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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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奖征文

散文

记事本

绣花功夫的传承
杜 丽

去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我们参加了科室（市中心医

院创伤中心）的第一次大聚餐。

美味佳肴自不必说，最让人难忘的一幕就是邱尔

钺主任对总住院医师和住院医师的点评。这些评语，对

年轻医生这一年的成长是肯定的，同时也对他们未来

发展的给了期许。

听到那些点评，我很感动，也倍感温暖。在中医中

药事业的发展上，国家启动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以传承推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培养中医

药人才，让中医药文化薪火相传。但外科医生，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从事的是技术活，那些技术保护的说法我

们时有耳闻，然而我们医院，我看到的是前辈对后辈的

坦诚相待。

（一）

邱尔钺主任，是大家公认的手术达人。对于科室的患

者，上至高难度的手术，下至骨牵引，他都会亲自把关，只

为取得最佳的手术效果，让患者达到最好的功能恢复。

去年 12月，因大货车追尾，一名 8岁小女孩命悬一

线。得知她从县医院转诊至我院后，邱尔钺主任立刻组

织“精锐部队”，在急诊科候诊。患儿到达医院后，因左

下肢受损严重，面临截肢风险，邱尔钺主任经深思熟

虑，为患儿制定了保肢的手术方案。术后，患者住重症

监护室，邱尔钺主任几乎是每天都会去看她，并将详细

的治疗方案告知主管医生和家属。患儿转回病房后，他

又详细交代了观察要点和注意事项，最终患儿度过重

重难关，顺利保住了患肢。现如今，这个小姑娘已经可

以脱拐行走了，我们在她妈妈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

前不久，一位 70 多岁的大叔，因车祸外伤入院，胫

腓骨骨折做了骨牵引。在查房的过程中，邱尔钺主任发

现牵引绳靠在了床沿上，于是立即帮患者重新调整了

牵引架，保证了有效牵引。事后，他又利用晨交班的时

间，给大家再次讲解牵引的意义和有效牵引应该注意

的要点。正是他这样手把手的指导，促进了我们整个医

疗护理团队的整体提高。

（二）

邱尔钺主任不仅注重病人的整体管理，也注重技

能的传承。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刚成立之时，几乎科室

的每一台手术都是他亲自上，尤其是断指再植手术需

要在显微镜下用毫米级的线缝合毫米级的血管、神经，

手术精细而繁琐，需要耐心的“精雕细琢”，才能保证再

植体的成活。

曾经一位患者四根手指断成了 8节，邱尔钺主任带

领手术团队花了整整 19 小时为患者接通了血管，保住

了他的手。目前，该患者已回归社会，是一名滴滴司机。

邱尔钺主任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手术上，

这样一来没有精力进行科室的管理，也不利于整个学

科的进步。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开始注重二线医生的成

长，并在医院科培楼设立了显微外科训练室。一方面，

他在手术过程中告诉助手们手术的门道；另一方面，督

促二线医生在训练室进行练习，鼓励大家查阅文献，不

断提高整体手术水平。据手术室的老师说，我科的二线

医生和住院总手术水平都很高，以前乖乖地给主任当

助手，现在在手术中的关键步骤，还会恰到好处地提醒

主任，得到了主任的赞赏。

二线医生和住院总医生在不断进步，住院医生也

在逐步成长。住院医生除了收治病人外，还需要协助手

术。每个住院医生，都非常注重自己手术水平的提高，

他们积极观摩手术，并利用各种可训练的机会锻炼自

己的手术能力，把每一次缝合都当作锻炼的机会。在科

室经常可以看到缝合得特别漂亮的伤口，私以为是某

二线医生缝合的，结果是某住院医生的“杰作”。每个外

科医生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看到那些缝合漂亮

的伤口，我又骄傲又感动。

