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
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
谢嘉婧） 11 月 6 日 ，以

“湘品入湾”为主题的湖

南省农业产业合作暨品

牌推介会在深圳举行，攸

县组织湘东情和南国宏

豆两家香干豆腐企业携

10 余款特色产品参展，该

县副县长邱铁勇向粤港

澳大湾区的朋友集中推

介攸县优质农产品。

推介会现场，来自湖

南各市州的十几家参展

商搭建了展位，集中展示

了攸县香干、衡阳手工鱼

丸、汝城白毛茶、岳阳虎

皮扣肉等上百种农业品

牌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

观看，不少人在现场开启“扫货”模

式。会后，一批意向客户纷纷索要

攸县香干及攸县农产品有关项目资

料和联系方式，洽谈合作事宜。

攸县香干口感嫩、豆香足、有筋

道，自 2010 年成为上海世博会和广

州亚运会专供特色菜后，迅速风靡

全国、远销海外，先后纳入全省“一

县一特”农产品目录、市十大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湘赣红”区域品牌，深

受广大群众喜爱，相关产业带动从

业人员 3万多人，总产值超 21亿元。

近年来，攸县采取政策搭台、科

技赋能、承载提升等组合拳，推动香

干产业做大做强，启动了总投资 4.7

亿的香干产业园项目，目前项目一

期工程已完工，上市企业祖名食品

已签约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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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唐刚）
11 月 10 日，天元区雷打石镇 2024 年首届“薯您最美”红

薯文化节暨农民运动会在伞铺村文化广场举行，1000 多

名村民及志愿者参加。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包含有拔河比赛、文艺表演、抽

奖、颁奖、农产品品鉴展销等环节，趣味十足、热辣滚烫，

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伞铺村红薯种植面积达

160 余亩，主要有蜜薯、紫薯、加工薯等。今年红薯大丰

收，“村两委”希望通过“红薯文化节”打响知名度，打造

伞铺村农特产品展销馆和网络直播间，积极为农产品拓

展销售渠道，推动乡村振兴实体产业经济发展。

“薯您最美”

红薯文化节暨农民运动会现场，队员们正在激烈比拼。记者/杨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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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百强榜发布

株洲排名前移11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正明） 近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发布

《2024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研究》报告，并揭晓

了 2024 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百强榜单，株洲位列第

52位。

据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从创新投

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及创新潜力 4个方面，对城市

科技创新竞争力开展综合评价，最终形成上述报告。

深圳、广州、苏州、杭州、武汉、南京、合肥、成都、

西安、宁波位居榜单前十。湖南共有 6 个城市上榜，

其中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衡阳分别位列第

12 位、第 52 位、第 66 位、第 78 位、第 86 位、第 94 位。

与 2022年相比，株洲排名前移 11位。

近年来，株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科技

创新平台质效，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科技实力实现整体

跃 升 。 2023 年 ，株 洲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达 到

3.27%，稳居全省第一。株洲 5 个项目获得 2023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洲电机

“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

等奖；36 个项目获 2022—2023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

奖。2023 年度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榜中，株洲

企业时代电气、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占据前三。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根据毅

行活动最新安排，2024 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报名通道

已关闭。经组委会确定，物资领取时间为 11 月 13 日

至 15 日，毅行志愿者可自行前往株洲日报社 B 座（株

洲晚报楼大厅）凭报名编号、姓名以及身份证领取。

关于领物资

领装备时间为 11 月 13 日、14 日、15 日上午 9 时

至晚上 7 时，领取地点为株洲日报社 B 座（株洲晚报

楼一楼大厅），参与者凭报名编号、姓名以及身份证

明领装备，原则上不予代领。

发放的物品为一个毅行束口袋、一个胸卡、一包

康师傅香爆脆干脆面。组委会提醒参与者，胸卡须
妥善保管，到沿途签到点贴标签，在终点凭此证领取
纪念证书。毅行全程必须全程将胸卡佩戴于胸前位
置，有助于工作人员识别并提供相应帮助。

