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当然出游啊，暑假不去更待何时？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抑或原生

态的，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想去哪就去哪，不过把瘾誓不罢休！

然而，不得不说，暑假出游，去还是不去，还真是个问题，尤

其今年暑假。

今年夏天，高温来袭，更甚于往年，顶着盛夏高温出游，你不

掂量掂量？出游大多是花钱买罪受，出游归来得偿所愿者少，后

悔怨恨者多：一则累不胜累，二则所见风景不过如此……没见过

“十一”长假那些出游故事么？路上车堵车，景区人堵人，饮食没

味，住宿不爽……某年“十一”，万里长城人挤人，挤到何等程度？

男女老少，高矮肥瘦，摩肩接踵，前胸贴后背，甚至有小孩被挤

哭！于是出现这样的经典故事：租直升机解围！1 分钟 100 元！从

长城之上到宽阔之地，大多需要 15 分钟，也就是 1500 元——烧

钱啊！盛夏高温，人山人海，游客队伍见首不见尾，彼时彼刻，有

何感想？如若待在家中，悠闲自在，简直是神仙日子……暑假伊

始，陆续有朋友出游，南下北上，游山玩水，却不见想象中的兴高

采烈或者心旷神怡；朋友圈里，倒是一片哀嚎：天太热，人太多，

身心俱疲！这还不算，回来后才发现，拜烈日之所赐，不知不觉，

亚洲人成了非洲人，始料未及，摇头叹息。

如此暑假出游还是算了吧！

暑假出游不如居家，免了舟车劳顿之苦，免了食宿清苦之

亏，免了大把烧钱之痛，尽可过着你想过的日子：不出门，城里乡

下，风扇空调随你选，水果蔬菜，喝茶饮酒，惬意得很；出门散步，

早晚清凉，水边清凉，大树底下好乘凉。不想久宅，三五人相约小

聚，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唱点小曲，小日子多滋味，人生至此，夫

复何求？众生劳碌，需劳逸相辅，张弛有度。暑假是上下半年的

“分水岭”，之前的劳碌，此时“补给”，养精蓄锐，且修身养性；之

后的劳碌，暑假结束，正式开启，直到秋收之后。身体如时钟，发

条不可拧得太紧，否则劳碌过度，谁也伤不起。暑假养生正当时，

得养生时且养生，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如若生性好动，或久静思动，暑假出游亦未尝不可，不过得

