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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施行“借书奖书”办

法，给常来借书、读书认真的孩子奖

励新书。为撰写读书心得的孩子颁

发奖状，授予“小学士”“小博士”称

号。在学校或学科竞赛中获得名次

的孩子，也能获得书籍奖励。

村里留守儿童多，假期无人看

管，夏昭炎夫妇就筹集资金在村里

兴办假期学校，村里的孩子免费入

读。2010年暑假，高桥少儿假日学

校开学，开设古典文学、音乐、美

术、益智游戏等课程。

近几年，夏昭炎夫妇开办老年

学校，丰富村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老人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请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来村

里支教。

“谭家垅村支教活动为我教书

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夏教授

的所作所为也让我明白何谓学高

为 师 ，身 正 为 范 ，我 当 以 此 为 榜

样。”湖南科技大学支教老师周芳

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夏老让我见识到了文化的力

量。”攸县石羊塘镇组织委员黄智

介绍，在夏昭炎的影响下，石羊塘

镇全民读书，素质涵养明显提升。

乡风民风的改变也带来营商环境

的改变，近 10 年里，陆续有企业落

户石羊塘镇，如今，面积不大的石

羊塘镇拥有近 30 家烟花、豆制品

企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生活水

平蒸蒸日上。

夏昭炎家门口的小溪上，一座

清代古桥与近代所建新桥并立，新

桥上写有对联：义高薄云众心畅，

长桥卧波胜景新。

在谭家垅村，我看到了夏昭

炎、杨莲金、夏旭升等老一辈读书

人的高义，也看到了绿树村边合、

书香弥漫的乡村新景。细细想来，

老前辈们何尝不是桥下潺潺溪水，

冲开愚昧的山石阻隔，流淌万古，

润物无声，源远流长……

回乡躬耕“文化田”尽显忠诚
攸县八旬老人夏昭炎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从投身军旅保家卫国，到耕耘讲坛桃李芬芳，回归乡野后，他又成为备受敬重的

“乡贤”。如今已是 88岁高龄的他，仍在家乡崇文兴教、涵育乡风，播撒“文化稻种”。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2023

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夏昭炎榜上有名。

记者立即前往夏昭炎的老家——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走近这位回乡躬耕

“文化田”的“最美退役军人”，了解他火炬般的人生。

初冬的农村，农田里只剩枯黄的稻

茬，一片萧瑟。溪边的农家小院里，一

栋二层小楼朴雅明净，敞开的大门内透

出柔和的灯光，让寒冷的天气多了几许

暖意，这里正是夏昭炎老人的家。

“别叫我夏老，叫夏老师就行。”夏

昭炎说自己做过党的干部，三尺讲台教

过书，“老师”这个称谓更合适。

如今的石羊塘镇谭家垅村，一座藏

书 2万余册的高桥农家书屋成为全镇人

民的精神粮仓，一所少儿假日学校和一

所老年学校则让村里老老少少有了好

去处。学校还吸引附近中小学教师来

义务辅导当地小孩，多所高校的大学生

志愿者来支教。

谭家垅村的兴文之风还吹遍了邻

村，高桥农家书屋在界市、南田、荷叶

塘、杏塘、佳台等村庄也设立了借阅点，

文化气息弥漫山野田间。

这些都是夏昭炎夫妇 20 年来如燕

子筑巢般默默耕耘取得的成绩。

在两位老人的影响下，小小的谭家

垅村先后有 40 位大学生、研究生跳出农

门，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

交谈的过程中夏昭炎始终坐姿挺

拔。老人说，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1951 年 1 月 30 日 ，是 他 入 伍 的 日

