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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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说

散文

梅花开了
贺文举

红豆生南国，彤彤挂梢枝。路人忒埋汰，此物最

相思。已是隆冬，数九严寒，红豆早已随伊人销声匿

迹……既然红豆没了，那就用梅花替代吧！

早早就来到了梅花岭，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山村。

三十多年前，我驻过这个村庄，在这里从事扶贫帮困

工作，因此结识了梅花姑娘。

正是梅花盛开的深冬，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早上

起来推开房门，眼前一片银海，罗霄山脉覆盖在皑皑

白雪之下。我踏着积雪，爬上了梅花岭，欣赏江南山

村难得的雪景。她也来了，是从山背爬上来的，喘着

气，嘴上冒着白烟。头发墨黑墨黑的，扎着两条粗粗

的辫子，脸蛋圆圆的，白里透着红润，酷似一朵璀璨

的梅花。她说她名叫梅花，喜欢梅花，与梅花生活了

十八年。喜气，可爱！我的心怦然跳动，莫非我遇到了

心仪的女人……接下来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开始了

人生的第一次恋爱，梅花也是第一次。

扶贫帮困的时间只一年，翌年冬天，我撤回了市

里。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回城的第三天，传来噩耗，梅

花为“五保户”送棉被，不幸掉下了悬崖。

血！在我心里流……

今天是梅花的忌日。我站在梅花的墓前，九百九

十九朵梅花捧在手，鲜红的梅花啊，红得热脸，红得

可人！心潮澎湃的我，一种莫名的落寞油然而生，昔

日的梅花再也不会调皮地抢我的梅花了，如同南国

红豆一样，消失在苍茫的大地，梅花岭虽小，寻找起

来宛若大海捞针……

埋了吧，埋在她的墓边。

我捧着梅花至墓边，寒风凛冽，嗖嗖刮在我的脸

上，像是刮肉一样，刮着我脸皮痛在我的心里。

坑挖好了，把梅花放进去，泪珠不停地泻在花儿

上，一如心血在滴，滴出来线线彩虹！

我默默地手捧泥土，一棒沙子一棒泥土将花儿

覆盖……慢慢地站立起来，远眺村口，想起桃花盛开

的时光。

《红楼梦》里黛玉葬花，如今我为梅花葬花……

身边有个
“三大队”

彭真

最近，电影《三大队》火爆热映，这是一部从刑警

队长程兵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讲述坚守初心、追求

正义的群像故事，发人深省，感人至深。无独有偶，在

株洲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三大

队”，大队积蓄着一群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有纪

律的年轻力量，为了职责使命，同样地无惧风雨，前

仆后继。

电影中，程兵等人在查案过程中导致一名嫌疑

人意外死亡，五名刑警被判入狱。出狱后，程兵等人

以普通人的身份继续追查另一嫌犯，历经 4 年，辗转

6 省，终于在案发 12 年后抓住真凶。程兵和同事们所

表现出的“我执”的人生态度，历经千辛万苦，百折不

挠，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是他们忠于信仰、忠于使

命、忠于人民的具体表现。

有信仰，是人民警察最本质的要求。戒毒民警常

年在高墙大院内默默付出，不被外界所关注，需要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提供力量源泉。在株洲所三大队，大

队长向群就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在人民警察战线

上执着前行的典型代表。“老婆，我出门了，这几天外

面流感比较厉害，我在队上待几天，晚上就不回来

了。”天刚蒙蒙亮，向群就和家人简单交代几句，急匆

匆地出了门。

他确实“急”，三年疫情刚过，紧绷的弦都还没来

得及放松，今年冬天的流感又来势汹汹。监管场所人

口密度大，戒毒人员体质弱，最怕群体性感染。这不，

为切断病毒传染的途径，疫情期间最长封闭值班 48

天的他再次带头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今天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这