讲究策略。稳妥的，相约临近看风景，自驾游，早出晚归，或小住

三五日，一次一处，拒绝匆匆忙忙，浮光掠影。出远门，依然自驾

游，拒绝随团，来去匆匆，归来一身风尘劳顿之外，一无所有。且

需关注天气预报，关注适合夏日出游地，比如号称“凉都”的贵州

盘都，比如适逢雨季的丽江古城，比如大西北大草原……不热不

累，自由自在，愉悦身心，大有益焉。

如此暑假出游，蛮好！

暑假时间长，出游又恐又累又烧钱似乎心有不甘，不出游似

乎浪费似觉可惜——暑假出游，不出游，这是个问题。其实，境由

心造，心在哪，风景就在哪。名山大川之外，很多时候，你的家乡，

你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风景；你远涉千山

万水，你眼里的风景，在当地人眼里，也许不过如此。

如此看来，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出游时间而言，一年四季，夏

天或者说暑假不宜，因为夏日高温，人山人海；出游初衷，为放牧

心情，放飞自我，身心愉悦才是；否则，身累心更累，乘兴而去，扫

兴而归，岂不有违初衷？有何益焉？

暑假出游，三思而行。

七月流火日，阳光白崭崭，天边飘飞的几片云朵根本

阻挡不了他的光芒和热力，真的是夏至狗无处走呀。前

晌，人们还在温和的春天里享受着美好的时光，突然进入

如此火热的桑拿天，极不适应，就像沉静的美女偶遇火热

的帅哥。

听说醴陵云岩寺冬暖夏凉，就想去体验一下那儿是

不是同此酷热。早上九点，一家人迎着明晃晃的太阳出发

了。夫人小姐小子们才上车，就一个劲地叫“热”。我将空

调弄到二十三度，心想，等下不冷得你们打寒颤，就不晓

得我这车制冷能力的强大。

太阳更加肆意地炙烤着大地。看到路边田野里渐渐

勾头的早稻，我回想以前在乡下时，农夫曾说过“人在屋

里热的跳，稻在田里哈哈笑”“夏至不热，五谷不结”的农

谚，也看到他们宁愿忍受着太阳的曝晒，晒得黝黑，晒得

出油，甚至中暑，都希望有这样的日头呢。他们知道只有

这样才能有一个好收成呀。

云岩寺位于醴陵明月镇水口山境内，南岳衡山七十

二峰之一的明月峰下，距离城区四十余公里，系千年古

刹、禅宗道场，与麓山、南岳齐名。此前我曾参观过，只是

从未体验过那里的炎暑热天。

渐行渐近，两边的农田逐渐被绿色的山岭替代，绿色

也越来越浓郁，越来越贴近，直到车就在绿色的幕墙下行

驶。前方宽阔的水泥路终于引导我们驶入这绿色，成为其

中时隐时现的一个点。也许是空调的作用，也许是绿色使

人心安，总之，刚才还大呼小叫热得受不了的家人，现在

终于转移了话题，弯弯曲曲的山路将他们带入新奇，看到

盛开的荷花会欢呼，马上就要深入其中，闻一闻花香，照

上几张合影；看到几只凫鸭漫游、几只野鸡觅食都会评头

品足一番。

一片喧闹间，车到云岩寺。

打开车门，一股清凉的风捎带着些许清香扑面而来，

竟让从空调里出来的人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差别，都说：

“这里真的蛮凉快哟。”

云岩寺坐西北朝东南，居于一个深山凹里，三面是重

重山岭，前方之山稍矮，山的左右各开凿出一条小路与外

界相通，经过不断升级改造现在已成宽阔的柏油路。前山

之外，就是群山包绕的寺冲水库。这样看来，云岩寺就像

深隐于一只巨大的、横放着的葫芦顶端。不得不说，先人

就是有眼光，选择在这样一个僻静之地修行。其实世间尚

有多个云岩寺，它们与其他庙宇一样，无不处于偏远清幽

之地，看来修行终归是要耐得住寂寞孤独的。

进入山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颇有气势的大雄宝殿。

大殿侧后排列有观音堂、方丈室、僧尼客舍、放生池、古井

等设施，寺内主要文物是二座僧人墓塔，分别为法冈禅师

墓塔、无住昙晟祖师塔，塔内供奉昙晟禅师舍粒子 70 颗。

无住塔和舍利子为镇寺之宝。寺内及周边杂树遍布，有登

记在册的古松一株，系唐代所植，经历了千余年来的雨雪

风霜，见证过多少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如今仍然生机旺

盛，挺立庙旁。高大浓密的景烈白兰树遮天蔽日，与古朴

庄严的寺庙相辅相生。

庙侧，南向岩壁上，竖立一块墨色石牌，上书：祖师座

禅处。我就近细看，洞高一米出头，宽不过六十厘米，深约

四十厘米，上圆下方，离地一米有余，似是天然生成，稍加

人工凿附。它其实不能叫洞，称作壁框似乎更加适宜。框

顶石岩间生长着一株青冈栎，虽不甚高大，或许年岁不小

吧，像得了这方宝地的灵气，显得分外清秀。洞壁并不平

整光滑。坐禅时，该是垫着团蒲的。在此坐禅的祖师，应是

以曹洞宗为首、各位先师的合称。回望一千多年来，祖师

们继承发扬，先后坐禅于此，布道于世，终于修成中国禅

宗五家七宗之一，以其“灵源明皎洁，支派暗流注。执事元

是迷，契理也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的禅法思

想影响并流传后世，我不禁肃然起敬。于是以满满的虔

诚，焚香秉烛，跪拜祷告。

清朗悠扬的钟磬声响起，它让人静心明性，气定神怡……

打造具有工业特质的文化体育品牌无疑是最好的切

入口。于是，就有了这个夏天火爆出圈的株洲“厂 BA”。

之前有听说过火遍全网的“村 BA”，当我从自媒体上

了解到株洲有了“厂 BA”，正如火如荼进行时，便有点好

奇身边的“厂 BA”到底长什么样子。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带上儿子去看了场比赛。