身在这样的团体，我为患者感到幸运，也为自己深

感荣幸。

凉拌伏天
石少华

酷热难耐，人很容易食欲不振，肠胃需要清凉

的慰藉，不由得想起了十多年前老阿姨做的凉

拌菜。

那时，老阿姨住在距我家不远的另一栋房子

的一楼，我每次出门、回家都要从她家门口过。

老阿姨患有腿疾，买菜、提物进出很不方便，

我遇上了都会帮一把，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

老阿姨做凉拌菜很拿手，每到夏天，她变着花

样做的小凉菜不仅为餐桌增了一抹绿色，更使人

眼目清凉，胃口大开，不再惧怕灼热的天气。

知道我爱吃面条，盛夏她都会请我上她家吃

凉面。说是吃凉面，桌子上却做了一桌的凉菜，凉

面成了主食。

老阿姨身材瘦小，腿脚不便，每一道工序都很

认真也很吃力。厨房里闷热，下面条的时候，她时不

时撩起身上的围裙擦汗。面条煮好后，先用凉水冲

洗，再放入凉水中冷却，捞出拌上调料就能吃了。

老阿姨的凉面吃起来满口清凉，劲道滑爽，一

下打开了我夏天的味蕾，怎么吃都吃不腻。

在老阿姨的手里，普通的食材都能变出独特

的风味。黄瓜、西红柿、藕片、苦瓜、茄子、金针菇是

她最经典的做得最多的凉拌菜，其中西红柿、苦

瓜、茄子还是她自己在房后阳台上的花盆里栽种

出来的，吃起来别有一番感觉。

夏天的野菜品种繁多，口感脆嫩，马齿苋、荠

菜、蒲公英等常常成为老阿姨家中餐桌上凉拌的

佳肴美味。

制作时，野菜焯水的火候需要把握得恰当，才

能保证野菜既不夹生，也能保留其特有的清香。

为了祛味，老阿姨往往会捣上一些蒜泥、淋上

几滴麻油调拌，有时还会把西红柿或胡萝卜丝点

缀在上面。

老阿姨的凉拌菜看起来色泽鲜艳油亮，吃起

来酸爽微辣，凉意沁脾。只是看着她费力做凉拌菜

的情景，我于心不忍，推脱了多次上她家吃凉拌菜

的邀约。后来，老阿姨还特意把做好了的一袋袋凉

拌菜送给我。她的凉拌菜成了我每年夏天清热去

火解乏的绝佳食品。

后来我搬了家，老阿姨随后也搬离了那里。

今年的夏天感觉特别漫长，灼灼暑气扑面之

时，我心心念念起老阿姨那些清脆爽口、开胃解腻

的凉拌菜了。

打听到她的住址，我提了一个西瓜上门看她，

她非常高兴，非得留我吃凉面。

老阿姨八十多岁了，腿脚比以前更不方便，但

她一边指导女儿弄凉面，一边将我们刚刚吃完了

瓤的西瓜皮削掉青皮，洗净后切成丁，用香菜、食

盐、香油、米醋、白砂糖拌匀。

谈笑间，一道甜丝丝的凉拌西瓜皮就做成了。

感谢老阿姨，让我学会了愉悦消暑的智慧。

表 弟
李 飞

（一）

表弟，是我大姑的长子。

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表弟是家里的长

子，自然而然很懂事地早早地分担起家里生活的

重担。比如说上山砍柴捡茶籽，下田割禾插秧。农

忙季节田里的活，尤其是以前农村的“双抢”时节，

年纪不大的他，要当一个全劳力使用。虽然表弟比

我还小几个月，但和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相比，

他明显比我更成熟懂事，更有责任担当。

尽管平时要分担如此繁重的农活和家务事，

但表弟读书勤奋好学，成绩名列前茅。那时在农村

读书，要走好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路去学校，表

弟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不管刮风下雨，酷暑

严寒。

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时，父母忙于工作而无

暇顾及我，都要把我送回老家去。母亲的老家，在

酃县东风乡（今炎陵鹿原镇）。父亲的老家，在安仁

县的豪山乡（今金紫仙镇）。尽管分属两个县，但相

距也就几里地，一条小河成为两县的分水岭。我经

常在舅舅家玩得烦了，就独自一人跑到几公里外

的大姑家去玩，因此和表弟他们有更多的相处时

间。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田里捉蛙，河里野泳，飞

檐走壁。记得表弟一直很文静、沉稳，不和我们一

起做什么过分的事，也不调皮。或许是同龄的关

系，只要在一起，他和我总是形影不离。有一年和

我在县城里玩，竟然玩到过年了都忘了回去。后来

被大姑夫那一顿揍。那年春节，我和他去县照相馆

照相，却把发票丢了，后来通过熟人去照相馆找，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是我和他的唯一一张合

