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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史话
典籍里的株洲

鉴湖女侠秋瑾，是从株洲走出

去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女性。走

进位于石峰区九郎山下的秋瑾故居

“槐庭”，很容易被一句诗所感染：

“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她就义之

前作提。秋瑾牺牲后，其灵柩安葬有

过“九迁”，其中第五迁为株洲，葬在

株洲“槐庭”后山。

1904 年，秋瑾离开了她在株洲

的家“槐庭”，东渡日本求学，开始

了她的革命之路。在日本，经人介

绍 ，以“ 山 阴 秋 竞 雄 ”之 名 宣 誓 加

入同盟会。

当时，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

领导人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作

为培训革命骨干队伍的基地。后来，

徐锡麟花钱捐了个道员，要赴安徽

就任。徐锡麟任职前，力邀正在上海

筹办《中国女报》的秋瑾来绍兴主持

大通学堂。

1907 年 2 月，秋瑾正式接任大

通 学 堂 督 办 。她 以 大 通 学 堂 为 中

枢，往来沪杭浙东，运动军学两界，

迅速组织起四五万人之众的光复

军，遥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

协领，编部下为 3 个军，并与徐锡麟

“浙皖相约，克期大举”。7 月 6 日，

徐锡麟在安庆起事，枪杀安徽巡抚

恩 铭 后 被 捕 ，第 二 天 便 被 斩 首 处

决。徐锡麟起义事败，糟糕的是，他

的手下在刑讯中招出徐在山阴创

办的大通学堂与此事也有牵连。时

任浙江巡抚的张曾扬立刻电令：立

刻查封大通学堂，逮捕一切和学堂

有关之人。

时任山阴县令的李钟岳一直非

常欣赏秋瑾，经常用秋瑾之诗如“驰

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来

教育儿子，他认为“以一女子而能

诗，胜汝辈多矣。”所以，事发之后，

他想保全秋瑾，一直拖延不办。

直到 7 月 13 日，在张曾扬的催

促下，李钟岳带着三百新军，前往大

通学堂缉拿“乱党”。最终，秋瑾和七

名学生被捕。

在对秋瑾提审时，她在纸上写

下流传百年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当日深夜，浙江巡抚便复电将“秋瑾

即行正法”，命山阴知县李钟岳监斩

秋瑾。良心未泯的李钟岳惊讶地问：

“供证两无，安可杀人？”

然而上命难违，7 月 15 日凌晨，

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时

年三十岁。

秋瑾殉难之时，家人都已躲身

外地，留在绍兴城内的族人，也无

人敢出面承领这位亲属的尸体。过

了 三 个 时 辰 ，才 由 当 地 的 士 绅 出

面 ，把 烈 士 遗 骸 殓 进 一 口 白 木 棺

材，雇了小工抬到绍兴郊外，停厝

在一堆荒冢乱坟旁边。

然后，秋瑾的灵柩在湖南、浙

江两省几经迁动。1911 年，秋瑾灵

柩曾下葬在“槐庭”后山王家祖坟

（又有一说，秋瑾的婆婆拒绝承认

秋瑾为王家媳妇，“槐庭”后山的只

是秋瑾的衣冠冢）。

1913 年六月初六，秋瑾英勇就

义六周年之际，秋瑾最终如其平生

所愿，葬在杭州西泠桥畔，墓碑镌刻

着孙中山为秋瑾亲笔书写的“巾帼

英雄”题词。

再说说审问秋瑾的山阴县令李

钟岳。他因“庇护女罪犯”被革职。他

离任时，绍兴士绅和民众百人，乘船

数十条，送他距城三十里的河桥，依

依不舍。

辞任后的李钟岳住在杭州的

家里，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一

句 话 ：“ 我 不 杀 伯 仁 ，伯 仁 因 我 而

死。”秋瑾那副“秋风秋雨愁煞人”

的遗墨也被他带了回来，经常注视

吟诵，泪流满面。

就 在 秋 瑾 就 义 三 个 月 后 ，李

钟岳趁家人不备，悬梁自尽，时年

53 岁。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清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选庶吉