句话成了他最近的口头禅。每天安排部署完工作后，

他闲不下来，逐个测量体温，背着喷雾器走遍大队的

各个角落，关心偶有感冒发烧症状的戒毒人员的病

情发展……这些，仅仅是他为维系大队安全稳定、戒

毒人员身心健康而忙碌的一个侧影，更是他十七年

来的工作日常。

电影中的三大队业务能力精湛，株洲所的“三大

队”同样优秀。你想象过戒毒所内还能办婚礼吗？你

听说过在株洲有个“妈妈戒毒联盟”吗？你知道在石

头上画画，能够缓解心理压力吗？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情，在三大队都已成为现实。2023 年 3 月开始，大队

为了畅通民警与戒毒人员之间的沟通渠道，促进警

戒关系良性循环，探索性开展了“戒毒周记”的年度

活动。由戒毒人员每周在日记本上写下心得感悟，提

出建议与诉求，大队民警查阅后写下寄语并进行分

类整理，制定针对性帮扶举措。

“我想给家里孩子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在这里过

得很好，鼓励她安心高考。”戒毒人员王某在戒毒周

记上留下了这样的诉求。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大队民

警携带王某的家书对他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走访慰

问，转达了这一份嘱托。临别时王某的女儿特别录制

了一段视频，约定来年金秋十月，由王某送她走进大

学校园。王某在观看视频后红润了眼眶，哽咽道：“没

想到周记上的只字片语，民警真的放在了心上……”

一种使命、一份责任，将电影照进现实。不一样

的株洲所“三大队”，有着同样的“精彩”。

关于株冶医院
与周医生的回忆

汪良珠

进入冬季，太阳的温暖把人们从楼房里召唤出

来，被寒冷笼罩了几天的小区里又充满了生机。孩子

们在空地上欢快地追逐、打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

海阔天空地谈论着。人老了，就爱回忆往日的美好。

这几天，又有老伙计住院了，健康、医疗问题于

是成了他们闲聊的“主旋律”。株洲冶炼厂的主生产

区搬到了衡阳水口山，职工医院也剥离、改制成了民

营医院。但是，老人们看病、住院还是首选改制后的

医院——除了距离近、方便，更主要的是，在老人们

心中，不管曾经的株冶医院如今叫什么，它总是人们

心中“自己的医院”。

今天，他们回忆起了当年医院的一些医生。锌电

解工老任说，那时候分到职工医院的医生，许多都是

医学院毕业的，看病认真、仔细。其中，有个年轻妹子

周亚庄，除了看病，还搞研究呢！

周医生在五官科时候，每天一大早，就一个人跑

到湘天桥市场后面的屠宰场，找屠夫们收集猪眼睛，

拿回去认真研究。屠夫们看她一个年轻姑娘天不亮

跑到屠宰场这种脏兮兮的地方，就说，“你不要这么

早，我们留给你。”周亚庄说，来得晚了，猪都冷了，猪

眼睛的状态离活着状态太远了，没什么参考价值。屠

夫们第一次遇到这么认真的医生，为了给她照亮道

路，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们杀猪时，都把门打开，

让灯光透出来照亮外面，方便周亚庄辨认道路。

由于屠夫们的宣传，湘天桥蔬菜市场里，许多经

营户都知道株冶医院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周医生。职

工、家属都爱找她看病，她总是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病

人。我在电解槽上工作，温度高、酸雾大，一双眼睛被

酸雾熏坏了，经常发痒。周医生除了开药治疗，还告诉

我工作过程不要用手擦眼睛，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洗

脸、洗手，还要我告诉其他同事。隔了一个礼拜，我到

医院，周医生又问我：“你们电解槽有通风设施吗？通

风效果好的话，可以大大减轻酸雾对眼睛的伤害。”