影照。

（二）

表弟比我后两年高中毕业。当年的高考，他考

上了省财校，成为当地的轰动新闻。

他从此跳出农门，成为全家人的骄傲。毕业后

的表弟被分配到郴州市区的银行上班。他自己也

很争气，几次提拔升迁，顺风顺水，同时还成家立

业，结婚生子，买房置车。

因为忙于各自的生活，我们好多年不联系，其

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听说他“风光”的

时候，给他的两个弟弟很大的帮助。他有过两段婚

姻，他的后任老婆我见过一面，长得漂亮，待人接

物，落落大方，很有教养。

后来不知怎么的，他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并

欠下了高额债务不能偿还，甚至还动了银行的钱，

最后还不上，被银行扫地出门。

从此，他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婚离了，家散了，房子卖了，工作丢了。听说他

也四处漂泊，靠打工维持生计。常年行走江湖，难

免染上一些不良恶习。有一年，我突然收到他发来

的一条短信，一番肉麻的寒暄话之后，谈到了正

题，他说他舅子有一个有发明专利的省柴灶，只要

我缴五万块钱加盟费，就可以在我们县销售。

当时我就懵了。我从没有提过要销什么省柴

灶，何来的加盟费一说？而且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

舅子，我不认识，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相同版本

的故事，我听说过无数次。只是发生在我身边，发

生在表弟的身上，是我怎么也接受不了的。

他无业，我下岗，殊途同归，我们俩成了真正

的难兄难弟。冥冥之中，命运又把我俩调在了同一

个频道上。

（三）

2017 年，我再次得到他的消息，说他在广东

中山打工，正失业在家的我于是投奔他去了。

那是一家服装公司，老板是他财校时的同学，

他们的关系挺铁，老板也很信任他，让他当了财务

经理。当时他已经患上了很严重的糖尿病，骨瘦如

柴，一颗硕大的脑袋竖在肩上，和我记忆中他当年

的模样判若两人。

当晚他说要请我吃饭，帮我接风洗尘。桌上他

不停地喝酒抽烟，把我惊得目瞪口呆，按说糖尿病

人是必须饮食清淡，尤其是不能喝酒抽烟的。但他

却不管不顾，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

人到了这个处境了，能够救赎自己的，就只有

自己了。这个道理，他应该比我更懂，但他依然没

有改掉赌博的恶习，每个周末都要去附近的牌馆

打牌，一到星期六晚上，就通宵不归，恶习不改。

后来这家公司因为种种原因，更换了法人。表

弟再度下岗，我也先于他离开了，从此就基本上没

他信息了。前年，听到消息，说他因病情发作，突然

摔倒在地上，因无钱治疗，在朋友圈发出求助信

息。当时我们兄弟几个都为他捐了钱。他的同学也

纷纷发声，说要以各种形式支援他。等再次听到他

的消息时，他已在郴州老家瘫痪在床，不能行

走了。

他寄居在他小弟弟的车库里。他离婚多年了，

唯一的一个儿子，因多年的感情纠葛而疏远了他。

他的生活起居，都是靠已经八十多岁的大姑照顾。

严重的糖尿病，已经使他全身皮肤溃烂。结果没拖

多久，他就一个人孤寂地离去了。

一段美好开头的故事，却写成了如此悲惨的

结局，让人痛心疾首。我不知道有没有来世，如果

有，表弟，你会怎么选择你的路呢？

同学田朵朵
刘向阳

元旦前夕，市里在钟鼎酒店举办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表彰大

会，我参与宣传报道。展览大厅摆放

着一排宣传海报，其中一位名叫田朵

朵的“最美拥军人物”吸引了我。

田朵朵的丈夫戍边云南，她留

守湖南老家，照顾生病卧床的婆婆，

