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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参与“文明中国·看湖南”主题采访活动的

新华网，刊发全国第七届道德模范夏昭炎专访文章，

报道他“种”文化的故事。报道称，从三尺讲台到农

家书屋，从育人殿堂到乡村讲堂，从繁华都市到“乡

间舞台”……今年 90 岁的夏昭炎和老伴杨莲金回乡

20年里，为乡亲们“种”出一片盈满书香的“文化田”。

休闲娱乐
从聚众打牌到群歌群舞

来到谭家垅社区高桥文化活动中心，只见这里热

闹不已，农忙之余的村民在优美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拆了两栋房，填了一口塘，建了个广场，老百姓

喜洋洋。赶上了新时代，感谢共产党！”杨莲金老人对

每一位前来参观的人热情洋溢地介绍这里的变化。

2004年，在湖南科技大学任教几十年的夏昭炎教

授携老伴回乡养老，看到乡亲们沉迷打牌，孩子们到

处疯跑，心里顿感着急：“农村的文化生活太匮乏了。”

夏昭炎决定，要把文化的种子撒进乡村的土地。

他整修老宅后，在家办起借阅室。村民们纷纷

鼓励自家孩子去他家看书。

但大人们还是未离开牌桌，杨莲金此时便出

马了。

她不厌其烦地劝说妇女们到广场上跳舞，起初

大家都显得难为情，只有寥寥数人参加。经过一段

时间坚持，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不少老人和孩子

驻足观看，氛围越来越热烈。后来，村民的日常休闲

从聚众打牌变成了群歌群舞。

如今，每天傍晚，一群妇女聚拢过来，随

着音乐响起，她们在欢快的节奏中，舞动轻

盈的身形，洋溢幸福的微笑，每一个人都沉

浸在欢乐气氛之中。

看管模式
从到处疯跑到聚集看书

开卷有益，书香致远。广场旁边的小

书屋，也是村民和孩子的好去处。

2009 年，书屋开张时，夏昭炎挨家挨户

邀请，但他发现，许多老年人不识字，看不

懂书和报。于是他办起了老年学校，在祠

堂的空地上支起一块黑板，为一群头发和

他一样花白的乡亲们上课。

卫生系统退休的杨莲金发现，乡亲们缺少医疗

保健知识，很多人生活方式不健康，她就利用自己所

学，开设老年保健知识讲座，带领大家养生、健身。

慢慢地，老人和小孩都成为书屋的常客，老人也

更懂养生，小孩更爱学习。

小书屋目前藏书超过 2 万册，总借阅数达到 1 万

多本，还升级为攸县图书馆高桥分馆，在界江、南田、

陈家场、荷叶塘、杏塘、佳台村设立了 6 个分借阅点，

一举下了 6个“蛋”，让图书“漂流”。

教学方式
从单个辅导到集中授课

广场旁边还有一所“少儿假期学校”引人注意。一

楼摆满了电子琴，是音乐教室；二楼放置了课桌椅和黑

板，是文化课教室。这和公办学校的课堂别无二致。

小课堂缘起夏昭炎的小孙子夏悦然。上中小学

时，他每年暑假都要从北京来湖南乡下，由夏昭炎夫

妇辅导学习。

一天，夏昭炎对老伴说：“一头牛是放，一群牛也

是放。我想把村里那些没人管的孩子都管起来。”

就这样，夏昭炎很快召集起几个小孩，和小孙子

一起学习，家里俨然成了幼儿园，整天洋溢着孩子们

的书声和笑声。

随着前来学习的孩子越来越多，夏昭炎于 2011

年打造了“少儿假期学校”。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随之加入支教队伍。如今已

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的夏悦然，每年暑假都会回

到这里为孩子们授课；在“少儿假期学校”成长起来

的本村孩子夏阳洋，如今站在授课讲台上，看着台下

的孩子，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中南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湖南信息学院、湖南环境生物技术学院在这

里挂牌“社会实践基地”，每年暑假组织多名大学生

前来支教。

起源于谭家垅社区的攸县“门前三小”（“小广

场”“小书屋”“小讲堂”），目前已在攸县全县推广打

造 800多个点，成为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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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脚真的入味。”“乡里的厨师，手艺不一般。”“鱼