电工顾师傅说，大部分医生对民间的一些治病

方法都不屑一顾，可周医生不一样，每每听到病人说

到一种有效的“土办法”，她都会认真记下来，并把口

述者的地址和电话也记下来。她说，不一定会采用这

些“土办法”，但是，要琢磨琢磨这些土办法治病的道

理。

有一次，顾师傅看病时遇到一位婆婆，她告诉周

医生：她家孙女受了风寒、肚子痛，她按老办法烧热

一个陶罐盖子用布包了，给小姑娘在肚子上反复地

推，病情减轻不少。周医生说，这次经过检查确实是

受了寒，这个方法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不经过检查、

确诊，就盲目地采用这种办法，就可能会贻误治疗时

机。从前，检查技术缺乏，人们不得已采用这种简单

方法。以后，还是采用现在的科学方法为好。

株冶生产区是个粉尘、酸雾非常重的环境，职工

们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尽管有各种保护措施，也

不可能杜绝环境对身体的影响。电工魏师傅说，他到

周医生那里看病，经常听到周医生告诉别人：佩戴好

口罩、多吃株冶食堂的扣肉和猪血。

魏师傅告诉几位老邻居，“吃东西还能防病、治

病，我都是在周医生办公室知道的。那次，她告诉我，

食堂的扣肉、猪血都是结合我们厂生产环境特点的

菜。”

魏师傅还说，有什么健康问题找周医生，她再忙

也会帮你解答。如果她要查资料解决，就会写个条子

告诉你，哪天她会上班，可以再来找她。

仙境神农谷
明腾

在我的家乡，株洲市炎陵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古老

而神秘的地方，有一个听来就让人神往的名字：神农谷。

神农谷，就像深藏在湘东大山深处的一块璞玉，以

前不为人知，后来被政府开发为旅游地，建成景区。

我曾两次到过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第一次是十多

年前的初夏，那次全家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旅游后开车返

回长沙，从江西到湖南的 G220 国道蜿蜒盘旋，多是盘山

而行险要而绵长的下坡路，进入炎陵县境内之后，路边

指示牌显示左边进去几十公里有一个旅游目的地叫神

农谷，我看时间允许，马上就拐上这条省道向神农谷进

发了。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炎陵县东北部的十都镇，

森林覆盖率达到惊人的 98.75%，境内有落水源瀑布、珠

帘瀑布、树抱石、黑龙潭、桃花桥、石板滩、龙潭天河、万

阳河峡谷风光、神农飞瀑等景点，园内林海茫茫、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沁人心脾，被誉为“亚洲第一氧吧”，是享誉

