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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厂 BA”之外，工业旅游推广月也在本周末拉开序

幕。所以，本报为市民们奉上“特种兵旅游”玩法，白天畅玩特

色景点，晚上相聚“厂 BA”。

大国重器+厂 BA：从中车株机工业旅游区——芦淞航空

小镇——北汽智能制造工厂——制造名城展示中心，这是一条

展现株洲制造基因的线路。

醴陵捡瓷+厂 BA：前往瓷都醴陵，从醴陵窑——中国陶瓷

谷——尚方窑——陶润会——新世界艺术馆，这是一条感受千

年窑火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旅。

时尚服饰+厂 BA：芦淞服饰有 38 个市场群，这里每周至少

更新 2 万件以上的衣服款式。来芦淞“淘衣服”，已经成为许多

人来株洲“city walk”的标配。

““ 厂厂 BABA””外 场 于 本 周外 场 于 本 周

三正式开放三正式开放。。

记者记者// 旷昆红旷昆红 摄摄

一年一度的“厂BA”，诉说着市民的夏日狂欢，也承载着城
市品牌的缔造。

“厂BA”不止于篮球，我们享受球赛带来的热血与激情，
收获你我欢聚时的“有酒有故事”。

这座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工业城市，处处有惊喜，在一场
场赛事里，也在欢笑呐喊间。

今起，本报每周一开设《“厂BA”刊》，邀您一起，讲
述“厂”的历史，见证“厂BA”的当下，让“厂的精神”
奔腾向未来。

距 2024株洲“厂 BA”揭幕战开赛，仅 5天。

城区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厂 BA”标识元素，

提醒着你我，株洲人的夏日狂欢来了。

近日，记者探访了“厂 BA”核心区域——株洲

市全民健身中心的里里外外。记者见到，与这个赛

事相关的组织者、志愿者、安保队伍、夜市商户等

等，都是一派忙碌、一派欢快。

这个即将开启的激情夏日，株洲已经准备好了。

去年夏天的体育中心篮球馆，座无虚席。很多

孩子爬上父亲肩头，获得观赛的最佳视野。

今年，组委会从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出发，对场馆内

的座位、空调系统、音响系统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

5 月 25 日，馆内顶部两块巨幅 LED 屏吊装完

毕，此举正是效仿 NBA 等知名赛事，提升球迷观赛

体验，营造赛事氛围。

赛场外，也有两块 LED 屏正在组装，游客服务

中心和休息区建设装修正酣，本周末即可免费为群

众提供相关服务。

为了这场盛夏狂欢，今年，组委会优化了交通路线，

开通公交和智轨“厂BA”专线，新增了停车位；为提高志

愿服务质量和服务领域，今年还将新增了高校志愿者。

组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经过筛选、审核，专

业培训和试岗，再经过最后考核后，高校学生报名

者才能正式确定为“厂 BA”志愿者。

赛场之外，株洲的烟火味怎么样了？5

月26日，记者提前来外场打卡，一探究竟。

进入全民健身中心区域，篮球元素、

株洲元素、工业元素无处不在，工业齿轮

在头顶旋转……再往前，就进入了神农欢

乐巷，熊猫、北极熊、恐龙、东北虎、企鹅

等巨型乐高已组装完毕，吸引了不少市

民拍照打卡，孩子们纷纷赞叹：“太牛了，

我猜这是由 10000块乐高拼成的。”

天 易 集 团 副 总 经 理 蔡 湘 云 介 绍 ：

“神农欢乐巷，除了有大型乐高展示，还

设置了手工区，做一些 DIY 串手链等手

作；娃娃区里，准备了真人娃娃机、小型

娃娃机、大型娃娃兑换区；还有蹦床、物

物交换、亲水区等多种游艺区，目的是

吸引小朋友、亲子群体，为他们带来欢

乐。”亲子神农欢乐巷将在 5 月 28 日全

部搭建完成。

今年的外场，以“神农福地、硬核株

洲”为主题，设置了五个主题区域，亲子

神农欢乐巷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沉

浸式音乐 LIVE 秀、硬核株洲街区互动、全

民篮球嘉年华和网红特色小吃市集。

外场区域，将在本周三即5月29日，正式

对外开放。

这里不仅展示了株洲工业的骄傲

与荣光，也融合了运动与科技，

比如，全民篮球嘉年华板块

的 篮 球 互 动 装 置 ，也 有

“ 女 生 友 好 ”的 浪 漫 粉

色 篮 球 打 卡 点 ；极 具

株 洲 特 色 的 科 技 快

车 ，将 神 农 文 化 、

厂 矿 文 化 和 城 市

元素完美结合。

5 月 31 日晚，体育中心将首先举办“厂 BA”开幕式，随后，

揭幕战在中车时代新材和醴陵企业联队两支球队间打响。

此前，记者采访多支球队备战情况，大家都表示，“积极备

战，大干一场。”