士，授翰林编修，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林则徐是一位实干的官员，事必躬亲，

从政勤勉，曾多次参与领导兴修水利、

治理水患。

道光四年（1824）年底，江南高家

偃十三堡决口，洪泽湖水外注，山阴、

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

泰州、兴化、盐城、阜宁等地均被水

淹。与洪泽湖相连的淮河，是漕运的

必经之道，高家堰决口更是引起淮河

水位的下降，造成“黄强淮弱，漕艘稽

阻”，清朝廷为之震惊。道光五年三

月，鉴于南河总督治理水患不力，道

光帝将其撤职，并下特旨，命正在家

乡为母守丧的林则徐“夺情”，赶赴南

河督修堤工，修复水毁工程。

林则徐一到治河工地，首先想到

的是要洞悉水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

料，他放下行李便前往现场调查研究，

由六堡迤南逐段验勘到十三堡决口，

又由十三堡迤南查到山盱厅的古沟，

复由古沟迤北看工至堰、盱交界的风

神庙，再由风神庙迤北到高堰十四堡，

最后折回六堡，前后考察了十余天。

林则徐沿途都是驻进工地，与属

下和民工一起座谈，了解到了许多实

情，“与僚佐孜歌讲画，毫无倦容”。林

则徐返回六堡寓所后，继续往迤北或

迤南一带调查，是“昧爽视事，夜过半

方息”，迅速拿出了工程方案。

施工过程中，林则徐仍是一丝不

苟，连下雨天也坚持到现场查工，素

服徒步于泥泞之中，修堤的民工还不

知道这是一位三品大员。由于林则徐

科学决策，亲自督办，数月之后，堰工

终于告竣。

此后，林则徐又先后到湖北、湖

南、江苏等地任官，都十分重视兴修

水利。道光十年任湖北布政使时，正

值荆州发大水，林则徐到任才三个

月，“始而抚恤灾黎，继而勘办蠲缓，

近乃修筑堤防”“殆无片刻之暇”，很

快治理了水患。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由于林则徐

成绩卓著，办事细心可靠，道光帝擢

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

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

的修防事务。林则徐上任后，正值隆

冬，天寒地冻。考虑到冬季运河水位

低，适于搞河工。为了来年漕运畅通，

林则徐立即督促沿河两岸所属各厅

汛，立即组织刹坝挑河，插锹兴工，并

令山东、河南两省黄河地段属吏防备

黄河上游的积冰冲击堤岸。

命令下达了，林则徐深知河工的

弊端：以往管河官员多贪污河工款

项，中饱私囊，而置沿河百姓安危于

不顾，虽然朝廷屡屡拨款，而收效甚

微。为铲除往日弊端，把这次冬季治

运工程做好，林则徐又亲赴运河各工

段查验和调研。

前后半个多月，通过实际考察和

了解情况，林则徐“绘全河形势于壁，

孰夷孰险，一览而得，群吏不能以虚

词进，风气为之一变”。考察中，他发

现一汛主簿督工不认真，河床挖得东

深西浅，就将他摘去顶戴，责令重新

督工展宽，并视改正情况决定去留。

接着，林则徐又冒着严寒到河南

东部查验黄河两岸河防各厅的料垛。

料垛是用高粱秆子、杨柳枝和泥土混

合而做成的垛子，是抗洪堵口的首要

物料。然而这首要物料竟然成为河工

的首要弊端。很多官吏贪污即从此入

手，他们想出许多花样，或将秸料架

井虚空，用朽黑腐烂的秸料充塞，或

以新盖旧，表面用些新料，名曰：“戴

帽”；或索性减垛，以大量谋取私利。

如此，则严重影响了抗洪堵口质量，

形成了豆腐渣工程。

林则徐徒步走遍所属十五厅，将