那天，离体育馆很远的路边都停满了车，我们只好步

行过去。体育馆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球场上赛事凶猛，

荷尔蒙乱飞，球场边篮球宝贝欢呼雀跃，热情火辣。看台

上人头攒动，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被过去三年疫情

所压抑的热情在这里被任意释放，我仿佛又看到昔日在

球场上奔跑的父亲和场外摇旗呐喊的自己。

球场内热情似火，球场外也同样热闹非凡。除了儿童

娱乐设施和小吃摊位外，主办方还很用心地搭建了很多

株洲老企业、老商铺的门牌，还有一组展示株洲历史的老

照片墙，勾起了无数株洲人共同的回忆。

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相较上世纪 80 年代，如今的文

体活动似乎少了份纯粹与简单，多了份经营和利益，但这

何尝不是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运行下的必然结果，尤其在

历经三年疫情之后，想方设法拉动消费，提振经济，在努

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竭力丰富人民的精神

生活，提升城市的品味和人民的幸福感，这是一个负责任

的政府的职责所在。

希望如澳网、F1一样，株洲的“厂 BA”也能年年办，而

且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期待未来株洲不仅有

“厂 BA”，而且有更多让人意外又惊喜的文体 IP出现在这

个城市。

特色即特质，特质即硬核，硬核才硬气，才有独一无

二的魅力。

无比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提起株洲的时候，它

不仅仅是个硬朗的灰色调的工业城市，更是座充满人文

气息、五彩斑斓又活力满满的幸福之城。

有这么一个群
孙翔

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少不了几个群，群里一定都

是亲朋挚友，亦或是同窗或是发小，聊的自然是家长里短

的话题。然而，有这样一个群，由一群患有肾病的病友组

成，年老的有七八十岁，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岁，而群主则

是株洲市中心医院主任医生和护士。聊的话题都是关于

肾病治疗和肾病养护知识，也有一些诸如求医问药和日

常保健的咨询。

我有好朋友在这个群，所以我有机会了解这个群。不

妨摘录他们的几段对话。

患者 1：“李主任，我的血压最近比较高，吃什么药可

以快速降压啊？”

李主任：“不是开了降压药吗？如果还降不下来，就加

吃一粒，早晚各一粒，要按时测血压哦。”

患者 2：“我最近腿肿，换药也消不了。怎么办？”

沈护士：“该用 2.5 的腹透液，注意观察超滤，原来一

天三次，就适当加一次哦。”

患者 3：“哪位告诉能我。感冒吃什么药好，对肾脏影

响小，谢谢！”

李主任：“建议来医院检查一下，如果发烧就走发热

门诊哦，一定不可乱吃药的。”

患者 4：“李主任，你的号挂完了，我不舒服怎么办？”

李主任：“赶紧来医院，我给你加一个号。”

……

患者和医护之间的关系，融洽得就像一家人一样，在

这个群内。充满了和谐温馨。

“某某，你有三个月没有来复查了，等你哦……”

“某某某，你该做平衡实验了……”

“某阿姨，本周三我们会去你家进行家访……”

