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纪委监委
株洲日报社 主办责任编辑：李 卉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马晴春

2024年8月23日 星期五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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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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画里有“话”

爱廉说
人物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本正经，不苟言

笑，一家之主的他制定了很多家规。“子孙若

如我，留钱做什么？”这是他总是念叨的。后

来我才知道，这是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家

训，全句是“子孙若如我，留钱做甚么。贤而

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从小父亲就对我和弟弟要求非常严格，

具体细致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比如早起

把被子叠整齐、把床抹平整，要端着碗吃饭，

吃饭时要等大人先动筷子，不能边吃边说

话，碗里不能残留饭菜，写字姿势要端正，穿

着要艰苦朴素 ，要热爱劳动 ，要自食其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十岁就能自己洗

衣、做饭。暑假还会被父亲安排到农村亲戚

家去割稻谷、插秧。我至今记得，把割下来的

稻谷搬到打谷机旁边那些来来回回的过程，

衣裤全部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还有被炙热

的太阳晒得红彤彤的手臂以及那种火辣辣

的痛。我记得有一次插秧，我洁白的小腿上

粘了好几条蚂蟥，我大惊失色地把它们扯了

扔掉，脚上还流着鲜红的血。

1978 年，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老家

茶陵县，从一名司令部的保密军官变成了

乡政府的一名纪检书记，后来又当了县房

产局的副局长，在许多人眼中，房产局副局

长是“重要岗位”，说直白点就是“油水”很

多的岗位。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房产局有个下

属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很多

同事都买了门面，有的一转手就可以赚几千到

一万元，有的领导还主动邀请

父亲做邻居，父亲却坚持没有

买一个，还不允许我们参与。我

家的一位邻居阿姨炒房地产赚

了不少钱，家庭生活质量有了

很大的变化，成为很多人羡慕

的对象。她对我父亲的行为很

不理解，觉得父亲太老实本分

了，手握着权力不知道用，放着

大把的钞票不知道赚。那时候

我们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在诱

惑面前无动于衷，“人活一世，

名声最重要。”“瓜田不纳履，李

下不整冠。”他用这些话回应着我们的好奇。

起初，我们并不明白父亲的苦心，还觉

得是父亲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不懂市

场经济规律，直到后来，听闻一些他的同事

被纪委叫去谈话，有的还受了处分，才明白

父亲的定力和底线。才明白清清白白做官，

明明白白做人多么重要。

2009 年，我从乡政府调到县监察局担

任副局长，分管优化环境和效能监察，每天

会受理各类企业投诉，跟踪督查重点项目

和重点工程，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

我记得当时参与一起案件时，当事人的老

婆打听到是我和另一名分管案检的副局长

负责，她问到我的手机号码后给我打电话

求情，并承诺给予好处，我果断地拒绝了。

2015 年我调到市里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

兼单位的纪检监察联络员，工作中我也时

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该拿的坚决不拿。每次

回家，父亲总会问问我的工作，还不忘提醒

我要保持定力，要有敬畏、有底线。一路走

来，十分感谢廉以修身的父亲为我们树立

了一个好榜样。

父亲现在已经 70 多岁了，早已退休在

家，但他也不闲着，养花种菜，扫地做饭，看

书读报，带孙子、孙女，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家里家具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旧家具，一直不

舍得换，但是如果老家亲戚家里经济有困

难，他和母亲都会倾囊相助。他说他这辈子

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每天可以睡得踏踏实

实。我很感谢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

也会努力把这种家风传承下去。

“重要岗位”上的父亲
谭华容

前不久，某县副县长李某因

“新官不理旧账”受到严肃处理。

据悉，该县2016年招商引进某

企业开发建设城南家具建材广场，

县政府承诺自土地出让之日起一年

内完成周边房屋拆迁和配套道路建

设。2018年换届后，李某调入该县担

任副县长，分管城市更新和项目建

设。因县政府相关承诺未兑现，开发

商多次找到李某请求协调解决，李

某以财政资金不足、征地拆迁难度

大等理由推脱，导致该家居建材广

场2018年建成后，门前房屋未拆、道

路未通，长时间无法正常运营，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李某作为继任领导，

认为前期协议不是自己签的，项目

落实没有完成不是自己的责任，找

各种理由消极回避、推卸责任，使政

府公信力受损、企业发展受困，是典

型的“新官不理旧账”。

“新官”如何处理“旧账”，不仅

检验其政绩观正确与否，也是衡量

其担当精神、能力水平的试金石。

“新官”上任后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干出新业绩是新功，无可厚非；

但解决“旧账”亦是一种分量很重

的“新功”。“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理

好“旧账”，无疑是“固本”和“浚源”

