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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市是荆江边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监
利市工业园路与监利大道交汇处的东北角，
有一片占地约200亩的院子，这里有说不尽
的美丽。

这里是一座大花园。院子里曲径通幽，绿
树成荫，花团锦簇。一眼望去，只见银杏挺拔，
垂柳依依，香樟青翠，女贞芬芳，更有木槿花姿
色娇美，月季花傲立枝头，杜鹃花竞相绽放，马
鞭草争奇斗艳。一派清新爽目，令人心旷神怡。

这里还是一个乐园。这里有绿茵茵的草
坪和有趣的滑滑梯，是小孩子们玩乐的天
堂。这里有石凳、长廊和凉亭，人们在院子走
累了可以在石凳上休息，也可以在长廊里散
步。若有绵绵细雨，还可以在亭子里听雨。
怎么看这里都像一个公园。

然而，这里却是监利市的市民之家——
花园中的市民之家。从南门进院，右手边是
一个露天停车场，进院一直向前可以进入地

下停车场。院子中央矗立着两栋高楼，那就
是市民之家的办公大楼。两栋半圆形大楼错
落环抱着，在周边花草树木的映衬中，格外醒
目。大楼里进驻了水、燃气、网络、不动产权
登记、公证、医保等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窗口单位，为前来办理事项的市民提供了
一站式服务，极大地便利了监利市民。

我们80年代成家的人，结婚证书登记号
没有联网，我打算去市民之家的民政窗口给

结婚证换新本。据说那里还可以为我们免
费拍登记照，我们想再去浪漫一回。

从市民之家出南门向东可以上随岳高
速公路，出西门向北直通江监高速，这里
还有直达的公交线路，方便了前来办事的
市民们。

我在这里告诉朋友们：有事可以去市民
之家办事，无事可以来市民之家游玩。这里
是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老百姓的家！

监利老百姓的家
□ 余可佳

由江西、福建两地联袂举办的《2023冠豸
山·江南集报论坛》，在众望所归中，于五月下
旬在福建连城正式开坛。我和万运格、秦梦
卿三人代表监利集报团队，与全国12省市70
多名报友欣然赴闽参加了这一盛会。顺带旅
游和访友，历时11天，行程一千多公里，横跨
鄂湘赣闽四省，一路山水，一路风景，一路欢
歌，一路开心。一幕幕动人画面宛若眼前，让
我仿佛身临其境。此次论坛给我的感受是：
选址好、站位高；创意新、形式活；人气旺、效
果佳。

论坛之风最宜人
当我走进福建连城宾馆，一股亲切的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在报到处领到刻有与会者
姓名的胸牌和一袋资料。北京的彭援军、江
西的彭良龙加上我，“三彭”在此相逢，并在

“援军集报万里行”旗下留影。8名属猴的报
友握手言欢，乐不可言。十对集报伉俪携手
并肩，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报友们久别重
逢，互赠报品，相谈甚欢。下午举行的欢迎晚
宴，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场面。

第二天上午安排游览冠豸山风景区、参
观李贞刚家庭藏报馆。下午举行论坛开坛仪
式，会议对14名优秀撰稿人进行了表彰，宣读
了颁奖词和发表获奖感言，六位评报员、七位

发言人先后发表了意见与建议，不乏真知
灼见。监利报协会长万运格为会议和报友
创作的《冠豸奇秀集报欢歌》等书法作品频
频展示，大家进行了经验介绍和集技交流。
会议既热烈紧凑、又不失灵活轻松，没有拖泥
带水，气氛融洽和谐。这是我历次参加民间
组织举办的会议以来，最活跃、最成功、最不
落俗套、最风清气正的一次，惊喜不断，高潮
迭起。

集报汇聚力量，论坛增进友情。论坛坚
持以“专注、繁荣、团结、进步”为宗旨，为广大
报友打造一个平等、和谐、兼容的平台。我在
思考，能为故乡的集报做些什么？是等闲视
之，还是尽力为之？我决定义无反顾，在古稀
之年不遗余力尽一份绵薄之力。

赣闽之景最迷人
承主办方好意，我们正好借机沿途游山

玩水，观光游览，一扫过去笼罩在心头的阴
霾，融入大自然。我们选择的是红色景点、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三大主题。首先是参观红
色景点。来到魂牵梦绕的红都共和国摇篮江
西瑞金，走近当年领袖开挖的红井，领会吃水
不忘挖井人的精神。在叶坪一、二次苏会礼
堂、耳畔仿佛回响着伟人宏亮的声音。尔后
来到久负盛名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旧

址，这里红歌嘹亮、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早已
成为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其次是饱览自然风光。连城冠豸山奇山
异水，千峰竞秀，名不虚传，集“山、水、岩、泉、
寺”为一体，呈“雄、奇、幽、秀、绝”之大观，我
们登上山巅，目睹了“大地之根”的奇景。走
进了心仪已久的福建南靖土楼，几座圆形土
坯楼历经七百年风雨侵蚀和无数次地震依然
屹立，成为古民居建筑的活标本。游走在云
水谣古镇，山青水绿，古道幽长、溪水流淌，百
年老榕、遮天敝天，蔚为壮观，好似置身于世
外桃源。然后通过旅行社组团，与来自甘、
陕、赣等地的9名报友共赴厦门游玩，来到风
姿卓约的海上花园厦门，在海岸遥望金门岛，
尝试到一次扬帆冲浪的激情。在著名风景区
鼓浪屿观赏万国建筑博览群，伴着椰树、沙
滩、晚风、海浪和仙人掌，欣赏梦幻般迷人的
海岛夜景。