湖南省乃至全国的休闲度假胜地。

那次随性而游神农谷，本想深入幽谷深处，感受一

下盛夏的清凉，原始森林的清幽，以山溪的清泉洗去人

间铅尘，以瀑布下的负氧离子洗净肺腑的附灰，以满山

的浓绿净化浮躁的心灵。却不料初夏之时，大山深处竟

也十里不同天，才进大门左拐，刚远远听到珠帘瀑布那

隆隆的水声，甚至已看到飞流直下的银河，天却忽降暴

雨，雨帘密不透风，而且哗啦啦几十分钟不停息，也可能

是神农始祖认为我们随意转入，不够虔诚，最后只好带

着遗憾打道回府。

十几年后，再游神农谷，选择在金秋十月。这次做好

充分准备，不像上次那样走马观花了，而是由四个家庭

组成一个车队，利用周末时间，住进景区内，来一次快乐

的秋游。

都知道这里是避暑胜地，却不知这里的金秋更为惊

艳，让人深深陶醉。

秋季的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犹如神农始祖在此打

翻了一个调色盘，浓墨重彩泼在群峰之表、高山之巅。一

入深秋，这里林深谷幽，层峦叠嶂，原本青翠的植被，经秋

霜染上了颜色，香樟及杉林依然翠绿，栾树和银杏叶透出

明黄，簇簇秋枫却是满树的鲜红……这一切，宛如一幅巨

大五彩斑斓的油画，给你一场金秋独有的视觉盛宴。

我站在客栈窗前，醉人美景一览无遗。远望，神农谷

里的原始森林植被在绿色与金黄色彩之间交织，恰如给

大地铺就了一张色彩斑斓，绵延不尽的地毯；近处，缕缕

金阳透过枝丫洒落下来，宛如进入了童话世界，美到无

法用言语形容。这时候，不管任何角度，拿出手机随手一

拍，都美不胜收。

除了有层林尽染的原始丛林，神农谷境内掩藏着的

大大小小的瀑布群是必须打卡的。

车于仙境驻，人在画中游。我们来到离客栈不远的

珠帘瀑布，深秋时节，这里也并未出现“水枯石瘦”的景

象，在震耳欲聋的轰响声中，只见高达数十米清白的溪

水，从山涧石岩间飞流直下，水花飞溅，腾起白茫茫的水

雾，辉映着秋日金阳，幻化出一道美轮美奂的七色彩虹

横跨山涧，壮观而又震撼。空气中大量的负氧离子，带着

浓浓的原始森林的气息向你扑面而来。张开双臂，怡然

吐纳，大口呼吸，清凉的水汽沁人心脾，仿佛一下就能洗

尽肺腑铅尘，直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归。

再往前走，来到一个名为“树抱石”的景点，一株野

生钩栲树蕴含着神农谷的灵气，树下紧紧抱着一块巨石

顽强生长，树龄已超过 1500 年，一直枝繁叶茂，盘根错

节，生机盎然。这里也被视为祈福圣地，树下挂满了游人

留下的红色祈福绶带。在这里，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愿，挂

上祈福香包或祈福卡片，许下平安美好的愿望，相信神

农氏的神力会让我们的愿望成真。

四个家庭分住四间大房，不是旅游旺季，价格也很

实惠，客栈的伙食也具湘东特色，味道鲜美，吃来唇齿留

香。客栈老板热情周到，还主动派出女儿当起免费导游。

两天时间，基本游遍了主要景点。晚归后与老板闲谈，说

如果早一点来，还能赶上当地特有的炎陵黄桃。原来，依

托生态优势，十都镇近年来致力发展水果产业，以炎陵

高山黄桃、高山柰李、高山新世纪梨为首的水果品牌成

为享誉省内外的“甜蜜产业”。

离别时，我们欣然表示：明年的黄桃收获季，我们一

定会再组队重游神农谷！

造车记
刘正平

那年，高考落榜，回到生产队里劳动，正赶上夏收后

送公粮。刚刚走出校门，每次只能挑六七十斤谷子，送往

十几里外的国家粮库。

看着有的人用独轮小车，一次能运送两三百斤谷

子，挣的工分是我的三四倍，眼馋死了。当夜即去下屋生

产队的堂兄家。求人的事自然难以启齿，舌头忽然变得

有些僵硬：“哥，想借——借——一件东西……”

他豪爽地把手一挥：“只要我有的，你尽管说。”

成功在望。我心里透过一股暖流，便凑近前去：“借

你的车使两天。”

“这就不行了，我们正在送粮哩……”

他们队明明早已完成了送粮任务。他真有能耐，讲

谎话脸不发红心不跳。我只能又转到姑妈家。姑父是个

直肠子，立马回绝：“借啥都好说，这个东西就借不得。置

辆车子难上难，你摔坏了怎么办？”

那时太穷。就那么两根粗大的稍呈弧形的车杠和几

根小木方榫合的车架，套在一个木轱辘上的独轮小车，

却很少农户置得起。

仍不甘休。第二天，去找一个老同学。登上他家禾

坪，便见屋角旁露出两根光溜溜的车把儿，我心里平添

了几分底气。高中三年，我俩同住一间寝室，两人很要

好，应该不难借。

碰得不巧，那同学不在家。他爹不待我说完，就答道:

“你早点来就好了，刚被我郎(女婿)推去了。”