团队的由团队负责人统一领取。

关于天气
徒步湘江毅行为期一天，设常规组（23.8公里）、亲

子组（6.2 公里）两个组别，毅行志愿者预计超过 4000
人。徒步从神农广场出发，将经过株洲大桥、清水塘大
桥、石峰公园、分袂亭、天元大桥、钢琴广场等路段。

天气预报显示，周六或有雨，毅行大会可能迎来
“雨战”，选手们请根据自身情况做好徒步毅行的个
人准备活动，如雨具等。

关于补给

毅行开幕式的列队区是根据组别进行划分，

大家入场后要根据主会场标识（地贴）找到队伍列

队区。本届毅行提倡公益环保，鼓励绿色出行，建

议毅行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神农广场集合。

常规组毅行共 7 个签到点（含起点和终点），除
起点外，各签到点均提供饮用水补给；常规组 23.8
公里设有 1 个路餐点（清水塘双碳大厦），提供餐
食。亲子组 6 公里毅行共 3 个签到点（含起点和终
点），不含路餐。

23.8 公里长距离选手千万要自己备足食物，巧
克力、能量棒、动能饮料等都是需要的。今年组委会
特意配发了环保束口袋，方便大家装随身小物件和
毅行途中产生的食品包装袋、果皮等垃圾。

毅行不是竞技比赛，重在参与，挑战自我，祝愿
每位选手都能收获开心。

@毅行者，11月13日开始领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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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老屋
□肖日东

前段期间，父母回了趟攸县乡下，给我发来一段

老屋的视频。却见故乡的老屋依旧是儿时的模样，

虽然还没有到“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荒凉，但

堂前屋后已是杂草丛生，屋内蛛丝网结，老屋就像一

位世纪老人，静静地守候着岁月沧桑。

触目所及，老屋的一草一木在我心中积淀了无

限的留恋和怀想，也不经意间轻轻开启了我记忆的

闸门。那沐浴在炊烟里的红色瓦房，钻入天际间的

红细杉木，弥漫在乡间的茶花香，还有那穿透云隙投

射在婆娑枝叶间的云蒸霞蔚，渐次地清晰和灵动起

来。

老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距今也有近四十

年的光景了。记得当年与伯父家共住祖屋的东西

厢，房间狭小不说，光线还有些灰暗，室内见不到多

少阳光。我上小学没多久，父母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要建新房，地址就选在后山的一片缓坡上。每天忙

完农活后，父母都要在新房的地基上清除杂树杂草，

挖土方夯地基，一直忙到月亮上山。为了省钱，这些

苦力活都是父母肩挑手抬，一锄头一簸箕开挖出来

的。那时候虽然每天累得精疲力尽，但能通过自己

的劳动，住进自己建的新房，是父母辛勤付出后最大

的寄托与希望。

记得正式建房那一天，街坊邻居、家里亲戚都来

帮忙。二舅是砖瓦匠，建房时他是总指挥，其他人员

和泥搬砖、做饭送水，一派热闹场面。房子落成了，

屋外红墙黛瓦，屋内白墙洁净，新装上的明亮玻璃，

映着窗外的远山绿谷，一切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

房子上梁的时候，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整个山村，

五颜六色的喜糖喜烟如暴雨般从梁上撒下，小伙伴

们兴奋地追着捡喜糖，大人们嘻笑着抢着捡香烟，父

母的那份自豪感更是荡漾在飞扬的眉宇间。

就在这座新房里，父母辛勤劳作、兼职做各种小

买卖。几年下来，不但还清了因建房子借的外债，而

且渐渐有了节余，家境也开始有了起色。而我专心

学习，最终考上了省内其他城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开

始了离家的求学生涯。此后，随着我当兵、考军校、

外地工作，我离家越来越远，新建的房子也渐渐褪去

了崭新的光环，被大家习惯地称为老屋。特别是在

乡亲们新建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挺拔而出时，老屋

越发显得矮小衰老，仿佛历尽沧桑的孤独老人。然

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老屋前的树木却始终努力向

天空伸展着，蕴蓄着蓬勃的张力；各家各户的晨光炊

烟，穿过树荫和枝叶的掩映，缓缓地飘荡在村子的上

空。老屋就在这晨光中，静静地等待着归来的游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就是那久别故乡的游子，每次回到乡下，走进

