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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廉”说栏目，向社会广泛征集文艺作品（散
文、随笔、纪实、评论、小小说等）并择优刊登。栏目
围绕“廉洁文化”主题，弘扬清风正气、厚植廉洁底
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讴歌廉洁人物与事迹、挖掘
清廉家规家风家训背后的故事，以及与廉洁文化建
设相关的健康向上、格调高雅、思想性和艺术性兼
备的各类作品。字数以 1000-1800字为宜，稿件
请发送到475047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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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为民的龙思见
龙新田

祖籍攸县槚山的长沙西园龙氏，清末时期享誉

三湘四水，一门三代有四人名列《湖南省志》，与曾国

藩曾家齐名。而从槚山迁往长沙居住的西园龙氏祖

上第二代传人叫龙思见，他勤政为国为民，融合闽湘

文化，晚年以身殉职。

龙思见（1720—1788），清乾隆丁卯（1747）科举

人，任福建监大使，升福建建宁府政和县知县，署

泉州府马家港，覃恩诰赠光禄大夫，入福建省志宦

业志。

龙思见自幼聪颖，就读于父亲龙潘门下。龙思见

幼时，龙潘嫌山乡比较闭塞，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便

携全家大小徒步三天，来到长沙白泉铺定居。

到长沙后的龙思见 15 岁考取秀才，27 岁中举。

然后命运不济，十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未考中，此时

他年近半百，大好年华都被科举耗尽，于是他放弃功

名考试，参加吏部部选，走上仕途。1787年，龙思见任

福建政和县知县，开启了闽湘人文交流。

攸县别称攸州，地处湘东，境内群山连绵，俊峰

秀林，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壤肥沃、遍栽柑橘。橘

果可食，橘皮则可加工成陈皮，入药泡茶，具有理气

健脾，燥湿化痰之功效。政和县境内崇山峻岭，河谷

纵横，亚热带海洋湿润气候，盛产白茶。自宋代以来，

政和白茶就成为朝廷贡茶产区。白茶有解暑，生津止

渴之功效，龙思见让政和县商人到攸县采购贮藏三

年的陈皮，与政和县十年的白茶相融合，加工成陈皮

老白茶，销路大开。

龙思见在泉州府任职时，政务繁忙，虽年过花

甲，可廉洁奉公，从不懈怠，以致积劳成疾。1786 年，

台湾发生动乱，以后乱军频频侵犯福建，泉州处于

前线，他身为知府，积极筹措军费，训练军队，保卫

疆土。筹措军费时，他将原配夫人胡氏的妆粉钱、副

室刘氏的金银首饰变卖，自己多年的积蓄全花进

去，致使家中生活拮据。他年近古稀，军务劬劳，起

早贪黑，带病巡视前线营防。巡防时，为免除轿夫劳

役，自己骑马，年纪大了，屡遭颠簸。好几次，他晕倒

在马上，好在属下及时发现，免其罹难。1788 年，当

他巡视至古田水口关防时，猝然发病逝世，为国殉

职，终年 68 岁。

当地人民感其政绩，特为他竖了一块碑，勒石

“甘棠遗爱”四个字，后来他的事迹入了省志。龙思见

为官两袖清风，殁后，其夫人胡氏带着六子一女寄养

朋友家中，由于生活所迫，只得忍痛将幼子送给别

人。龙思见逝世一年后，胡夫人终于筹措了路费，领

着全家将龙思见的灵柩送回到攸县安葬。

在清理爷爷的遗物时，偶然发现几张泛黄的剪报和几

本旧书。找人了解后才得知，曾经当村长的爷爷竟有过这些

与清廉有关的故事，这也成为他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与村里的歪风作斗争

农民出身的爷爷虽不识字却为人正直、敢做敢说。正

因如此，他被村民高票选为村长。

上世纪 90 年代的株洲县渌口村是富裕村，因赶上改

革开放好时代，村办企业林立，临街门面众多。爷爷当选