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朋友告诉我，在这里，却是

久病时常有人惦记。

有问必答仿佛成为群内的规矩。没有时间限制，即便

是节假日，即便是周末，即便是深夜或凌晨，医生护士都

会给予认真的解答。为了图方便，有的患者将检验报告拍

照发群里，立马就有药物调整方案反馈出来。有的刚出院

患者不熟悉换药流程，立马就有如何换药的视频发布。还

有患者在家出现临时状况，立刻就有救护贴士及时跟进，

并敦促赶紧送医院……一切服务跟进都在群里可以找

到，浓浓的贴心关怀都在群里暖暖地流淌。

对于患者来说，把健康寄托与医生护士，自然希望在

求医问诊之时能有及时的回应。而对于医生护士来说，群

内近 400 号的患者群友，自然是巨大的工作量。除自身岗

位工作之外，谁没有家庭儿女？没有父母亲人？谁的时间

又愿意由别人主宰操控？但是，在这个群里，这群人扛起

了捍卫生命健康的旗帜，担起了守护健康的责任，将神圣

的职责和爱的义务一并装在心中，和他们的超能量一起

散发出灼热的光芒。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患病的。虽然患病是不幸的，

但在不幸中能得到加倍的关心却是幸运的。都说现在的

医患关系难处理，但只要你来“株洲市中心医院腹透病友

交流群”，听一听，看一看，患者把尊敬和爱戴给了医生护

士，医生和护士把同样的温暖送给患者。正如患者说的：

“这里的医生护士比天使还要美丽”，言语中无不透露出

患者对医生护士的爱，这爱是患者对他们业务能力的依

赖，也是患者对他们责任担当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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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宜居之城墨尔本到
制造名城株洲

邹彬

我是土生土长的株洲人，因为工作原因，曾在位于南

半球的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生活三年有余。

墨尔本是个美丽迷人的城市，它拥有两张让这个城

市引以为傲的“名片”：连续七年蝉联世界最宜居城市之

首，澳大利亚的文化体育之都。

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赛事贯穿全年，吸引了全澳乃

至全球的游客纷至沓来。世界级赛事“F1”方程式就在我

当时住地附近的阿尔伯特湖举行，世界网球四大满贯赛

事之一的“澳网”每年为这座城市从世界各地拉来无数的

网球迷。

源于墨尔本的澳式足球更是澳洲本地人的最爱。每

年 3 月至 9 月的赛事，吸引 600 万澳洲人观看现场比赛，

更有 45 万人每周参加此项运动。到了总决赛时，全国几

乎为这两个小时的赛事而按下暂停键，墨尔本所在的维

多利亚州还专门放假一天，方便球迷观赛。一到周末，各

个体育场馆爆满，好几次，我晚上工作完开车回家，遇见

临时交通管制，路上众多穿戴着不同球队围巾的观众，刚

看完比赛回家。大人小孩，三五成群，边走边兴奋地聊着，

意犹未尽。

文化也是这座城市的硬核与标签。有人说，澳洲的文

化外衣是悉尼歌剧院，灵魂却在墨尔本。众多世界顶级的

艺术展览、文艺演出、国际艺术节、国际电影节、时装周、文

学节、赛马节、美食节，一年到头，文化艺术的流水盛宴，供

当墨尔本地人和游客享用。市中心的街头艺人、满街跑的

绘画电车、随处可见的涂鸦，以及遍布市区的各式剧院、画

廊，哪怕是在小街小巷里，文艺的泡泡也在恣意乱冒。

可能因为在外的时间有点长，刚回株洲时，我有过短

暂的类似文科生转到理工科的不适。

株洲是国家“一五”期间兴建的城市，是一个“火车拉

来的城市”，因厂所而立，因制造而兴，制造业既是底蕴，

又是亮色。美中不足的是相较国内一二线城市，文化资源

相对有限，文体品牌项目不多，大型文体场馆设施较少，

很多顶级的文艺演出常常需要到邻近的省城长沙才有机

会观看。

上世纪 80 年代，我父母曾是株洲一个企业的双职

工。当时大众娱乐的方式很少，除了夏天爸爸带我们去游

泳，以及搬着小板凳去看露天电影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

到夏天，全市各厂矿之间组织的篮球比赛。

爸爸那时风华正茂，无敌帅气，他既当队员，也当教

练和裁判员。一到夜晚，全厂的男女老少就会自发集聚在

厂篮球坪里，为自家的球队和家人呐喊助威。那些赛事，

也成为那些年市民消夏的重要娱乐方式。当时球场上亮

晃晃的灯光、挥汗如雨在球场上奔跑的球员，还有球场边

无比激动的观众，至今还清晰地浮现脑海，恍若昨日。

如果说彼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还处于城市化转型

期，物质需求是人们的第一需要，那么，时至今日，在物资

生活极大丰富和便利的当下，人民的精神需求早已远远

超出了物质层面。

近年来，株洲的产业发展迅速，一个个世界级产业集

群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制造业名企在这里成长。“株洲制

造”已成为展示株洲城市形象、扩大株洲城市影响的重要

名片。株洲正在从城市现代化加速期向区域国际化提升

期演变，也正在从最初的城市规模扩张转向城市品牌价

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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