老屋，那复杂的情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总要

围着老屋转转看看，把屋前屋后拍个遍，存在手机里，

也存在自己的记忆深处。那日渐风化的晒谷场，曾经

是我与小伙伴们赛陀螺的欢乐场所；流水潺潺的老

井，那是我们洗冷水澡的天然自来水；那亭如华盖的

老松树，更是印刻着我们爬树比赛记忆的时光机。

看着那沉默不语的一砖一瓦，那岁月轮回中的

一草一木，回到工作的城市里，最开始的睡梦里，都

是熟悉的乡音，都是老屋的样子。挺立于乡下的老

屋，如同一位智者，它既是父辈们辛劳生活的见证，

也是我在异乡不断打拼的不竭动力和泉源。

在繁杂的世间，老屋就如一片心灵的净土，让我

静静地找回自己，找回那片心灵的家园。那家园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中牵挂，更是“乡书

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的暖暖乡愁。

（作者简介：肖日东，攸县人，株洲市作协会员，现在南京工作。）

逆旅逐梦故园情
□陈朝阳

我的故乡隶属于罗霄山脉系列，那里群山环绕，

浮岚暖翠，每天清晨推开大门便可仰望千山一碧、绿

意葱茏，深吸一口气，便觉空气异常清冽甘甜。村里

有一条小河纵贯穿过，日夜潺潺流淌，终年不会干

涸。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

规律的耕作生活，使乡亲们乐于享受这种世外桃源

般的美好岁月。人们似乎不愿也不忍心打破这波澜

不惊的铁律良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村里只有一条沙路通向遥

远的山外的世界。童年时我看到在山外工作的人，

每逢佳节他们回来时，便提着大包小包，在乡亲们艳

羡的眼神中自豪地踏进家门。几乎从那时起，我就

发誓一定要走出山村；我知道山外还有一个无限辽

阔的世界，在等着我去探访遨游。

我深知山里孩子要想走出去，除了读书，别无他

途。于是，我拼命发奋读书，朝着既定的目标矢志不

渝。

在十五岁那年，我终于在理想的版图上用奋斗

的青春，一路狂奔闯进了县城的一所师范，从此跳出

了“农门”。

三十年的从教生涯让我阅览世事风云，山河沧

桑。回眸一笑时，人间依然如故。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其实我们都是这个

世界的旅人。那些踏在世间深深浅浅的足印是我们

留给大千世界的些许痕迹。因为历史长河的久远，

才渐悟人生之短促；也因为天地宇宙的广博，才看到

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也。而长路漫漫，何时当歌？

年青时那些壮怀激烈慷慨豪迈的理想，最终都

跌落在路上；霞晕西天的黄昏，始知少年的浅薄和轻

狂。

古人云：田原迷径路，归去路何从？其实这也是

当今很多离乡人的困惑。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当华发初露峥

嵘之际，才惊觉是该要踏上故土了。

而我，一直颠沛流离于回乡的路，身体即便是回

家了，精神似乎还未找到归依。原以为可以让心灵

找到停泊的港湾，哪知道俗务催逼，常常又不得不匆

匆离乡。

道路带给我仆仆风尘，但沿途的人文风情，也带

给我无限愉悦和见识。

擎着一盏信念的灯砥砺前行，我们必将经历太

多峰回路转。千百次的山穷水尽是为了下一次的柳

暗花明。为了寻求适合自己的路，很多人几乎耗尽

了自己一生的光阴。

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我至情至性地在人生旅途

中欣赏过鸟语花香也领教过凄风苦雨。因为习惯了

离愁别绪，也就习惯了萍水相逢。

萧条故乡异，零落旅人同。在无数个辗转反侧

的长夜后，我遥望窗外的阳光明媚，一如既往还会有

整装出发的激情。

风雨兼程的人是灵魂还未找到自己的精神图

腾，也是心怀梦想却不问终点之人。孔子周游列国，

老子西出函关，大道至简，出发即是剑已出鞘。行走

本身是目的，也是最终极的意义，是一个人避免活成

死水微澜的不二法门。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世界原非表象