连吃三次闭门羹，我铁下心，一定要做一辆独轮小

车。可哪有木材呢？虽然周边都是小山丘，但早被砍柴

的人们剃了光头。冥思苦想好几天，才想到了远在二十

几里外的姨老表。那里是林区，应该不难找到做车子的

材料。

表哥也犯难了：“老弟，我们也是坐在井边没水喝。

砍伐木材要县林业局分配的砍伐指标。社员要砍一两棵

树家用，都要写个报告磨破嘴皮缠着大队去批。”

完了完了，别无他法了。表哥见我满脸沮丧，心里过

不去，咬着我的耳朵说：“这事儿急不得。到时候，我去山

上偷一根树筒子给你做车杠。”

那就好了。车杠是小车的主体。两根车杠的大小、弧

度要一样，只有将一根六尺长的树筒子从尾到头逢中锯

开，才能完全对称。至于其他做车架的小木方，都好说，

山里人成天拿着当柴烧。

割罢晚禾，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又进山去。表哥

已将一截梓树筒子锯成两块，还帮我备好了其他小木

料。我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

我情不自禁地搂着他的肩膀：“哥，你是个大好人。”

“莫高兴得太早，是不是你的，还没个准哩。”

“又咋啦？”

“你没看见这一路几个林业检查站。叫他们逮住，且莫

说木材了，还要吃官司。一根细麻绳将你捆起，送派出所。”

吓得我脊背发凉。哥劝道：“你莫急。早早睡下，等到

半夜，我们绕路走。”

吃了晚饭，他便走进了卧室。这家伙真会睡，倒下床

就打呼噜，像拉风箱，渐入高潮，鼾声如雷。

凶吉难卜，我却咋也睡不着，在床上连连“翻煎饼”。

迷迷糊糊间，被他从床上揪起来：“走走走，月亮西斜了。”

阴冷的月光下，他竖挑着两块车杠走在前面，乍看

起来，就像掮着两支长枪。我挑着棍棍棒棒跟在后面。走

出山冲，前面一栋小房子里透着浊黄的灯光，这是大队

林管站。他低声嘟哝道：“死三麻子咋还没睡哩。”三麻子

是他们大队的林管员。我俩悄悄地脚尖点着地面，不声

不响地从屋跟下走过。

从林管站往前走了五六里，哥哥那挑子“长枪”松了

架，他只好重新捆绑。我便走在了前面，突然他从后面追

上来，捉住我肩上的扁担：“前面就是公社竹木检查站，

你送老虎口里去呀。”

我俩即撇开大路，绕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兜了一个

大圈子，才躲过了检查站。

也因贫穷，那时盗砍木材的人太多。林区到处戒备

森严。沿着小河边的公路，约走了半个小时，进入一个

隘囗，两边是陡峭的石壁，县检查站的三间小平房就搭

在小河旁，没有路可绕过去，只好勾着腰走在河槽里。

好在是枯水季节，河里无水，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裸露

的鹅卵石。突然屋里跑出一个壮汉，我俩赶紧钻入江岸

下的茅草丛中。雪亮的手电光抹着头顶茅草的叶梢扫

来扫去。他在禾坪里站了好一阵，没发现什么动静，才

嘟哝几句，进去了。

有惊无险，终于闯过了关口，平安回家。造好车，正赶

上大队修水库，从两里路外的一座石山上取石筑坝基。

看事容易做事难，原来这小车也不好使。平地还比

较顺溜，一遇上坡，只好互相帮扶：一人将绳子搭在肩膀

上，使劲往前拉，肩胛处勒进一个深深的凹槽；一人把着

车把儿在后头推，一步一咬牙，一步一挣扎，腿肚子发

抖，脚板儿一陷一个窝，汗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还老翻车，稍一走神，没把车杠把儿握好，车便侧翻

在地。弄半天才能把石块重新装入车篓里。好在是石疙

瘩，如果易碎物品，就真正的“鸡飞蛋打”了。

后来，有很多年，我常望着偶尔进村的汽车想，什么

时候我也能有一辆这样不用推、拉，自己能跑的车呢？

神农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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