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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盛芳，字茂兰，1874 年生于醴陵白兔潭黄甲村，后迁浦
口河泉。年少即聪敏善思，但家境贫寒，只能从父兄学砌工。他
善于吸取他人所长，总结经验，因此技术日精。

1896 年，陈盛芳经人推荐去安源矿务局做工。当时安源煤
矿建造高近 20丈的烟囱，多人承建皆以失败告终。陈盛芳吸取
他人失败教训，改进施工方法，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次便建
成功，受到矿务局总办张韶甄、德籍工程师赖伦赏识。此后，路
矿所需厂房、烟囱，均由陈盛芳承包建造。他也名满湘赣两省，
所得甚厚，终成一方富绅。

陈盛芳发修桥之宏愿，始于少年时的一次进城。那天，他帮
父亲拉车运盐，到了渌江木桥边，正要拉车上去，守桥人拦住去
路：“运货车辆一律要抬着才许过去，这是规矩。要不就请人帮
忙，要不就去西门坐渡船。”陈盛芳父亲知道，这并不是单单为
难他。因为此乃木桥，铁质车轮的碾压势必缩短桥之寿命，为长
久计，这规矩得立。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转去几里之外坐渡船
了。这一经历，使年幼的陈盛芳大为震动，发誓一定要修一座可
供车辆通行的大石桥。

1919 年，北军从醴陵败退，纵火烧城的同时，在渌江桥面
挖坑数十，中间塞以棉絮，复以煤油浇灌烧之，桥瞬间化为灰
烬，南北相通又复艰难。几年的军阀混战，醴陵凋敝不堪。直到
1924 年，干戈才稍微平息，民生得以安稳。陈盛芳目睹市民南
北出入不便，觉得此时修桥正是最好时机。时醴陵人傅熊湘任
省署秘书来醴公干，也有此意。于是推傅熊湘为主修，制定建桥
工程规划，陈盛芳任工程经理，组织施工，指挥监督，陈碧沅为
工程师，负责技术支持。

陈盛芳自己首先捐银洋 3.4万，田租 250石，并向全县发出
捐资修桥倡议书。由于其素有善名，威望颇高，仅一月之内，便筹
得 20余万元。此后一年间，无论酷暑严寒，陈盛芳皆巡于渌江两
岸，殚精竭虑，莫敢松懈。所有麻石皆取自长沙丁字湾，每一块都
经过精心劈凿打磨，形状特殊的，皆进行编码。陈盛芳的名字响
彻渌江两岸以及湘东赣西，每一条从渌江进入醴陵的航船都心
悦诚服，义务捎运一块石料带到工地，如此大工程，石料一项竟
未花分文运资。全县人民通力合作，大桥终于在 1925年 11月 15
日竣工，桥面凿出专用车槽，供所有车辆通行。

大桥竣工次年，醴陵遇特大洪水，市街成了河道，房屋冲倒
了八九百间，三丈多高的桥拱瓮顶离水面只有二三尺的距离，
渌江新石桥迎来第一次大考验。陈盛芳一整天立于桥上，对来
劝他回去的人决然吼道：“我陈盛芳要与大桥共存亡，桥若垮，
死了算！”结果，大桥安然无恙。

1944 年夏，日军准备进攻醴陵。国民党军作出要炸毁沿线
所有桥梁的决定，渌江桥自然也在其列。陈盛芳闻听消息，极其
愤怒，决定独闯国民党 58 军军部。家人慌忙拦住，陈盛芳怒斥
道：“渌江桥就是我的命！一县人的心血建造，多么不容易，现在
日本鬼子还没来，就要自己炸毁它，我能对得起谁！你们莫拦
我，有什么三灾八难，也是死了算！”

陈盛芳见了军长鲁道源，毫无怯意，仅用一句话就让鲁改
变了强硬态度：“我虽老迈小民，却也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
要炸桥能阻挡日军，我无二话。你一声令下，桥我亲自来炸，大
不了以后再修。”说得鲁军长羞愧不已，深知其说得有理。马上
电请上峰，收回了命令。渌江桥再一次得以保存。

1946年12月12日，陈盛芳病逝，葬于西山，归葬之日，万人空巷。
近百年的风雨中，渌江桥颜色依旧，它已经成了醴陵的地

标。而陈盛芳则成了醴陵人精神的象征。
据“史志株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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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戒烟”记
方继孝

在北京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我竞拍到梁实
秋先生写给陈纪滢先生的一封钢笔信，我本来不喜欢
收藏“钢笔”信札的，但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尤其是信
中谈到了他“戒烟”的事，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于是
最终以近万元人民币（含佣金）将它拍下入藏。