数千料垛一一查验，对每一料垛都量

其高宽，核其丈尺，并观其新旧虚实，

有松即抽，有疑即拆。凡是发现弄虚

作假者，一律严惩不贷。还查出了一

些玩忽职守致使料垛失火者，也一律

予以严惩。林则徐正是以这种实干精

神扭转了河员欺上瞒下的坏风气，在

他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冬季治理运

河工程。

道光帝对此很是感慨，他说：“动

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做官皆当如

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

据《北京青年报》

1910 年 11 月 12 日，华罗庚出生

在江苏常州金坛的一个商业小家

庭。华罗庚的父亲在当地开了一间

杂货店，母亲是中国传统家庭的贤

惠女子。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 40

岁了，中年得子的夫妇俩十分欣慰，

为了给儿子祝福，夫妻俩用当地人

的习俗，将儿子扣在两个箩筐内。华

罗庚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仔细

听来，“罗庚”与“箩筐”的读音比较

相近。

华罗庚上小学时，有一次一个

老师对新上任的老师介绍学校情况

时，说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

的孩子，多数是笨蛋。这话深深刺痛

了华罗庚的心，他决心要以优异的

成绩回敬这位老师。一天，数学老师

出了一道有趣的难题给大家：今有

一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

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为几

何？全班同学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华

罗庚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是

23！”全班震惊，老师也点头称赞。从

此他爱上了数学课。

1979 年，华罗庚应邀到英国讲

学。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学者

来到华罗庚面前敬酒，突然，她扬声

问道：“华教授，您不为自己当初回

国感到后悔吗？”面对这位女学者不

友好的提问，华罗庚坚定而又礼貌

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

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

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舒服，活着不是

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铿锵有

力的回答掷地有声，爱国的挚情溢

于言表。

这就是华罗庚，放弃了国外的

优 渥 条 件 ，毅 然 回 到 祖 国 参 加 建

设，他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在当

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写给中国

留美学生的一封信，至今读来仍振

聋 发 聩 ：“ 梁 园 虽 好 ，不 是 久 居 之

地，归去来兮！”