那么绚丽，我在世事纷纭的路上，仿佛穿越无数个雾

霾，得以窥见其中的真相。

胡兰成说：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

是荡子。这样的荡子，是灵魂中没有归期，生活中也

没有归途的人。

如今年岁渐长，而我还漂泊在外，故园不时袭入

我的梦里，亦如我少年时喜欢的模样。为了慰籍游

子的乡愁，我把故乡的原生态风景设置为手机壁纸，

一打开手机，故乡那峰峦叠翠的画面便款款而来，让

我感觉故乡近在咫尺，游子怅惘的心绪顿时变得宁

静、温暖起来。正可谓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逆

旅乡梦频，春风客心醉。别君日已远，故园来相会。

（作者简介：陈朝阳，攸县作协会员，中学教师。）

记忆中的
“禾笋”

□刘年贵

犹记儿时秋天里，母亲总会带着

我们至水塘、沟渠或者溪流边，选取

那些生长状似禾苗且茎叶及人高的

草本植物，掰下粗壮部位的肉质茎

秆 ，剥 去 外 衣 ，露 出 纺 锤 状 的 嫩 白

肉，然后将这些嫩白的茎秆拿回家做

成菜肴——其实有些特别细嫩的部

位是可以生吃的，入口咀嚼后先是一

股淡淡的青草味，随即一股淡淡的甘

甜涌上舌尖——儿时的我比较馋，趁

母亲不注意时偷偷地生吃过。

除了母亲，那时村子里其他人家

也经常采摘那种细嫩的肉质茎秆当

菜吃，故乡人们管这种嫩白茎秆为

“禾笋”（谐音）。在我的记忆中，故

乡人们对于“禾笋”通常的吃法好像

只有这一种；那就是将其洗净切片

后，下油锅和辣椒段一起翻炒，出锅

前加入几颗拍碎的大蒜头，就是如此

简便的做法，也便是一道别致的“山

肴野菜”，也能让我比平日里多下好

几碗饭哩！

上大学后，我在中国药科大学食

堂窗口看到了它们，不过它们是作为

配角出现在红烧猪肉和红烧牛肉菜

肴里，而且它们有了一个高雅的名称

“茭白”。从此，我记住了此道蔬菜

食材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茭白”。

其实，我们祖先食用“茭白”历史

悠 久 。 它 在 古 诗 文 中 亦 有“ 茭 瓜 ”

“茭笋”“雕胡”“菰菜”“菰手”等别

名。“茭白”系草本植物“菰”病变后

的产物，它能成为一种美食出现在餐

桌上，也许是我们祖先的意外发现

吧。起初祖先从“菰”主要获取“菰

米”，这是他们主要的粮食之一，在

周朝当作是王室的贡品。故而大诗

人李白也有这样的诗句，“跪进雕胡

饭，月光照素盘”。后来发现其植株

感染黑粉菌后不能结出“菰米”，倒

是病菌感染后粗壮的肉质茎秆（即

“茭白”）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味道鲜

美异常。因此自宋代以后“茭白”已

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食材，陆游在

《邻人送菰菜》中饶有兴致地写道：

“ 稻 饭 似 珠 菰 似 玉 ，老 农 此 味 有 谁

知？”

“茭白”因其鲜美的滋味，丰富的

营养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且

人们将“茭白”“莼菜”“鲈鱼”并称为

“江南三珍”，亦是历来被文人们当

作思乡的文化载体。晋代名士张翰

因见秋风起，便思念故乡吴中美食：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

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

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

归。”“菰菜”便是“茭白”，古往今来，

放荡不羁之名士不可不谓多矣，但因

思念故乡美味而辞官者，大抵只有张

翰一人而已。

又是一年秋天里，我不禁想起了

故乡的“茭白”，想起了母亲带着我

们 野 外 采 摘“ 茭 白 ”的 那 一 幕 幕 往

事。思念，宛如绵绵不绝江水，在一

波波地涌上心头，让我沉醉在猎猎西

风里……

（作者简介：刘年贵，男，茶陵县
人，株洲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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