好嫩，好吃。”……

11月 30日，冬日暖阳晒在身上暖暖，荷塘区富家垅

片区万家山小区花园议事坪里，三三两两闲聊的居民，

对周末举行的“百家宴”聊得意犹未尽。

对这里的居民来说，这是小区“重生”后第一次举

办的邻里活动，自然值得反复讨论。

小区大“变样”大家好欢喜
万家山小区只是荷塘区富家垅片区一个不起眼的

小山丘。1985 年，第一栋房子在这里打下地基。随后

10余年间，10多栋房子陆续建成。

随着株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富家垅片区成为株洲

服饰加工的“大后方”，万家山的独栋民宅不少也改造

成服装加工厂。

高速发展期，很少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服装加工厂

藏着消防隐患。

为了利益，私拉乱建更是司空见惯。

是时候还历史欠账了。今年年初开始至今，荷塘

区接续对合泰、富家垅片区开展综合整治。万家山是

荷塘区桂花街道援建工作队在富家垅片区打算打造的

“精品小区”。

近一年里，从富家垅片区到合泰 A区再到万家山小

区，援建工作队每位队员都练就了一身本事。一进厂，

需消防整改的问题可直指关键；环境卫生整治，也有了

一套完整的“流程”。

这些综合整治的硬指标完成后，援建工作队自我

加压，对万家山的外观进行了一番“美颜”。设计方案

数易其稿，原本灰扑扑的墙面变成了温馨的暖黄色，让

大家回家的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居民自筹资金办起“百家宴”
几个月里，居民看着工作队队员忙前奔后被感动

了。热心的邻居积极主动站出来，为工作队出谋划

策 。 小 区 入 口 上 坡 处 的 空 地 ，成 了 大 家 闲 聊 的 好

去处。

桂花街道援建工作队把之前街道“花园议事会”复

制了过来，建起了花园议事坪，大家一次又一次，坐在

坪里谈想法、谈路径，通过 6次商议，居民筹资 68600元，

将满是破坑的路面变成了沥青路。

小区变好变美了，这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

最真实的感受。

坐 在 花 园 议 事 坪 里 ，有 居 民 发 起 搞 一 次“ 百 家

宴 ”的 想 法 ，大 家 越 讨 论 越 激 动 ，最 后 在 工 作 队 和

所在的东环社区支持下，20 户房东主动筹资，你家

500 元 ，他 家 300 元 ，大 家 合 力 把“ 百 家 宴 ”张 罗 起

来了。

12月 28日一大早，万家山小区空地支起了灶台，请

了白关镇的乡厨来炒菜。炒菜师傅说：“还是头一次在

小区搞流水席，大家氛围挺好。”

这边的菜还在锅里，那边居民摆桌子、拿碗筷、铺

桌布，摆了整整 10 桌。10 个菜上来后，大家推杯换盏

间，聊这里的变化，聊未来的打算，聊自家的生意……

教授回乡“种”文化“门前三小”飘书香
——新华网报道全国道德模范夏昭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夏昭炎在“小书屋”辅导少年儿童学习。攸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烟火气聚起邻里情 居民自办“百家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何迎台

荷塘区万家山小区居民参加“百家宴”。

记者/旷昆红 摄

跨年，为生活翻新篇
主持人/七七

Hello 株洲网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本期主持人七七，很高兴与大家一起聊聊生

活，唠唠家常。不同人生轨迹我们各自忙碌，

刨去诸多角色我们依然是自己。欢迎大家扫

描二维码加入我们 ，分享生活中有意思的

事情。

2024 今日收尾，2025 倏然而至。传统春

节更多是和家人、家乡连接在一起，而跨年夜

更像属于年轻人的节日，是辞旧迎新，也是休

憩和停顿。这一天，有人充满仪式感地总结

过去：通过快问快答的方式回顾一年的得与

失。有人充满仪式感地过完当下：和好朋友

一起聊天、旅行、放烟花、看演唱会。还有人

充满仪式感地迎接未来：制定健身计划、旅行

计划、学习计划……不拘一格的跨年场景，定

义着丰富又自由的青春。今天的聊天室收集

了许多跨年场景，就像结绳记事一样，给过去

的日子打个顿点 ，充满能量继续走向新的

一年。

@大发：我的跨年主题一直是“友情”