村长那年，村集体年收入有 20多万元。

正是因为有钱，村委吃喝之风严重。公款吃喝还一定

要配烟配酒，而且几乎每天都有镇政府和某些部门干部

来吃，村干部也乐此不疲，因为“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还有

利于工作”。

爷爷看不惯这种行为，一生贫苦的他深知，钱挣得不

易，要败却很快，而这些钱本该花在村民身上。

于是，爷爷在村里大会上宣布两条规定：村上报账他

要签字，要说明用处；除了因公必要接待，他不陪吃陪喝。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所

以吃喝照旧。但爷爷是认真的，从那时起，他一到饭点就

回家吃饭，一些人想找他吃喝，可根本见不到人。

当照旧吃喝的人拿票据、条子去报账时，爷爷以“不

是因具体公务，不是去解决村上事务”为由拒绝了，就连

村书记也不例外。

不是因公、没有花在村民身上的钱，一分都不报销，

爷爷认准这个死理。他的做法虽得罪了许多的人，却在一

年多时间里为村集体省下近十万元开支，他用这笔钱为

村里修路筑坡，把钱花在该用的地方。

村民的血汗钱一定要退

爷爷抓吃喝风，其实还为做一件“大事”。

当时渌口村有个村办瓷厂，是几百人三千、五千集资

建起来的，集资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钱也是东拼西凑借

的，只为靠瓷厂分红养家糊口。

瓷厂效益好的时候，一年为村集体带来几十万元收

入，但厂里吃喝风同样严重，一年里吃请送礼就要花十来

万元，而当时瓷厂一个工人的年收入才四千元。

花无百日红，瓷厂经营走下坡路，加之挥霍无度最终倒

闭，无力退还数十万集资款，而村里并不想拿钱填这个窟窿。

当时的三、五千元对农民来说是一大笔钱，于是总有

人提着茶油、鸡鸭找村干部想办法退钱，偶有人拿到钱，

而绝大多数只得到“等等看”的信。

爷爷说这是村民的血汗钱，砸锅卖铁也要退。他上任

后，花大力气厘清村集体营收、瓷厂负债情况，弄清了底数。

之后一边抓村集体收入，一边抓吃喝风缩紧开支，两年时

间，村账上总算有了足够的钱，于是告知集资人准备退钱。

听到这事，一些人提着东西往爷爷办公室跑、往家里

送。爷爷却对大家说，凡是送礼的一律不退钱，不送礼就能

拿到钱，并叮嘱家里人，不准收任何人的东西。众人莫名其

妙，却见没送礼的人果真拿到了钱，这才信了爷爷的话。

十多年后，早已不是村长的爷爷去隔壁乡讨要种菜

用的竹竿，有个农户看爷爷面熟，便问：“你是渌口村的老

廖吧？当过村长。”

爷爷说是的，问他怎么会认识自己。

农户则紧握着爷爷的手说：“十几年前你给我退的瓷

厂集资款啊！不记得了吗？今天你别走，我杀鸡宰鸭，你一

定要在我家吃饭。”

说实话，爷爷确实不记得他，但他始终记得爷爷，记

着这件事。而那顿饭，是爷爷因“村长”身份在村民家里吃

的唯一一顿饭。

把村民的事当自己的事

爷爷的遗物中有张《湖南妇女报》的剪报，内容是关

于村民更换户口簿、安门牌号该如何收费的官方答复。

当年，居民户口簿由手写登记改为印刷版，同时农村

有了门牌编号，因此要换新户口簿、装门牌号。但面对相

关费用，村民有的说不该收，有的说收得太高，还有的说

有搭车收费情况。而派出所则说钱是按规定收的，却未说

明是什么规定。

于是，换户口簿、安门牌号成了村里突出的矛盾。不

换，村民迁户上户、投递报纸信件不方便；换，这些费用又

不清不楚。

旁人看来，这十几块钱的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甚

至说村民现在不换、不安，随他们去，等他们感到办事不

方便时，就会主动要求搞了。

可爷爷不这么看，他觉得钱虽不多，却加重了农民负

担，如果真不该由村民出的钱，就算是一毛钱也不能掏。

爷爷较起了真，他四处了解规定，甚至打电话到省公

安厅咨询。当得知 1996 年 12 月 5 日《湖南妇女报》曾刊载

过类似问题的官方答复时，爷爷马不停蹄赶到县里邮政

报刊订阅处询问情况，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一份当日的报

纸，看到了相关内容。

满心欢喜的爷爷把报纸剪下来，写上“96.12.5日妇女报”