之举，有利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

的长远发展，值得每位“新官”去为

之努力，为之奋斗。

他叫李临庄，28 年零 5 个月，完

成 102 年的工作量，被称之为“跑在

时间前面的人”。

1955 年，李临庄从第三机械部

248 技校毕业，分配在株洲国营湘江

机械厂一分厂当钻工。18 岁的他，瘦

高清秀，话语不多，但却梦想与时间

赛跑。军用三轮 750 摩托车的气缸有

10 公斤，搬上钻床上好夹具开始进

刀。一趟干完，操作人员体力消费不

少，顺势坐下来休息休息，等零件钻

好了再拆卸装箱。而李临庄却站在

钻床旁边，抬起手腕认真看表计时，

还若有所思。他在琢磨什么呢？

钻床每加工一个零件要走刀 28

秒。那么，加工 10个零件，有 4分多钟

空闲，加工 100 个零件，就意味着干

活的人停歇了将近 50 分钟。李临庄

琢磨的是，如何才能不让这些时间白

白溜走。

“ 一 个 人 看 两 台 钻 床 ，交 叉 作

业。”他脑子里跳出一个想法。

“一个人操作两台钻床？没人这

样做过!”有人提醒他，从未有过这样

的先例。

“不试试怎么晓得不行？”李临庄

再三向领导提出要求。

好吧，那就试试看。

像个短跑运动员，李临庄提着 10

公斤的零件，在两台机床之间往返奔

跑着，加工一个零件要跑 8 米，累计

起来，一天要跑 5公里。

人与时间赛跑，确实很难。李临庄

又搞起了技术革新。随着20余项小改小

革相继实现，他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我要一个人包一台床子!”经不

住他多次的软缠硬泡，领导只好点头

同意。1970 年后，他开始一人顶三人

用。第二年，在鲜红的党旗下。他举起

了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工资却

是一份。唯一得到的照顾就是多 20

斤粮票。”“我跟师傅一起去工厂食堂

吃饭，二两一个的粗面馒头，一顿能

吃 8个。”熟悉他的同事介绍。

李临庄是不是傻？他不善言辞，很

少与人解释。有一次，可能是感触上来

了，他认真地说：“在旧社会，我是个苦

孩子，现在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觉

得自己特别幸福，也特别感恩……”

厂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李临庄的

段子——某年春节放假前夕，领导特

意叮嘱车间要把门窗都锁好，“不然

李临庄又溜进来干活，让他也好好过

个年。”时间久远，段子的真假已经难

以考证，但李临庄爱岗敬业、肯钻肯

拼的作风却实实在在。

苦干加巧干，李临庄手下的零件

产量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也十分过

硬。1980年以来，每年他加工3万多个

零件，钻60多万个孔，没见一个废品。

有人好奇，李临庄天天加班加

点，身体怎么吃得消。家人介绍，他每

天 5 点多钟起来晨跑，30 年没变，练

就了一副钢筋铁骨。

1984年 2月 22日，李临庄梦想成

真了！经过专业人员的统计核算，厂

方宣布，他在 28 年零 5 个月的时间

内，完成了 102 年的生产工作量。这

一年，他 48岁，进厂 29年，提前一年，

工作量跨越百年。

30年的辛苦付出，李临庄收获了

鲜花和掌声。1973 年至 1983 年，他连

续 11 年评为厂劳模、公司劳模；1975

年，中共湖南省委下发红头文件，号

召全省向李临庄学习；1976 年，他被

第三机械工业部授予“跑在时间前面

的人”光荣称号；1978年，李临庄评为

湖南省劳模；1979 年，他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还当

上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誉为

“跨越百年的铁人式工人”。

“他年轻时，早上5点多起来去跑

步锻炼身体，吃过早餐后就去上班，

下班后还要加班，一心扑在工作上，

一天到晚就是怎么完成任务，怎么提

前完成任务，心里就是这些，很少有

时间陪我们。”在大女儿李芳兰的眼

中，父亲李临庄永远都在忙生产。

1992 年，李临庄退休。2005 年，

他因病去世。有人说他得了一大堆

荣誉，却没有得到一点实惠，退休后

还只拿 500 元退休工资。究竟值不值

得，他用一辈子的实际行动给出了

回答。

(来源：《新城璀璨耀三湘》)