“临近正赛，我们做足了准备，球员们集中磨合、商讨战术，

今年凭借普林斯顿战术打法，打出队伍的风格与实力。”醴陵企

业联队的教练杨虎说。

首赛日当晚，还有来自湖汽职院与中车株机的比赛。中车

株机是第二次参加，球队杨李说：“我们明显感觉到，今年所有

球队的实力都拔高了一个档次，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一个攻克，

先拿下八强。”

代表湖汽职院出征的明星球员陈小龙，带着十足信心再战

“厂 BA”，他说：“湖汽职院是第一次参加厂 BA，但球员之间经

常磨合，配合非常默契，我们准备好了，今年我们会以速度快、

投篮准、防守狠的打法去拼。”

高科集团的球员边潇逸说：“早在两个月前，我们就已开始

备战厂 BA，对手们今年都变强了，我们是稳扎稳打，先争取小

组出线。”

这儿有一场“妈妈们的篮球赛”
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旷昆红

我的城，我的“厂 BA”

1 场馆：
视听升级 盛宴就绪

2 3 球队：
全员铆足劲，冲！

4 玩法：
三条“特种兵线路”助你“city walk”

馆外：
本周三正式开放

去年“厂 BA”的后劲有多足？这场大型篮球赛，

不仅是一次体育的狂欢，更是一场精准而深刻的城市

营销，“小篮球”成为城市新的“流量担当”。

不同形式、不同群体的篮球赛遍地开花，其中最

“吸睛”的就是“妈妈们的篮球赛”。

“ 可 惜 ！ 差 一 点 ！”“ 快 投 快 投 ！”“ 抱 球 走 步

了。”……场上的妈妈们一轮又一轮的“抢球、传球、投

篮”，不会运球的她们，抱着怀里的篮球左闪右躲终

于传给篮筐附近的队友，队友不负众望终于投中一

球，“两分！”场下欢呼一片。

这场“吸精”的篮球赛是天元区美的时代广场组

织开展的“美 BA”系列中的“妈妈组”热身赛，吸引了

佳美社区、秋月潭社区共 40多位妈妈参加，参赛者年

龄最小 24岁，最大 72岁。

美的时代广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厂 BA赛事，

激发了全民了解篮球、参与篮球的兴趣，今年厂BA即将

开赛，经市篮球协会指导，商场因此“跨界”组织了“美

BA”系列赛事，在商场前坪开展“3V3”的篮球赛。

妈 妈 们 的 篮妈 妈 们 的 篮

球 赛球 赛 ，，很 拼 很 快很 拼 很 快

乐乐。。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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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组诗）
□刘克胤

一

壶中天地大，梦醒楚乡人。

悲喜竟何有，春秋任自焚。

一生歌白雪，半世笑红尘。

报语诸君子，时宜细酌斟。

二

身闲不计贫，趣远皆赏心。

交友随缘尽，搜吟忘日昏。

山中无俗客，月下弄清琴。

酒赠神仙饮，诗留翰墨存。

三

贫贱勿改性，生来好一口。

行吟山水间，天下归谁有。

昨日遇新知，未嫌我形陋。

俯身问姓名，含笑曰珍酒。

茅台姊妹花，云霄舞长袖。

何事竟来迟，梦中见耆旧。

细品情至深，无复顾左右。

领略美人意，种此相思豆。

万世恨悠悠，饮者当不朽。

今持诗赠君，累累千杯后。

岁月静好
枇杷飘香

□杨晓杰

家门前，篱笆院落里有一棵枇杷树，静静地矗立在那二

十多年。时光蹁跹，岁月倥偬，枇杷树结下的果子一年比一

年多，一年比一年甜。这棵枇杷树，是父亲当年种下的，每当

看到它，我总会想起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和勤劳的身影。

那年春季，父亲想在家门前种两棵枇杷树，于是他和大

伯合力将家门前的水杉锯掉，又把家门前好好清理了一番。

然而，最终只存活了一棵。这棵枇杷树，在父亲的精心照料

下，茁壮成长，成为了我家门前篱笆院落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棵枇杷树如同是我家岁月变迁的印证，它看着我家从