子。那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

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

全中国热血青年的梦想，刚满 15 岁的夏

昭炎初中没读完，毅然参军报国。

“祖母不同意我参军，可我还是到

武装部报了名。”最终，祖母被他说服。

临近出发，祖母一边埋怨他“不听话”，

一边在煤油灯下帮他打点行装，那个夜

晚永远留存在夏昭炎的记忆深处。

入伍后，有初中文化的夏昭炎成为

一名文化教员，负责给战士们扫盲。

当时，很多战士没上过学，笔画都

认不全，夏昭炎手把手教战士们识字。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教导，大部分战士已

经认得几百个常用汉字，会写自己的名

字，能够简单的造句，个别战士还能在

他的指导下写信。

“一个广西小战士抹着眼泪寄出了

人生第一封亲笔家书。”小战士寄信那

一幕夏昭炎记忆犹新，也让他第一次深

切体会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夏昭

炎暗暗下定决心，要把教育当作一项大

任务来完成，要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更多

有文化的兵。

同 年 10 月 ，部 队 调 派 到 江 苏 徐

州，距离入朝作战仅一步之遥。夏昭

炎原以为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志

愿军，可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没能如愿

入朝。

在部队服役 4 年，夏昭炎坚持学习，

笔耕不辍，多次在部队报刊发表文章，

被首长夸赞为“笔杆子”。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教会了我许

多有用的东西，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为

人民服务’。”夏昭炎说。

1955 年，夏昭炎退役回乡，进入攸

县政府部门工作。一年后，他考入湖南

师范学院中文系，圆了大学梦。

毕业后，夏昭炎分配到炎陵县第一

中学当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 19

年。1979 年，他又调入湖南科技大学中

文系任教。

2004 年，临近退休的夏昭炎查出患

有胃癌，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术

后观察期结束，他和妻子杨莲金商量，

决定回老家休养。

少小离家老大回。家门口那条小

溪流淌过岁月仍然如旧，乡风却不似

从前。

夏昭炎记忆中的家乡，民风淳朴、

邻里互助，可当时的谭家垅村，踏踏实

实做农活的少了，游手好闲的人多了；

艰苦奋斗，相互帮衬的情景难寻见，攀

比享乐，为鸡毛蒜皮面红耳赤的现象日

日上演；晒谷坪里不见了拉家常的老少

爷们，麻将声响彻家家户户。

干了一辈子教育，夏昭炎坚信只有

文化才能扭转家乡的不良风气。他整

修祖宅，自掏腰包在家中办起了借阅

室，村民们晓得夏昭炎当过教授，纷纷

鼓励自家孩子去他家看书。

借阅室开办一段时间后，夏昭炎发

现，来读书的孩子不少，成年人却不多，

大部分村民仍然流连于牌桌。如何让

成年人离开牌桌，靠近书桌？夏昭炎夫

妇决定从村民感兴趣的地方入手。

夏昭炎的妻子杨莲金是卫生系统

退休干部，有心普及保健常识，夫妇俩

挨家挨户上门邀请老人跳保健操、打

太极拳，又利用村里小广场开健康讲

座，越来越多的老人爱听杨莲金的健

康讲座。

有了一老一小的支持，夏昭炎家中

人气日盛。

夏昭炎夫妇回乡用文化浸润乡风，

用知识反哺桑梓的举动得到广泛响应。

曾担任攸县石羊塘镇中心完小校

长的夏旭升，临终前留下遗言，将家中

老宅提供给夏昭炎夫妇办教育。有了

场地，图书室、阅览室、学习室一间间整

理出来；电视机、音响、投影仪一样样添

置起来。2009 年 4 月，高桥农家书屋正

式开张。

农家书屋设施越来越完备 ，渐渐

成为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攸县图书

馆也将高桥农家书屋设为攸县图书馆

分馆。

文以载道，小小乡村书香弥漫

文以养德，部队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文以化人，兴文风扭转糟粕民风

文以润物，崇文兴教孕育乡村新希望

攸县石羊塘村高桥农家书屋现有藏书 2万余册。记者/廖智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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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德 华 遗

失湖南新华丽企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开 具 的

00031657 号 往 来

结 算 统 一 凭 据 ，

保证金 15000元

·费 德 华 遗

失湖南新华丽企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开 具 的

00044696 号 往 来

结 算 统 一 凭 据 ，

保证金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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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记者之志 小小少年在成长

“十强校园记者”风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有梦想，有行动——我是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15周年，我为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代言。

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每年评选“十强校园记者”，旨在激励校园记者们更积极参加实践活动，更多投稿写作，鼓

励那些借助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平台取得可喜进步的孩子能更进一步，呼唤更多孩子加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的大家

庭，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水平、提升采访交流能力，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长足进步。

2024 年度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正在火热招募中，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向更多的孩子们发出邀请，加入我们，发