字样，随身带着，成为他对不合理收费说“不”的“尚方宝剑”。

从那之后，派出所收费规范了。而遇到不理解的村

民，爷爷也把这张剪报拿出来解释，做通思想工作，这种

矛盾就再没发生过了。

你知道吗，“电子人”不只出现在科幻读物中，在现

实世界里也存在过。

彼得·霍顿是一名英国人。在生命最后那几年，他

没有脉搏，没有心跳，也没有血压。如果把他连上一台

心脏监护仪，仪器上会一直显示一条直线。

可是他并非死人。在他的心脏里，有一个拇指大小

的电子泵，昼夜不停地把他左心室里的血液抽空，然后

送进主动脉，如此循环。电子泵连着一根电线，线路从

他耳后的颅骨伸出，连接一个带电池的控制器——那

是他生命的控制器。

彼得就靠这个电子泵，正常生活了七年半。直到

2007年，69岁的他因多器官衰竭死亡，而医生宣告他死

亡的方式，是把电子泵的电池拆下。

彼得是目前使用人工心脏活得最久的人。而他的

例子，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人类是有可能完全依靠人工

心脏活着的。

不搏动的人工心脏

彼得所使用的电子泵，名叫“贾维克 2000”，由美国

科学家罗伯特·贾维克在上世纪 90年代发明。

在那个年代，人工心脏基本都是作为心脏移植前

的过渡治疗。这是因为，重症心力衰竭患者在找到合适

的供体心脏前，需要安装一个心室辅助装置，代替病人

原本那个疲惫不堪、几乎不动的心脏泵血。

而当时的心室辅助装置都是搏动式的，也就是说，

人工装置会模仿心脏搏动的方式，把血液输送到身体

各处。

有些科学家发现，其实血管和器官根本感受不到

心脏的搏动，重要的是血液在身体内循环起来，而非

搏动。

“贾维克 2000”就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靠电

池驱动，体积小，也并不搏动，工作起来非常安静，发出

的噪声和振动极小。它会被安装在病人的左心室，泵内

有一个叶轮，以每分钟 1 至 1.2 万转的速度高速旋转，

泵出的血液达到每分钟 5升，跟正常心脏相仿。

在英国，申请供体心脏的患者需要经过严格审核，

心脏会优先移植给症状较轻的年轻患者，而症状较重

的老年患者，几乎不可能通过审核，相当于被判了死

刑。

彼得·霍顿无疑是后者。在手术之前，61 岁的他被

诊断出扩张型心肌病，心脏功能只有正常的 10%，稍一

用力就会呼吸困难，光是说话就能让他满头大汗。他不

能走路，不能平躺，睡觉只能用枕头垫着坐着睡。

医生认为，彼得只剩几周可活了。因此，当彼得了

解到有这样一个心泵存在后，他自愿成为“贾维克

2000”的试验者。

失去心跳的人

2000 年 6 月，彼得植入心泵，成了完全依靠电池活

着的“电子人”。

术后第 11 天，彼得就出院了。术后两周，他就可以

走上三公里的路。

慢慢地，彼得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参加了许

多为心脏慈善基金募款的活动，他甚至去爬山、飞到世

界各地开讲座。

但是，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电池。电池一天要更换两

次，晚上睡觉则要把身体连上电源。出门也要随身携带

背包，里面装着他的控制器和电池。

一年冬天，他外出购物时，突然感到头上一阵尖锐

的疼痛。原来是一个小偷抢走了他的背包——小偷以

为里面装的是相机。电线断开后，包里的警报器立刻发

出刺耳的声音，小偷吓得把包包扔下就跑了。

好心的路人把包包捡起来，还给了彼得，彼得摸索

着接好了电线，幸好断电的时间不长，没有造成严重的

后果。

彻底失去心跳，是一种什么体验？彼得说，他感觉

自己好像真的成为一个冷血的、没有心的人。对于他情

绪的变化，医生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医生认为，心脏确

实与情绪相关。比如一个人生气或害怕时，他的心跳是

紊乱的，而混乱的心率会激活大脑里控制刺激和兴奋

的部分；相反，一个人心率平稳时，大脑会产生相关的

物质，让你感到平静和放松。