一栋破旧的土房子，慢慢造起了两层平房，后来又建起了三

层小洋楼。兴许是枇杷树边上有河流，给了它足够的滋润，

枇杷树也是越长越高。但奶奶说，这枇杷树长得好，和家里

养的几十只鸡鸭也有关，那些天然肥料滋养了枇杷树。如

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农村的建设，家里早已经不再养鸡

鸭。遥看那高大的枇杷树，足足有两层楼那般高，它枝叶繁

茂，绿意盎然，枝干延伸开来有六七米长。

说起这棵枇杷树，它在我记忆中是神奇的，因为它曾治

好了我的咳嗽。那年，父亲只是采摘了几片枇杷叶，煮熟后

让我喝下枇杷水，没想到，我的咳嗽竟然莫名其妙好了。自

此以后，我对家门前的这棵枇杷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枇杷

树总是在冬季开花，正月结下青果，而在初夏时节，枇杷青果

会慢慢变为金黄。

记得读大学时，父亲时常让我带一些枇杷给宿舍里的舍

友们，舍友多是北方人，他们初次品尝到这南方的佳果，尤为

喜爱。父亲总说：“我们有的，别人没有，那我们要分享给他

们。”学会分享是父亲从小教我的，是同学情谊的见证，也是

乡下邻里之间情感的纽带。

如今，又是一年枇杷果将要成熟的季节，五月的阳光洒

落，我坐在河畔的竹林间，和风轻轻拂过，“沙沙”之间，有竹

叶飘落在我的头顶。我抬手将之拭去，看到了家门前的枇杷

金果满枝头。我想，父亲的一生就像那棵枇杷树，把最好的

果实留给了大家，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丝丝甜味。他从不向

人索取，只是一味地付出。高大的枇杷树为大家遮挡风雨，

年复一年。

你看，那枇杷树梢，有鸟儿在欢歌，有风儿在舞动，有枇

杷在晒着太阳，而在枇杷树下，又有蚂蚁们在慢慢爬上去，它

们也想尝一尝这初夏的滋味。

父亲决定退休了，不过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毕竟

三年前，父亲就说要退休了，结果总是“退而不休”。

这些年，父亲一直跟着一个远方表叔给人家做木工

活。这个远房表叔是个木匠，现在农村也时兴装修房

屋，表叔就到处揽装修中的木工活，像打个床啊，做套衣

柜啊，定制全套家具啊什么的。可是一个人干活毕竟太

慢，他知道父亲作为一个老木匠，手艺好，人厚道，不偷

懒，就拉父亲一起去干木工活。他揽活，主家的钱也给

他，然后他再给父亲开工资，相当于父亲给他打工。

表叔人不错，这些年父亲的工资一直都在涨，从最

开始的一天 80 块到 100 块，现在都涨到 120 块钱一天

了。父亲对此很知足，经常说他上世纪 90 年代到青岛

去做木工，一天才 12 块钱，最后还不一定能要得到工

钱，现在表叔开给他的工资不但翻了 10 倍，而且从来不

拖欠工钱。这还不算，每次外出干活，表叔都是开车来

接父亲，下午收工，再把父亲送回家，这让父亲感受到了

一种尊重。

就是因为这样，年过 70 的父亲，整天跟着表叔跑东

跑西，干劲十足。

其实作为农民的父亲，本来也没有退休不退休的说

法，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活到老，干到老，至死方休的。

不过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确实有些老人，

提前结束了土里刨食的劳作生涯，每天只要做口自己吃

的饭就可以了。

我堂叔上世纪 80 年代末考上了大学，后来到了北

京工作，收入丰厚，他的父母，也就是我八爷爷和八奶

奶，不到 60 岁，就过上了完全退休的生活。堂叔每月都

寄生活费回来，八爷爷八奶奶留在村里的另外两个儿

子，则负责米面油菜，以及两人生病后的照料。

八爷爷八奶奶每天的生活，除了四处赶集，就是坐

在街头和村里人聊天、晒太阳，他们活成了全村老人羡

慕的样子，这些羡慕的人里面，也包括了我的父母。

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大学，进城工作、生活，现在两人

也每月都给父母寄生活费，足够他们花销了。但父母一

直都没有真正退休，即便我和弟弟户口迁到了城里，妹

妹外嫁，属于我们名下的土地都被村集体收回了，父母

名下的土地已经少之又少，不过两人还是天天忙里忙

外，难得清闲。

岁月不饶人，父亲今年已经 75 岁了，真的有点干不

动了。先是经常小腿抽筋，后来干木工活刷油漆时，闻

到油漆味就头晕。父亲生来就怕给别人添麻烦，就主动

向表叔提出不干了，怕耽误表叔的事儿。表叔不同意，

极力挽留，遇到刷油漆的时候，表叔就让父亲去做其他