现闪光的自己！加入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

变身社牛达人，采访世界冠军；

成为体育健将，体验各种新奇运动；

游历文化名城，在玩乐中丰富知识

库存；走进户外，感受自然的美妙也

能掌握生存技能……株洲日报社的

校园记者们，在各种机会难得的体

验以及实践活动中，度过了“含金

量”十足的一年。

“校园记者是我成长路上的老

师，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有

更大的胆量，让我有充分的知识。

然而，校园记者这个称号，不仅仅是

一个称号，而是我成长的路上最特

别的经历。”谭梓熙来自红旗路小

学，从一年前成为校园记者的一刻，

这个阳光开朗、大气通透的女孩，就

给大记者和其他校园记者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在《星少年》的版面上，她展示

过自己过人的文字天赋，在每次的

实践活动之后，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又成了她最鲜活的素材，报纸上

署着她名字的一篇篇文章，不仅激

励着她的创作，更点滴记录了她的

成长轨迹。

“ 参 与 校 园 记 者 一 年 的 时 间

里，孩子因为参加一些活动，而逐

渐 变 得 热 情 、乐 于 思 考 和 勇 于 面

对挑战。而孩子的这些进步和变

化 ，要 归 功 于 株 洲 日 报 社 校 园 记

者 这 个 团 队 。”谭 梓 熙 的 妈 妈 透

露 ，自 从 孩 子 加 入 校 园 记 者 这 个

大 家 庭 后 ，参 加 了 大 大 小 小 十 几

场活动。有赛事活动、有观影、有

参 观 、有 新 闻 采 访 课 …… 每 一 次

活动都收获满满。

谭梓熙的妈妈介绍，在校园记

者的活动中，女儿通过采访学会了

认真思考，提问要有逻辑，培养了共

情能力；通过写稿学会了新闻表达

的言简意赅、客观翔实。还通过活

动认识了新朋友，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感谢校

园记者团队的活动，让孩子们多了

一份成长，一份收获，一份独立，一

份豁达。

在老师眼里，谭梓熙认真、有耐

心，踏实且努力；她是一个酷爱读

书，酷爱写作的小女孩，喜欢用写作

表达内心的想法。她一直在努力，

永不懈怠，每次校园记者活动现场，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一直在勇敢

地突破自己，勇于去尝试不同的实

践采访活动。

12 月 6 日，天元区人民检察院与株洲日报校园记者俱乐部联合开展

“校园记者走进检察院”普法教育活动，八达小学 50 名校园记者先后参观

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青少年维权岗法制教育室、心理辅导室、询问室等

场所，初步了解了检察院各部门的职能，近距离体验检察工作。

校园记者们认识到要知法、守法、敬法，学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识

到安全第一及校园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远离伤害。他们纷纷表示，要将自

己今天学到的法律知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知法懂法、守法护

法、法治宣传的队伍中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魏朋 摄影报道

刘姝彤就读于株洲市第二中学附

属小学，丰富多彩的校园记者活动陪

伴着她的童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在她人生的白纸上染出了绚丽的

色彩。

随着她从懵懂小孩成长为坚强少

年，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丰富

多彩的活动点缀着她的童年生活：一

次游览感受到中国红军的团结与伟

大；一次游览认识到许许多多的新奇

植物，学习了有趣的建筑知识。一次

次对名人的采访使她越来越开朗勇

敢，表达能力更强，一次次旅行让她更

加有见识……

“世界对我来说越来越精彩 ，每

次锻炼活动我都充满期待。我会更

加热爱生活，热爱观察，热爱尝试，用

它们作为我的动力，向美好的未来前

进！”刘姝彤说，感谢株洲日报社校园

记者俱乐部这个大家庭给童年带来

的影响。

当问起成为一名校园记者有何收

获时，刘姝彤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丰富

多彩的校园记者活动为我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我与北大才子零距离接

触，聆听了她们分享学习经验，被她们

为了追逐梦想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所感

染；在各种职业体验活动中，我不仅学

会了各种职业小常识，也亲身体验到

了平凡工作人的辛苦和伟大。通过丰

富多彩的校园记者实践活动，我见识

到了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不同风景，让

书 本 上 的 知 识 跃 然 于 眼 前 ，栩 栩 如

生。既掌握了各种生活小常识，也了

解到了科技、环保等大知识。我主动

去关爱他人、关心社会，我越来越热爱

株洲，热爱生活。

“三尺讲台之外有更大的世界，‘校

园记者’这个身份让她成为了一个有

梦、有爱、有趣的人。”在刘姝彤的家长

看来，每一次的校园记者活动给孩子提

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和认识自己的好机

会。孩子开始学会用耳朵去倾听，用眼

睛去观察，用嘴去表达，用心去思考，让

家长惊喜地看到了孩子的“另一面”。

久而久之，让孩子变得积极向上，能自

觉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用自己力所

能及的力量传播正能量。

在老师眼里，她是个聪明、活泼、

上进心很强的孩子。课堂上有她响亮

清脆的回答，课后有她关心集体，帮助

同学的身影。她的爱心和笑容如冬日

的暖阳，感染了每一个同学，温暖了每

一个同学。

谭梓熙：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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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姝彤：这段经历 让我成为了一个有梦、有趣的人

﹃
十
强
校
园
记
者
﹄
谭
梓
熙
。

被
访
者/

供
图

校园记者走进检察院
近距离感受“检察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