抚养一双儿女长大。老家地处偏僻，

经济条件较差，她设法筹办了一所

乡村小学，让山里孩子免费上学，至

今坚持了十五载。我仔细观察展板

上的彩照，并用手机拍下来，越看越

觉得田朵朵就是老同学多多。尽管

田朵朵的身材瘦了些，但那双眸子

我肯定见过。

我恨不能立马见到她，与她畅聊

多年不见的经历，但一想起半年前她

一番绝情的话，心情又跌到了谷底。

那天晚上，我邀请几个同学小

聚，地点在郊区的农家乐。酒过三

巡，老宗凑到我耳边，喷着酒气说：

“我有多多的电话，你要不要？”

“你就忽悠吧。”高中毕业后，多

多音讯全无。

“宝生，老宗给电话，你就干一

杯；要是扯淡，罚老宗一杯……”“要

得，要得……”同学们起哄，我别无选

择，就瞥老宗一眼，“你拨通电话，开免

提，大家一起听。”同学们拍手欢呼。

老宗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斟满

酒，双手撑腰，手机搁桌上，“你是多

多吗？”“哪位？”“这么多年没你的消

息，同学们都想你，特别是宝生，你

的同桌，想当年你俩两小无猜，出双

入对……”

老宗越说越离谱，我赶紧抢过

话茬：“多多，你还好吧，我是宝生。”

“哪个宝生？”

同学们面面相觑，老宗更来劲

了。“哟，别装啦，高中三年你们好得

像一个人，怎么不认识？”

我提醒她，“多多益善，记得这

句口头禅吗？每次复习功课或上街

淘书，你总不满足，我就这样说你。”

她语气有些生硬，“谁跟你整成

语？我不认识你！”

电话被掐断，场面尴尬至极。老

宗脸红如猪血，端起酒杯一仰脖子，

咕隆咕隆入了喉。我也颜面尽失，一

杯一杯复一杯，喝得烂醉，最后被同

学架回家。

此后很长时间我没碰酒。看到

别人喝酒就会想起那个晚上，就会

想到多多。高中阶段，我和多多常沿

河堤散步，谈理想人生，交流文史哲

学，四季弥漫着醉人的芬芳。二十多

年倏尔远逝，我还一直珍藏着这份

纯洁的友谊，可她居然说不认识我！

既然人家已跟往事告别，我又

何必勉强相认？为了避开田朵朵，我

把采访任务交给同事，来到展厅后

台休息。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也进

来了。昔日同桌近在咫尺，我有些莫

名紧张，但又兴奋，忍不住走过去，

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多多，我是陈

宝生。”说完，我盯着她。

许是被我吓住了，田朵朵后退几

步，惊慌失措道：“你，你要干什么？”

“老同学，我是陈宝生，你好好

看看。”我上前抓住她的手，激动得

语无伦次。她就是多多，就是在学校

国庆晚会上压轴演唱“一条大河波

浪宽”的校花，就是坐我单车环游

“三街九巷十八弄”的小鸟依人，即

便改名换姓，我也不会认错。

田朵朵挣脱我的双手，秀眉倒

竖，大声呵斥：“我不认识陈宝生，你

快走吧！”

“半年前，在老宗的电话里头，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

“我叫田朵朵，不是多多。你再

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我匆匆地跑出钟鼎酒店，险些

与一小车“接吻”，遭到司机一顿臭

骂。迈上人行道，我心里好难过，不

知她怎么变成这样了……

过了几天，单位派我到画岭采

访。画岭距城八十多公里，由画岭、

云顶、烟竹、翠峰四个自然村组成。

跟村书记聊天时，突然想起了多多，

她老家就是画岭。可村书记告诉我，

画岭没有叫多多的女子。

“是不是合村的原因，你不能肯

定……”

“我打包票，四个村的人我都熟

悉，肯定没这个人。”

我有些失望，赶紧从手机里找

出田朵朵的照片。村书记端详半天，

然后沉默片刻，倏忽站起来说：“这

是田家闺女啊，她不叫多多。”