的活，需要高处施工的时候，表叔也从来不让父亲爬高，

都是他一个人上去。

就这样，父亲又坚持了三年。不过从去年开始，父亲

确实干不动了。经常在干活的时候打瞌睡，每天收工回

家，饭都懒得吃，倒头就睡。母亲心疼父亲，早就劝父亲

不要继续去做木工了，父亲从来没听。这次，母亲去找了

表叔，告诉表叔说，你表哥年纪太大了，确实干不了了，要

是在干活的时候有个三长两短的，还伤了咱的亲戚关系。

表叔连连点头，答应不再叫父亲干活了。父亲这才

算真正退休了。

父亲的所谓退休，准确地说，只是从老年打工生涯

中退休了，退休后的父亲，仍旧忙活着自己的那片小果

园，里面种了几十株桃树、杏树。果园离家很近，一年四

季，父亲总是在果园和家之间来回奔波。不过看得出

来，忙忙碌碌的父亲心情很愉悦，这样就挺好。

母亲搬到我这里住的第二天，

就让我生了一肚子气。

我晚上睡眠不好，所以有午睡

的习惯。那天我刚刚睡着，就听到

母亲的手机响起来。她用的是老年

机，音量巨大，来电声音就像音响突

然巨响起来一样。我被惊醒后，生

气地对母亲说：“妈，你的手机不能

把音量调小一些吗？你也知道，我

睡眠不好，刚睡着就被你这破手机

吵醒了！”母亲像做错事的小学生，

小心翼翼地说：“我也不会调手机，

音量一直是这样的。”我抢过母亲手

中的手机，摆弄了半天，也没找到调

音量的功能。老年机的功能很少，

母亲用的又是最便宜的。我气呼呼

地说：“这是什么破手机，算了，本来

也没几个人给你打电话，以后你告

诉别人，不要中午打电话了！”

母 亲 的 手 机 联 系 人 只 有 十 几

个，经常给母亲打电话的，就是我的

两个妹妹，其余的人就是偶尔打一

次。那天下午，我听到母亲在给妹

妹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千

万 不 要 中 午 打 了 ，你 姐 中 午 要 睡

觉。她晚上睡不好，中午再被吵醒，

多难受……”母亲千叮咛万嘱咐。

我有些惭愧了，反省自己对母亲的

态度，觉得太过分了。我有心给母

亲道歉，又不好意思开口，最亲的人

之间反而说不出道歉的话。我只好

对母亲说：“妈，吵醒我也没事，你别

跟妹妹小题大做了。”母亲笑笑说：

“睡觉是大事，你这阵睡不好，看着

都没精神。”

那次以后，母亲的手机再也没

响起过。不仅如此，我午休这段时

间，母亲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生怕

吵醒我。有一次我睡醒后起床，看

到母亲光着脚要去卫生间，她解释

说：“光着脚走路没声音，怕吵醒你

嘛！”看着母亲小心翼翼的样子，我

心里忽然酸酸的，眼泪要流下来。

我嘴上却说：“妈，不要那么夸张吧，

没事！”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傍

晚，妹妹打来电话。“姐，妈一个下午

都没开手机吧？兰姨找到我这里

了，说给她打了一下午电话也没打

通。前几天也打电话了，也没找到

她。她们几个老姐妹聚会呢，这次

就差妈没去……”放下电话，我赶紧

向母亲了解情况。

原来，这段时间每到中午，母亲

就会提前关机，生怕吵到我午休。

母亲忘性大，关机后经常忘记开，很

多时候到晚上才想起开手机。还有

一次，整整两天都忘了开机，错过电

话就成了必然的事。兰姨是母亲的

中学同学，她们关系很不错，早就计

划着与几位要好的老同学聚一聚。

这段时间她们都在等外地的一位同

学，她回老家来就聚。好不容易等

到那位老同学回来，可母亲又错过

了聚会。我想起前段时间，母亲曾

很神往地对我说：“真想见见那几个

老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

们老成啥样了。”可是因为母亲关

机，错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聚会。

母亲的圈子本来就小，生活不

够 丰 富 ，错 过 这 次 聚 会 该 有 多 遗

憾。我感到有些惭愧，对母亲说：

“妈，你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事，都怪

我！”母亲却呵呵地笑着说：“现在对

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能睡着

觉，没啥事比这件事重要了！”我听

了母亲的话，鼻子酸酸的，说不出

话来。

父亲的“退而不休”
□苑广阔

母亲为我定时关机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