而彼得的心脏不再搏动，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了他

的情绪。2007 年 11 月，靠电池生活了七年半后，彼得离

世。而彼得的情绪之谜，已无法解开。毕竟，彼得踏足的

是一片无人之地，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用人工心脏存

活了这么长时间。

数万心衰患者的希望

人工心脏的历史非常短。

1969 年才出现了第一台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在美

国的德克萨斯州心脏移植中心，一名 47 岁男性被植入

一个心室辅助装置，作为移植前的过渡治疗。这个人工

心脏只在患者体内待了 64小时，便被替换上供体心脏，

可是患者术后不久便因感染死去。

如今，心脏移植仍是重症心衰患者的主要疗法。每

年全球的心脏移植手术数量只有 5000 多台，而在殷切

等待一个合适的供体心脏的患者多达数万甚至数十

万。每年都有大量患者在等待中死去。

对于终末期心衰患者来说，人工心脏几乎是他们

唯一的希望。

2015 年 ，贾 维 克 心 脏 公 司 推 出 了 心 泵“ 贾 维 克

15mm”。它的直径只有 15 毫米，专门为小儿心衰患者

设计。可是，人工心脏的造价极其昂贵，光是设备本身

的费用就高达 19万至 22万美元。

而在国内，人工心脏的研发也在不断推进。目前，

有三款国产人工心脏，包括永仁心、苏州同心和火箭

心，都已获批上市。

2022年 7月，国内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在北京安

贞医院进行。患者是 47岁的张先生，他患有严重的扩张

性心肌病。术后一个月，张先生带着一个黑色的斜挎包

出院，里面装有人工心脏的体外控制器。

人工心脏的技术成熟后，心衰患者不需要再等待

某个善心的陌生人捐出他的心脏，而是直接求助于技

术，植入微型的人工心脏，延长生命。

（来源于“把科学带回家”微信公众号）

新型淀粉
可减少食物卡路里

淀粉常常会被添加到汤等食物中，

以便增加食物的黏稠度，但这样做也会

增加碳水化合物和热量的摄入，导致人

们长胖，但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

展》的研究发现，通过将淀粉颗粒排列

成特殊形状，能实现用更少的淀粉达到

类似的口感，即在不牺牲食物口感的情

况下减少食物中的淀粉含量。

研究人员利用从籽粒苋籽实中提

取的淀粉颗粒，然后通过将它们与水和

油混合后，组装成了一种三维形状。接

着，研究人员通过加热和冷冻干燥相结

合的方式，去除了这两种液体而只剩下

淀粉结构，其中有些像中空的笼子，有

些则像薄片叠层。此外，他们发现，当这

样结构的淀粉被加入食物后，具有良好

的增稠性能，可将为增稠而添加的淀粉

量减半。不过，未来还需要研究这些物

质会如何影响健康。（来源于“领研网”）

伯乐树（Bretschneidera sinensis），叠珠

树科，伯乐树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为单

种科植物，第三纪孑遗植物，被誉为“植物

中的龙凤”，对研究被子植物的系统发育

及古地理等均有科学价值。

乔木，高 10～20米；树皮灰褐色，光滑

不开裂，小枝粗壮，具大而椭圆形叶痕，疏

生圆形皮孔；一回奇数羽状复叶，小叶 7～

15 片，下面粉白色稍被短柔毛；总状花序

顶生，花粉红色，花萼钟状，花瓣 5片，淡红

色；蒴果，椭圆球形，沿腹缝线开裂，果瓣

木质，外被微柔毛，果皮红色。花期 3 月至

9月，果期 5月至翌年 4月。

伯乐树产于长江以南、海拔在 500～

1500米的山地，较喜光，喜湿润肥沃土壤，

较速生。树干通直，木材纹理直，结构细，

强度中等，色纹美观；树冠开展，羽叶浓

荫，花大而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是优

良的园林观赏和绿化造林树种。

桃源洞保护区内分布稀少，在黑潭存