跑在时间前面的人

“新官”也要处理好“旧账”
周根山

新官不理旧账。漫画/左骏

近日，炎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设置在野外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

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鬣羚活动

的身影。

中华鬣羚又称苏门羚，还被称为“四

不像”，是偶蹄目牛科鬣羚属哺乳动物。由

于栖息地遭受破坏及常被过度猎杀，种群

逐渐濒危而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

中华鬣羚头体长 140～170 厘米，肩高

90～100 厘米，尾长 115～160 毫米，耳长

175～205 毫米，颅全长 280～320 毫米，体

重 85～140 千克。体高腿长，毛色深，具有

向后弯的短角，颈背部有长而蓬松的鬃毛

形成向背部延伸的粗毛脊。有显著的眶前

腺，尾短被毛，身体毛色黑灰或红灰色，特

别在长鬃和腿部，毛粗，毛层较薄。四川亚

种鬃毛黑色而华南亚种鬃毛灰白色。

中华鬣羚分布很广，遍及中国中部和

东南部，在中国有 2个亚种：华南亚种分布

于中国东南长江以南，四川亚种从喜马拉

雅山脉到西藏高原东部以及四川、云南、

甘肃、陕西、湖北都有分布。桃源洞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中华鬣羚为华南亚种。

中华鬣羚以各种灌木的嫩枝叶和杂

草为食；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栖息

在多岩石的森林和草丛等密闭的生境中，

在野外栖息于亚热带森林茂密和多岩石

的地区；晨昏活跃，多单独活动；利用其发

达的眶下腺分泌出的胶状物质来标记周

围环境和领域。

险峻的悬崖峭壁环境造就了中华鬣

羚独特的生存方式，但由于悬崖峭壁环境

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使人类对于该物种的

研究和了解难以深入，许多方面处于一知

半解的状态，急需系统研究。

炎陵桃源洞自然保护区自发现中华

鬣羚后，保护区工作人员根据中华鬣羚生

活习性和活动区域，增设了红外相机数量

及布点，以便获取更多宝贵的中华鬣羚图

片和影像资料，为其提供更好的栖息环

境，对丰富保护区物种库和开展野生动物

科研监测具有重大意义。

（来源：桃源洞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科）

如果你是一个对老照片感兴趣的人，或

许会有这样的感觉，几十年前还是我们同龄

人的父母一个个头发乌黑浓密，眼神充满活

力，看起来似乎比现在的自己更有精气神。

当然，几张老照片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

但确实有科学家发现，从生物学年龄上来看，

年轻一代确实比上一辈人衰老得更快了，而

这意味着健康风险的升高。

老得更快

去年，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

上，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

究人员报告称，在研究了 14万余名 37岁至 54

岁的成年人医疗记录后他们发现，1965年或以

后出生的人，比 1950年至 1954年出生的人出

现加速衰老的可能性高17%。

这些数据来自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研

究者调查了这 14万名被试体内 9种来自血液

样本的生物标志物，例如血糖值、红细胞分布

宽度、白细胞数量等，据此计算每名被试的生

物学年龄。如果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高于实

际年龄，就会被认为存在“加速衰老”。

他们发现，加速衰老存在非常明显的代

际效应，样本库中年轻一代“老得更快”的可

能性明显高于上一代人。更重要的是，加速衰

老与早发性癌症之间存在关联——加速衰老

程度越大，55 岁之前患上癌症的风险也就越

高。如果将样本库中的“老得最快”的个体与

“老得最慢”的个体相比，前者患早发性肺癌

的风险比后者高 2 倍，患胃肠道肿瘤的风险

高 60%，患子宫癌的风险高 80%。

原因何在

每个人的生物学年龄不一定与自己的实

际年龄相符，这已经是很多人都有所耳闻的

新常识。吸烟、承受压力，甚至孕育后代，都会

“磨损”身体，令个体的生物学衰老程度超过

自身的实际年龄。

但是，这些因素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老得”更快了呢？

华盛顿大学的这项研究并没有找到能回

答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但他们确实看到了

一些可能的线索——年轻一代的肥胖程度、

久坐不动以及饮食习惯等可能加速衰老的风

险因素确实变多了。