据《人民政协报》

林则徐治水
刘永加秋瑾就义后,曾安葬在“槐庭”后山

温琳

华罗庚的
爱国情怀

刘兴尧

秋瑾雕像 网络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
强年 通讯员/熊兰） 近日，我省

水利厅发布 2023 年湖南 10 个河湖

管理典型案例，天元区废弃网箱非

法占用水域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其中。

基本情况

2023 年 5 月 18 日，省总河长会

议暗访片曝光“株洲市天元区三门

镇湘江河汊水域内多个废弃养殖网

箱未清理上岸”问题。2023 年 7 月，

天元区在“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作用下，以“检察建议+河长办组织

协调”方式督促农业农村、水利等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联动执法，督促退

养养殖户自行拆除了侵占河道近十

年的废弃网箱，清理占用河道 1140

平方米，消除了湘江河道行洪安全

隐患，恢复了河流天然水域。

整治情况

经调查核实 ，该废弃网箱是

2014 年当地三户村民在政府部门

的政策支持下建设的，占用河道

1140 平方米水域从事养鱼。早在

2019年，因投肥养殖导致水体富营

养化，该水域 3 家网箱养殖户在区

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的督促下停

止了养殖，但 5 处 76 口废弃的钢架

网箱未拆除清理上岸。同年三门镇

镇级河长巡河发现该问题，多次责

令养殖户自行拆除，但养殖户一直

拒不配合。

2023 年 3 月，水利部交办我省

一批河湖遥感图斑疑似问题，其

中包括该问题。经核实后，天元区

河 长 办 基 于 该 问 题 整 改 的 复 杂

性，于 4 月 27 日启动“河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向天元区检察院移

送该问题线索，商请合力解决废

弃网箱处置问题。4 月，省河长办

在拍摄暗访片过程中也发现并曝

光了该问题。

5 月 15 日起，经株洲市检察院

指定，天元区检察院陆续对农业

农村、水利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立

案调查。5 月 25 日，天元区检察院

分别向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

发出检察建议，株洲市检察院同

步 向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发 出 检 察 建

议，建议上述部门分别依职责督

促拆除废弃网箱，并加强部门协

作，开展常态化巡查监管，对类似

问题及时发现处理。同时，天元区

检察院将检察建议书抄送天元区

河长办。

随 后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水 利

局 、三 门 镇 镇 政 府 就 如 何 依 法

拆 除 废 弃 网 箱 问 题 召 开 了 联 席

会 议 ，达 成 了 一 致 意 见 ：为 不

激 化 社 会 矛 盾 ，暂 不 启 动 执 法

程 序 ，先 由 三 门 镇 镇 政 府 与 养

殖 户 进 行 沟 通 ，督 促 养 殖 户 在

7 月 15 日 前 自 行 拆 除 ；如 拆 除

协 议 不 能 达 成 ，再 依 法 启 动 执

法 程 序 。

7 月初，天元区检察院现场督

查发现废弃网箱拆除工作进度缓

慢，遂与三门镇镇政府进行座谈，

了解到主要是养殖户因补偿问题

未达成一致，配合工作的意愿不

高，于是将相关情况反馈天元区河

长办。天元区河长办与区农业农村

局、三门镇镇政府进一步协商，并

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金，对养殖户

进行一定补偿，养殖户最终同意自

行拆除网箱。

7 月底，养殖户如期自行拆除

了废弃网箱，消除了河道行洪安全

隐患，恢复了河道天然水域，这一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典型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当地农

业、水利部门存在监管缺失，造成

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湘江河汊水

域内三户村民违法占用水域从事

养殖的事实。在问题整改推进中，

天元区充分发挥“河长+检察长”

协作机制作用，区河长办与检察

院密切沟通协作，组织协调各方；

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农

业农村、水利等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联动执法，维护公共利益，助

力消除湘江河道行洪安全隐患，

恢复河道天然水域，工作方式值

得借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刘岭

以老百姓需求为出发点，石峰区一

张网推进河湖管护工作。水与岸、城与

乡，物防、人防、技防、协防“四防”联动，

该区为河湖生态拴上多重保险，水生态

环境持续向美、向优。

“通过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监管、

全社会参与’的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好健

康水、美丽水、幸福水，持续增强老百姓

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石峰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区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张志

峰说。

如今，石峰区水域水质持续向好，湘

江石峰段水质持续保持或优于国家Ⅱ类

标准，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区

污水处理厂产生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全区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守好健康水夯实安全感