“田家闺女当年高考失利，想再

复读一年，暑假就到火车站卖瓜子

花生矿泉水，自己挣学费。有一次，

旅客给的钞票她没攥紧，落铁轨上

了，就跳下去捡。多好的闺女啊，从

此失去了双腿，安上了假肢……尽

管她丧失了部分记忆，但没有向命

运屈服，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她的事

迹感动了一位当地青年，迎娶她做

了新娘。她叫朵朵，可不是多多哦。

我明白了，朵朵就是多多，就是

我那阔别二十载的老同学。

小小说

株洲味

故 乡
陈朝阳

对于处在湘赣两省交界处的罗

霄山脉下的边远故乡，我心里始终

怀着挚诚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

见她呼唤我的名字，我无时无刻不

听见她召唤我回去。

我有时站在异乡的原野上仰望

天空飘着的朵朵白云，我就在想哪一

朵云是来自我的家乡？我有时看着天

空下着的滂沱大雨就会想起小时候

唱起的童谣：“落大雨，打大雷，嫁了

姐姐不得回。”如今，我也漂泊他乡不

知何时能叶落归根，能再闻到曾经生

活了三十几年的故土的芬芳。

我有时望着深邃的天空和点点

繁星，我就会想起童年时无数个如

此美好的夜晚，生产队的所有小孩

都聚集在晒谷坪里，闻着新收的稻

谷的香气，三五成群地玩着不同的

游戏，有的在玩“打纸板”，厚厚的纸

板打在地上，发出震天的响声，此游

戏一般是两个人对垒，一方把另一

方的纸板打翻了，对方的纸板就属

于自己了。有时也要讲究一些技巧，

如果对方纸板较薄，你就不能砸在

它身上，而要砸在它旁边利用风力

把对方纸板掀翻，这也意味着你赢

了。因此打纸板既要讲究体力也要

富于谋略。儿时的我是个中好手，家

里的抽屉里装满了一叠叠的纸板，

这都是我的战利品，也是我玩此类

游戏的功勋章，它们见证着我儿时

的欢乐欣喜，承载着我的汗水和智

慧。此外还有“拍电”“跳房子”“丢手

绢”“老鹰捉小鸡”等游戏，种类丰

富，无所不有。喧嚣欢快的笑声使寂

静 的 小 山 村 变 得 活 力 四 射 、激 情

洋溢。

大人们仿佛也受到了热闹气氛

的感染，纷纷摇着蒲扇提着小凳子来

到晒谷坪纳凉，他们看着快乐游戏的

孩子们，心里也荡漾着一阵阵欢快的

涟漪。月亮把皎洁的清辉撒在地面

上，照得山村亮如白昼。如今躺在异

地的阳台上，我总是感觉这儿的月亮

不如故乡的月亮那么圆、那么亮、那

么美。我恨不得两膀生翼，立即飞回

到几百里之外的故乡，仰望故园的星

空，枕着月亮的清辉酣然入梦。当我

孤寂失意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

要想到远隔关山万里的故园，我就会

重振信心、一往无前。

当我看到故乡消息的时候，当

我收到故乡亲人的来信时，当我看

到儿时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起故乡

那三面高峻的青山、终年清澈透亮

的小江、辽远的天空、苍茫的四野、

碧绿的田畴……这时我听到故乡有

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轻轻地呼唤

着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柔和，拨

动着游子的心弦，使我迫不及待地

想回去。

当我记起故乡的时候，我便能

想到那深秋寥廓的天空中那一行行

归来的雁阵，排成“人”字形飞向熟

悉的故园。每逢隆冬时节，铺满厚厚

大雪的乡村小路上就会印上或深或

浅、规则不一的大小脚印。那可是乡

亲们平平仄仄的最美诗行！每当我

踏上故土时，就会迫不及待地把手

放在大地上，我会感到她的心在跳

跃，她的心跳跃的节奏和我的心跳

跃的节奏竟是如此一致。

夜夜我听见故乡呼唤我的声

音，我就站在黎明的天边朝着故乡

的方向张望。我向那边注视着，注视

着，直到朝霞染红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