有 2 株，幼苗稀少，种群自然更替状态差，

应加强保护工作。

（来源于“湖南省桃源洞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

五代清卿
维 宏

隋朝袁聿修，是北魏中书令袁

翻的儿子。他历经北魏、东魏、北

齐、北周和隋五个朝代，历任尚书

郎、太常少卿、信州剌史、都官尚书

等要职，为官五十余年，未曾受过

一升酒、一束绵。

东魏、北齐时期，官员之间相

互送礼习以为常。有一次，袁聿修

出使巡察，受命考核官员的得失。

他经过兖州时，好友邢邵正担任兖

州刺史，两人分别后，邢邵派人送

去白绸为信。袁聿修退还白绸不

受，给邢邵写信说：“今日经过您

处，与平日出行不同，瓜田李下，必

须避嫌，古人对此是十分慎重的。

人言可畏，应像防御水患一样，愿

您体会此心，不至于重责。”

邢邵欣然领会，回信说：“先前

的赠送，过于轻率，未加考虑，老夫

匆忙之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敬

承来信之意，我并无不快。弟昔日

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了。”后人因

此称袁聿修为“五代清卿”，并载入

青史。

爱廉说 老村长的宝贵“遗产”廖 培

史鉴

“怎么一张公函吃了三餐？”

“我这边的台账也发现了可疑问题

……”日前，湖南双牌县纪委监委

在对该县某局开展节日期间纠治

“四风”专项监督检查时，发现了

“一函多餐”问题。收到上述问题线

索后，双牌县纪委监委派驻该局纪

检监察组迅速介入核实。

经查，该单位“一函多餐”问题

1 单，使用空白公函虚列接待事项

2 单，涉及金额共计 3906 元，其中

“一函多餐”超标准接待 1830 元，

目前该违纪款项已退缴到位。该单

位分管办公室、财务工作的领导袁

某某、唐某某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处

理，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受到责令

检查处理，经手人邓某某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移花接木”的公函

一函多吃。 漫画/左骏

科普

他没有心跳 却活了七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来，一起认识稀有的伯乐树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中国植物图像库中国植物图像库

为避免香蕉绝种
转基因香蕉首次获批

枯萎病是一种由尖孢镰刀菌导致

的植物病，会导致香蕉植株枯萎和死

亡，已对全世界香蕉产业构成严重威

胁。据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官网

消息，当地时间 2 月 16 日，该机构批准

了将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开发的

抗枯萎病转基因香蕉品系 QCAV-4 用

于食品生产，同时澳大利亚基因技术监

管办公室批准了 QCAV-4 的商业种

植，QCAV-4 成为全球首款获批商业

化生产的转基因香蕉，也是首个获批在

澳大利亚种植的转基因水果。如澳大利

亚新西兰食品部长会议在未来 60 天内

不提出审查要求，则《澳新食品标准法

典》将进行相应修订。

据悉，QCAV-4 的原型是香芽蕉

的一个大矮蕉品种，研究人员向其中引

入了来自一种东南亚野生香蕉的抗性

基因 RGA2，香芽蕉基因组中也有该基

因，但处于沉默状态。过去 7 年多的田

间试验种植已经证明，QCAV-4 对香

蕉枯萎病热带第 4 型（TR4）具有高度

抵抗力。

（来源于“领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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