8.8公里的湘江石峰段水清岸美，辖

区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成群的白鹭

悠闲飞翔。这其中，2.3 公里的河道属一

级饮用水源保护地。今年 4 月以来，石峰

区通过“四防”联动，织密加固饮用水安

全防护网。

在石峰区一级水源地专项整治工作

群里，每天都有巡逻打卡的信息。白班

（08：00至 16：00）、晚班（16：00至 24：00）、

夜班（24：00至次日 8：00），该区河委会成

员单位与街道、社区联动，三班倒开展包

括破坏隔离护栏、沿河违规垂钓行为、违

规排放污染物等各项问题巡查。

“水生态更好了，鱼儿越多了，一到

周末，不少钓鱼爱好者到这里来。之前安

装了防护围栏，竖立了警示标牌，但仍有

部分市民视若无睹，非法闯入。”石峰区

河长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龙慧英介

绍，经过加大巡逻频次，如今这一带钓鱼

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按照属地管理责任要求，沿线的街

道守护担责，守水尽责。响石街道办除了

要求干部职工轮岗巡逻外，还发挥社区

群众力量，构建全民河湖格局，让管护变

得有效、长效。“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积

极主动，有的每天坚持巡河劝导前来垂

钓的人，有的参与河湖岸线净滩和清四

乱问题整治行动，政府与百姓一起来守

护饮用水安全。”响石街道河长办工作人

员文凯说。

64 岁的冯月娥退休后就加入了社

区网格员队伍。每天早、晚，她和老搭档

谢爱诚一边散步，一边巡河，看到有人在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垂钓，她就走上前

劝导，“湘江是我们的母亲河，需要人人

出力共同保护，我也是为我的家人喝上

安全干净的水而出力。”她说。

截至目前，石峰区累计派出巡查人

员约 2500 人次，劝导阻止钓鱼上千人

次，修复护栏 3.5 公里，收缴（临时）钓竿

渔具 17套，立案处罚 7人，累计罚款 2000

余元。

打造美丽水增强获得感

石 峰 区 龙 母 河 荷 叶 塘 干 渠（学 林

段），排口排污问题已整改到位，并通过

省、市河长办的验收。记者走访发现，沿

线居民的生活污水经三级物化法处理达

标排放，杂草丛生的岸线经过修整铺上

景观绿色植被。有当地居民说，以前这里

为人诟病，如今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散

步休闲地。

根据 2023 年省总河长办暗访片曝

光的问题：龙母河荷叶塘干渠（学林段）

因多个小区生活污水通过提升泵站直排

农田区域水沟，造成污物淤积，水体发

臭，污水排入龙母河等情况。

以问题为导向，石峰区对提升泵进

行检修，对原有污水进行抽排，对提升泵

站调蓄池及污水管道进行了清理，对溢

流口下游的排水沟及龙母河排口进行清

淤，同时采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已经完成

被污染的约 150 米沟渠清理，清理污泥、

淤泥约 150 立方米……经过有力整治，

让黑水变清水，臭水沟变美丽河。

一条条河、一个个湖，不仅仅是群

众眼里的一道风景线，还寄托着群众的

乡愁和获得感。大到区级河长管理的江

河湖、小到乡级、村级河长管理的水库，

石峰区从治水的广度、力度、深度着手，

对辖区“一江三港十三水库”提档、提

效、提质。

今年以来，该区围绕“山水林田湖草

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思想，科学制

定“一河一策”“一河一档”，以河长制促

河长治，统筹推进水底、水面、水岸“三位

一体”协同治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城市与乡村同步管护，生态河道全面

向好。

探索财富水提升幸福感

走进石峰区铜塘湾街道长石村，映

入眼帘的是乡村文化休闲广场。广场上

有健身器材、幸福书屋、集中供水示范站

相得益彰，有俊年靓女悠闲散步，有村民

挑着扁担将一桶桶直饮水挑回家。

“我们将河长制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结合起来，提升村庄环境品质，建设宜

业宜居乡村，同时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让群众享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福

利。”长石村党支部书记贺碧文说。

在长株潭绿心区的石峰区龙头铺街

道蛟龙社区丰塘水库，湖光山色交相辉

映，白鹭人影相得益彰。近年来，当地一

边保护长株潭生态绿心，提升乡村水生

态环境，一边实施生态与农旅融合探索，

打造“身边的文旅小镇”，先后摘获“全国

文明村镇”“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点”等

“金字招牌”。

“我们把河长制与文旅融合，将在丰

塘水库、胜利港、雷打坝生态水域打造生

态农场、家庭民宿、体验基地等，逐步完

善周边景观工程，建成集农耕文化推广、

饮食消费、休闲娱乐、户外拓展等综合性

的休闲基地，吸引周边城市居民‘近郊

游’‘自驾游’。”蛟龙社区党委书记彭加

丁介绍。

以水为笔，绘就水美乡村画卷，借水

点金，探索“金山银山”新路子。石峰区探

索“河长制+产业”的模式，探索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共生共赢的模

式，以河长制助推乡村振兴、以河长制推

进产业绿色升级。

清水塘片区在完成冶化产业退出

后，在新产业导入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成功引进科技文化未来中心、国际

会展中心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落户注

册新业态企业上千家。田心片区紧盯轨

道交通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发

展方向，推动企业生产工艺全面升级换

代，有力推进了园区减污降排。

天元区侵占河道整治
入选省河湖管理典型案例管好“三水”提升“三感”

——石峰区河长制助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响石岭街道办事处组织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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