以美国人口为例，有研究者指出，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是美国人肥胖症发病率开始

上升的起点。那时，高糖高盐高热量的超加工

食品开始增加，而体力劳动正在逐渐退出美

国普通人的工作，人们开始适应久坐不动的

生活方式。现在，将近 74%的美国人超重或肥

胖，其中青少年肥胖率高达四分之一。科学家

们认为，肥胖的年轻化趋势可能与年轻一代

加速衰老有关。

对于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希

望更进一步，确定与加速衰老有关的生物标

志物，同时增大调查对象的民族和种族多样

性——目前的数据全部来自英国居民。更重

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这类研究，尽早筛查出

癌症风险较高的年轻人，及时进行营养、运动

和睡眠方向的干预，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

（来源：“科技圈”微信公众号）

红糖、白糖、冰糖
到底有啥区别？

煮姜糖水时家里正好没红糖了，可以用白糖代

替吗？蒸冰糖雪梨水时家里没有冰糖了，可以用红

糖代替吗？常见的红糖、白糖、冰糖三种食用糖，它

们有区别吗？

红糖：益气养血，散寒暖胃

红糖也称为黑砂糖，以甘蔗为主要原料，经提

汁、澄清、煮炼，采用石灰法工艺制炼而成的未分

蜜粗糖，整个加工过程中除石灰外不加入任何化

学试剂以及食品添加剂，完全保留甘蔗原有风味

和营养物质。红糖性味甘温，具有益气养血、健脾

暖胃、祛风散寒、活血化瘀之效，适用于产妇、贫血

者和月经不调者食用。

《本草纲目》也曾记载“红糖利脾缓肝、补血活

血、通淤以及排毒露”。因其性温味甜腻，中医认为

阴虚内热者、消化不良者以及糖尿病患者不宜食

用红糖。

白糖：生津润肺，补中益气

宋朝就已经出现了白糖，开始记载于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明代科学著作《天工开物》里也曾

详细记载过红糖和白糖的制作方法。

白糖是蔗糖的结晶体，具有纯正的蔗糖甜味。

除直接食用外，也是工业用糖的主要品种。白糖又

叫白砂糖、糖霜。性味甘、平，具有润肺生津、补中

益气的功效。

白糖可用于治疗肺燥咳嗽、干咳无痰、口干燥

渴、中虚脘痛等症状。白糖又可解毒，解鱼蟹毒，《随

息居饮食谱》中亦提到“糖霜（即白糖，不同于现在

的糖霜）点浓汤饮”，可治中虚脘痛、食鱼蟹不舒、啖

蒜韭口臭等症状。

冰糖：润肺止咳，润喉去燥

冰糖主要以白砂糖为原料，经过再溶、清净、

重结晶而制成，是由多颗晶体并聚而成的蔗糖晶

体。冰糖品质纯正，不易变质，口感上比白糖清甜，

除可作糖果食用外，还可用于高级食品甜味剂、配

制药品、浸渍酒类和滋补佐料等，如冰糖燕窝、冰

糖雪梨等。

中医认为冰糖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对于久

咳不止、肺燥咳嗽、痰中带血等症状有明显疗效。

白糖和冰糖都具滋腻之性，故有痰湿、胃酸过

多、胃炎、胃肠溃疡以及高血脂、糖尿病等人群宜

慎食。当然，无论什么糖，儿童都不应摄入过多，以

免损害牙齿健康。

综上所述，三种糖的作用天差地别，还是不要

用错了，否则有时不但没有效果，可能还会适得其

反。

(来源：《健康时报》）

一项 8月 14日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最

新研究认为，人类的衰老过程并非缓慢而稳

定，而是在 44岁和 60岁左右经历两次显著的

加速。该研究对 108 名 25 至 75 岁年龄段的受

试者进行了长达 1至 7年的追踪调查，通过定

期收集并分析他们的血液、粪便样本及皮肤、

口腔、鼻腔拭子，深入研究了超过 13.5万种分

子（包括 RNA、蛋白质和代谢物）及微生物

（肠道和皮肤上的细菌、病毒、真菌）的变化。

结果显示，在44岁左右，人体中与心血管

疾病、咖啡因、酒精和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发

生显著变化；而到了60岁左右，免疫调节、碳水

化合物代谢和肾脏功能相关的分子则出现新

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加速期不仅影

响女性，同样在男性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变

化，表明这些现象具有普遍性。此发现不仅挑

战了人们对衰老的传统认知，还为解释特定年

龄段健康问题高发提供了科学依据。科学家们

指出，了解这些衰老加速期的具体机制，有助

于人们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和采取预防性措施，

来更好地应对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健康挑战。

（来源：领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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