梁实秋先生吸烟是有传统的，他曾写过一篇《吸
烟》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家的吸烟史，他的祖父、祖
母、父亲都是烟民。他祖父抽旱烟，一根烟管有一尺多
长，翡翠烟嘴，白铜烟袋锅，烟包是绣花的葫芦形红缎
子荷包，抽的是著名的关东烟。他的祖母抽的则是水
烟。水烟袋是按照阿拉伯人的水烟筒仿制的，抽的大
多是兰州的烟丝。此外，家里还备着一两只水烟袋，用
于招待客人。梁先生的父亲抽雪茄纸烟，雪茄形似飞
艇，尖端上打个洞，叼在嘴里不大雅观，但那时的梁实
秋却感到雪茄气味芬芳，烟香诱人。

梁实秋先生在留学时染上烟瘾，除了环境影响，可
能与他的家族吸烟史不无关系。1923 年赴美留学，一

人在外，天涯羁旅，有时难耐寂寞，心乱如麻，看到同学
中有人在吞云吐雾，好不自在，便试着抽起烟来，且“进
步”很快，先是一日一包，继而一日两包，最后发展到一
日一听（50支），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瘾君子”。

令人惊奇的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已有 30 多
年吸烟史、年近六旬的梁实秋竟悄悄戒除了烟瘾。梁
先生在致陈纪滢先生的信中说：“纸烟已戒除八日，经
过良好。何以突然有此毅力，此中颇有隐衷，未便奉
告。但有一言可以一约，明年阴历初八即可开戒，必不
食言。”

这封信用的是编译馆用笺。梁先生 1949 年赴台，
历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
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晚年曾代理“编译馆馆长”直
至 1966年退休。由此推断，梁先生的戒烟时间与信中
所说的“戒烟已八日，经过良好”相吻合。

有文章专门介绍了他的戒烟过程。梁实秋的戒烟
过程很简单，他没有选择什么特别的日子，也没有向

戒烟成功的朋友取经，在戒烟的那一天，他自称采用
“冷火鸡”似的戒烟法，把尚未吸完的纸烟一股脑儿丢
进垃圾堆里，烟嘴、烟斗、烟包、打火机等吸烟用具则
在后来分别送给了朋友，只留下烟灰缸没抛弃，可能
是为来访的“瘾君子”留个方便。

毕竟吸了 30多年烟，突然戒烟，起初梁实秋感到
很难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好在他工作繁忙，埋头
著书立说，缓冲了烟瘾发作。实在熬不过时，他就吃一
块巧克力，但吃巧克力又感到肚子发腻，于是一盒巧
克力尚未吃完，干脆把巧克力也戒掉了。最终他以顽
强的毅力戒掉了烟瘾。

梁实秋对晚年成功戒烟很是欣慰，他不无得意地
说：“我吸了几十年的烟，最后才改吸不花钱的新鲜空
气，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有人口里冒烟，甚至直向我
的面前喷射烟雾，我便退避三舍，心里暗自言道‘我过
去就是这副讨人嫌恶的样子’。”

据《北京青年报》

史话

新中国“教师节”的由来
周纪鸿

我在 1972 年高中毕业后就当起了教师，当了 20
多年。虽然教师没有成为我的终身职业，但每当教师
节来临，我仍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查阅资料后，我
发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多个日期曾作为教师节。

早在 1931 年，教育界知名人士邰爽秋、程其保等
人联合京、沪教育界同仁，议定每年 6月 6日为中国教
师节，得到全国响应，但没有得到官方的立法承认。
1939 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孔子诞辰日，即 8 月 27 日为
教师节。但由于日寇入侵，山河破碎，这个教师节并未
在全国广泛推行。

1951 年，新中国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负责人，
发表书面谈话，宣布废除以前的两个教师节，以 5月 1
日国际劳动节兼作教师节。由于该节并无教师的特
点，实际上包括教师在内，“五一”都只提劳动节，加之
宣传不够，许多教师也不知道有这回事，这个教师节
便无声无息消失了。

那么，现在众所周知的 9月 10日教师节是怎么来
的呢？1981年 8月 30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建议建
立教师节》的“读者来信”，北京读者章连峰建议：“定
每年九月一日为教师节，全国学校在这一天举行庆祝
活动。”同年，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包括叶圣
陶、雷洁琼在内的民进 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
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提案的主要
发起者及撰稿人是时任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
席、民进中央常委的方明。

1982年 4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
联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
的请示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同年 7 月 20 日，《光明日
报》再次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建议每年开展一
次“尊师周”活动》，作者为天津南开中学语文教师田
家骅。田家骅建议：“教师应有自己的节日。日期最好
在暑假后开学的第十天为宜。”这恰好与后来教师节
的日期相吻合。

1983 年，包括葛志成、霍懋征在内的民进十几位
政协委员再次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联名提出