和“烟火”。我和两个大学同学从 2015年毕业

旅行之后，每一年的跨年，无论多忙，每个人

都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去相聚，去跨年。

伴随着我们跨年的另外一个主题词就是烟

花，是仪式感中的仪式感，因为我们约定，无

论过去的一年过得多么辉煌，多么糟心，都要

认认真真，在一片绚烂中迎接新的一年。我

们会特地赶去一些会放新年烟花的地方，比

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浏阳，有时候我们也会

自己放，在惠州的海边，在长白山的冰天雪地

里。现在我们都迈入 30+的年龄，每年依旧坚

持着这个仪式，原本以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

事，但却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羡慕的声音。羡

慕这样的友情，羡慕这样的自由。所以，我们

也越来越珍惜这份感情和仪式，毕竟相约八

十岁之后加入夕阳红旅行团也要一起跨年！

@关关：这次跨年在周中。这个周

末，我和闺蜜“预制跨年朋友圈”，就当提前跨

年：我们一起街头 Citywalk，没有排满日程的

活动，没有晃眼的灯光，只有两个人走在城市

的角落，享受属于自己的节奏。早上，我们选

了一家街角的小咖啡馆，坐在窗边，喝着热腾

腾的咖啡。中午，我们去了家新开的网红店，

尝了传闻中的“爆款”餐。下午，两个想养猫

但是都没猫的人一起去了猫咖，被猫猫包围

的感觉太幸福了，每一只都撸了好多遍哈哈

哈哈哈。跨年不一定要热闹，偶尔慢下来，才

能真正感受到友情的温度和城市的魅力 。

2025，愿继续在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里，留下

更多属于自己的痕迹。

@茜茜子：过去总觉得，跨年这种节

日，非得去点“高级场所”才有仪式感。但今

年觉得，跨年最重要的是开心。正好最近在

学习滑雪，干脆决定在雪场跨年！目前我还

是一个滑雪小白，摔的比滑的多，但在一群雪

友的加持之下，我居然过了一把“大 pro”瘾。

他们帮我摆造型，教我站姿，甚至在我呲雪摔

倒的瞬间，硬生生把画面解释成“炫技”。一

群人轮流给我拍视频，后期修图还不忘加点

“大神滤镜”，我自己看完都信了！正是因为

遇到了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滑雪不再

只是一项运动，也成为了快乐的代名词！希

望 2025年的每一天，都像这雪地里一样，不完

美但足够精彩！

@口十露：我的跨年仪式是写一篇

年终总结。这个习惯开始于高中的语文作

业，我是少数坚持的，至今已经十三年了。那

些文件往往在十二月的最后十天里被创建，

在穿行南北的高铁上，在隔离的酒店里，在异

国小城的蜗居中。跨年的晚上，我无论如何

要给这一年加个合适的结尾，然后发到朋友

圈向自己证明有好好回看这一年。

@左左：即将到来的跨年夜，我没有准

备什么特别的仪式，因为预产期就在 2025年 1

月 1日，如果足够幸运，这个跨年，我应该是在

医院度过，并且新年最好的礼物就是即将到来

的宝宝。为了那一刻，我从现在开始一直跟宝

宝商量，在妈妈肚子

里多待一段时间，哈

哈。之前喜欢跟曾

经的男朋友、现在的

老公一起过二人世

界，如今，我希望未

来的三口之家能一

起发现更多的美好，

一起见证一个又一

个生命的仪式感。

建宁文化市集火车站加开两趟列车大山里的网红

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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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5

日零时起，铁路部

门 将 实 施 第 一 季

度列车运行图，此

次调图后，株洲火

车 站 将 增 加 两 趟

列车开行。

阿 抖 住 在 炎 陵

的大山深处，在这片

被 群 山 环 抱 的 土 地

上，他带领乡亲们将

互 联 网 化 作 振 兴 乡

村的“新农具”，共同

开 辟 出 一 条 通 往 更

加 美 好 生 活 的 康 庄

大道。

12 月 31 日 至

元月 1 日，建宁文

化市集有灯光秀、

猜灯谜、猜歌名、投

壶 、套 圈 、国 风 汉

服、歌舞表演……

各种精彩表演，欢

迎大家来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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