《为提高教师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
议恢复教师节案》。

1984年12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
也再次将“关于建立教师节的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并报
国务院。报告中也解释了将每年的 9月 10日定为教师
节的原因。同年 12月初，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学生倡
议建立“尊师节”。12月 15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
梓坤院士在一次座谈会上倡议9月为“尊师重教月”。

1985年 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21 日，
会议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 9月 10日为“教师节”。

据《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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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逐渐“年轻化”

健康成为中秋月饼消费新趋势
据中新网湖州 9月 6日电 低糖

月饼、代糖月饼、杂粮月饼……中秋节

临近，各类创意月饼纷纷亮相。随着年

轻人慢慢占据消费主导地位，浙江各地

的月饼在“卷”出新花样的同时，口味也

正在逐渐“年轻化”“健康化”。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发布

的《2024 年中秋月饼行业趋势报告》显

示，预计今年中秋月饼产量在30万吨，销

售额在 200亿元人民币左右，相比 2023
年持平或略有下降。

眼下，新塍的月饼商家还在争打健

康牌，推出低脂低糖月饼，口味逐渐“年

轻化”。

作为一家百年老店的第五代传人，

沈丹露在原有基础上，开发了新品种南

瓜月饼和咸口大月饼。“低糖南瓜月饼

特别受欢迎，口味不是很甜，香糯酥软。

有休闲小食的美味，又不失传统月饼的

口感。”沈丹露说。

“今年，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新品种

——椰丝金瓜月饼。采用椰丝跟金瓜，

组合在一起，这个甜度正好是南瓜的甜

度，老少皆宜。”嘉兴徐珍斋食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姚玉根说。

摒弃过去豪华高档的包装，将成本

花在月饼品质本身，这也是 2024年月饼

市场的一大特色。在浙江长兴，当地邱再

生食品厂厂长邱佳说，6 月初便陆续开

工，忙碌状态要一直持续至中秋结束。

“现在每天大概能生产2万只，中秋临近，

每天生产将在5万只以上。”他说。

据了解，邱再生食品厂已经营 41
年，主要产品以苏式月饼为主，是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也紧跟市场需求，

降低糖油比例，推出了一款符合年轻人

口味的葱油月饼。“我们之前都是以甜五

仁月饼为主，这两年在研制葱油味月饼，

今年终于生产出来了。”邱佳说。虽然糖

油比例下降，但并不影响传统的口味。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社会注重健康的

趋势影响，中国月饼产业的发展方向不断

向营养管理、大健康管理等方面倾斜。

市面上，不仅美心月饼推出“以糖

醇代替砂糖”的低糖月饼；良品铺子也

推出低糖广式月饼，含糖量只有传统广

式月饼的十分之一；元朗食品也推出低

糖杂粮月饼，宣称月饼中不含蔗糖。可

以预见，在未来，健康食品正在成为未

来发展的主流方向。

一些住宅逐渐老化
专项维修资金如何筹足用好？

8 月底，上海市发布住宅维修资金管理新规，明

确不同住宅类型维修资金的归集标准和资金使用程

序等。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住宅进入设

计使用年限的中后期，部分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存在续交难、使用难等问题。对此，如何破解？

数额少，续交难

建于 1998 年的上海市黄浦区复兴苑小区，曾由

于维修资金不足，各种公共设施严重老化，且存在安

全隐患，4台客运电梯、2台货运电梯长期处于超期服

役状态。后来，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成立专

项小组，通过居民众筹补足 138 万元维修资金缺口，

解决了电梯更换问题。

如今，我国进入“中年维修期”的住房逐渐增多，房

屋集中老化风险加剧。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

化发展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底，城镇既有房屋中建成

年份超过 30年的接近 20％。这意味着这些房屋将进入

设计使用年限的中后期，且该比例还将不断增加。

“房屋老化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房屋公共设施设

备的维修和更新需求日渐增多，部分小区维修资金

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

进说。

记者在上海一个建于 1998年的小区的账本上看

到，该小区首期维修资金募资额超过 180 万元，几乎

消耗殆尽，目前余额仅剩 1500多元，亟待续交。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根据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

中心统计，截至 2023年底，上海商品住宅维修资金低

于首期交存金额 30％的小区有 400余个。在天津滨海

新区，无专项维修资金的房屋约占 25％。

根据原建设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 30％的，应当及时续交。

多地基层干部感慨：“让业主掏钱的工作实在太

难了，连物业费都很难交齐，更何况维修资金。”

居民为何不愿意续交？记者走访多个老旧小区

发现，居民的顾虑多集中于“以前的维修资金花哪

了”“我交了钱别人不交怎么办”“交钱后怎么确保资

金会合理使用”等。

一些地方维修资金的交款基数标准多年未变，

亟待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以上海为例，目前商品住宅首期专项维修资金

交纳标准是以新建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

价 1295 元为基数乘以一定系数，该基数自 2000 年确

定至今已经使用了 20 余年。北京商品住宅的最高交

纳标准为每平方米 200元，自 2009年以来未调整过。

使用门槛高，挪用现象时有发生

业内人士表示，维修资金使用门槛高、手续复

杂，有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使用维修资金一般要组织召开全体业主大会。

对于超大规模的小区，把几千名业主召集起来开会，

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北京一名街道干部说。

对于维修资金的使用，多数城市采用审批制。即

使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监管部门也可能会以使用依

据不充分为由，否定动用资金的提议，因为审批制意

味着审批部门要担责。

湖南省株洲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维修资金

使用牵涉多方利益，加上小区自治机制不完善，业主意

见难以统一，导致使用较难。以电梯故障为例，启动使

用维修资金程序短则一周，长则数月，且容易起纠纷。

部分小区还存在维修资金被滥用、挪用问题。如

江西南昌某小区业主曾向政府投诉开发商挪用维修

资金 1600 多万元，导致 1300 多户业主房产证无法办

理；河南郑州一家物业公司以“走紧急程序”为名私

自挪用维修资金 17万余元，2000多户业主毫不知情。

维修资金为何会被挪用？记者调查了解到，部分

地区维修资金收费程序不够规范，允许由开发商或

物业服务企业代收首期归集款，给后期违规挪用提

供了空间。

此外，一些地方的物业管理规定均允许，当出现

电梯故障、火灾、外墙脱落等紧急情况时，物业服务企

业或业委会可“先斩后奏”，立即采取应急防范措施。

一些物业公司等滥用紧急程序，甚至伪造业主

决策文件套取维修资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南京市

江宁区某小区曾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 1600万

元维修资金进行消防改造；长沙市某小区物业公司

长期伪造业主签字，私自动用维修资金。

多渠道筹集，提升使用效率

业内专家呼吁，针对维修资金续交难、使用难等

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实现多渠道筹集、严格

监管，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维修资金保

障功能。

首先，要多渠道补充账户资金。近年来，多地探索

将小区停车费、广告费等公共收益用于补充维修资金。

如宁波、徐州等地引导小区业委会将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等产生的公共收益用来补充维修资金。

一些地方出台措施抓好维修资金的筹集、续交。

近期，天津市要求，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但未建立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筹集

专项维修资金。长沙市新修改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续交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可以一次

性交存，也可以随物业管理费逐月交存。

其次，优化操作流程，破解“钱不好用”难题。株洲

市发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统筹账户购买电梯维修保险

改革试点操作流程，试点最快7个工作日内完成整个流

程；同时，在维修资金使用中引入商业保险机制等。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维

修资金的使用应以便民利民为原则，优化流程，提升

效率。目前，上海正在试点推行业主线上参与表决，

提升表决便利性；同时，积极探索推进维修资金预算

使用年度计划试点工作，力求实现“多事一议、简化

表决、公开透明”。

针对部分地区目前存在的维修资金管理漏洞问

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物业管理系主任程

鹏建议，建立更加规范的维修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

引进第三方审计，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过程评价，

并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老’，会‘生病’，需要保护

和维修。维修资金对保证房屋安全、提高居住品质是

非常必要的。”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认为，应提高居民对维修资金作用的认识，业

委会、物业应和业主进行持续、公开透明的沟通，而

不是收钱的时候再去沟通。 据新华社

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8月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6日电 欧盟气候监测

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6 日发布报告说，刚刚
过去的 8 月与 2023 年 8 月并列成为该机构自 1940 年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8 月。

报告说，今年 8 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 16.82 摄
氏度，较工业化前（1850 年至 1900 年）水平高出 1.51
摄氏度。

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控温目标，到本世纪
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
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
而努力。

数据显示，今年 8月是过去 14个月中，第 13个全
球平均地表气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的月
份。此外，过去 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

任何 12 个月期间的最高水平，较工业化前的平均气
温高出 1.64摄氏度。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局长萨曼莎·伯吉斯
表示，在过去的 3 个月中，地球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 6 月和 8 月、最热的一天以及最热的北半球夏
季。这一系列创纪录高温，增加了 2024年成为有记录
以来最热年份的可能性。

9 月 6 日，第九届中国国际食品餐
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博
览会以“促进消费，创新发展”为主题，
展览总面积 7万平方米，国内外参展企
业达 1000 余家，展出各类产品 3 万多

件，集中展示了国内外食品餐饮行业新
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图为当日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参观者在拍摄展出的南
瓜雕花。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打卡食品餐饮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