再是欣赏人文景观。在福建长汀游览了
中国历史文化古城和百年老店。在厦门大
学留影，瞻仰了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故居。
参观了一代忠贞禁烟先贤林则徐纪念馆。
在福州三坊七巷名人故里游，这里有林觉
先、冰心、严复、郭柏荫等名人故居，真是坊
坊有真迹，巷巷有故事，凸显出非遗文化的

强大魅力。
报友之情最动人

一千公里云和月，处处是鸟语花香，
阳光灿烂，温馨舒畅。当我们途经长沙转
车时，等候多时的湖南报友为我们践行。
旅游到厦门，报友林克汉伉俪热情相迎，
邀请我们上门叙旧，送书赠报，不亦乐乎，
让人心生敬意。到福州后，报友林增荣在
著名闽菜老店“破店”用一桌地道的闽菜
盛情招待我们，并一直陪同到抚州。抚州
报友余世杰在火车站迎送，每人送一袋报
纸和一盒当地特产“临川菜梗”，让我们吃
的尽兴、玩的开心，满载而归。这些重情
重义的动人场面不断出现，欢声笑语，余
音绕梁。无不感叹如今还有这般纯真的
友情存在，真是山美、水美、物美、报友的
心更美。正如山东报友王纪民所说：“以
报会友，开心集报。一日报友，终身朋
友。”同心致远，聚力共赢。在并不看好纸
质报品和人情淡漠的当下，一群集报人仍
初衷不改，如痴如醉，依然看到的是那精
彩纷呈的世界和风景。

（作者系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
作协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省诗词学会
会员，荆州市诗联学会常务理事。）

冠豸山集报论坛走笔
□ 彭桂生

她活泼时如一缕阳光照进学生的心田，
她恬静时如一支玉兰馥郁芳香，她激情四射
时声情并茂，让学生沉浸在语文课堂里。

在她的语文课上，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孩子们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弹指一瞬间。
她，就是黄兰英，监利市龚场镇秦场小学一
位普通的语文教师。时光匆匆，她在教育行
业度过了四个春秋。她用爱心获得了学生们
的认可，她用真诚赢得了家长们的尊重，她
用行动得到了同事们的信任，她用业绩拼到
了领导的赞许。四年时间，她所带科目年年
拔得头筹。她取得的成绩与她自身的拼搏奋
斗息息相关,而她成功背后的故事也让人为
之动容。

昨日艰辛铸师魂 今日潜心育幼苗
黄兰英常常自嘲说自己是从山里飞出的

“蓝鹰”，而我觉得她是“雪豹”。

十年寒窗，是她与冰天雪地作抗争打过来
的；金榜题名，是她与无数数九寒天斗过来的；
一朝中举，是她与十几公里山路日复一日踏出
来的。她的求学之路在我看来是如此的惊心动
魄，而她总会轻描淡写，一带而过。2019年，黄
兰英刚刚接手的班级，语文平均分要比平行班
级低了28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要付出比常人
多倍的努力才能迎头赶上。重重困难摆在她的
面前，她也一度想要放弃。但是看到学生们对
知识的渴求，再次激起了黄老师的斗志，她决定
用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现状。于是，每个课
间，向书本学习，他们成了各种文学读本的常
客；每个清晨，向行动学习，她和学生一起琅琅
朝读；每个午后，向实践学习，她和学生一起吟
诵诗词；每节课堂，向名家学习，她力求学以致
用。让每节语文课洋溢着轻松与愉悦，是她不
懈的追求。终于，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学生
们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步。不仅学生们增加了

知识的厚度，忙碌的她也延伸了专业的深度。

春风化雨师生情 言传身教见月明
或许有人会疑惑，这么重的任务，难道学

生们没有逆反心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
是黄兰英采取“用心浇灌、以爱感化”的方式
和学生相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爱使他
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教育方式。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
如阅人无数。黄兰英立足每位学生不同的
特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言
传身教，使他们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学
习可以成就未来。终于，在期末统考中，他
们以优异的成绩回馈了所付出的艰辛，黄老
师也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点滴积累渊学识 奋斗终身倾余生
十几年的求学之路，风雨兼程，锻造了昨

日的她；七年的教学之路，春华秋实，造就了
今天的她。七年的班主任、两年的教导主
任，高标准的压力不断地磨砺着她的教育
观。不怕劳累，向书本学习，黄兰英积淀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畏艰辛，向实践学习，她
的专业能力稳步提升。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每天进步一点，是卓越的开始，每天创
新一点，是成功的开端！

学习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艰苦的持久
战；学习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坚持不懈的长期
努力。幸运只会垂青于不畏艰辛的勤奋者。

昨天，她不畏严寒，勤于苦读，终是学有所
成；今天，她不畏艰辛，勤于耕种，终是教有所获；
明天，她不舍努力，勤于磨砺，终会披荆斩棘。

“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川流贵
在不息。今后的我，将不惧风雨，倾我一生
之所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燃尽我的一生！”
黄兰英老师如是说。

雅若兰花馥郁幽香 博学若渊桃李芬芳
——记龚场镇秦场小学教师黄兰英

□ 周弟平 戴健

斑鸠，我儿时最熟悉的鸟，是家乡胆最大
且敢与人亲近的鸟儿。它浑身长满了褐色的
羽毛，头部染以灰褐的葡萄酒色，脖子上那圈
黑白的羽毛特别显眼，一双小眼睛总是机灵而
焦躁地转动，站在茂密的枝叶或某家的台前屋
后，脖子一仰一缩，“咕咕……咕咕……”深情
而优雅地叫个不停，乍看上去就像是谁家喂养
的家鸽。

清晨，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窗外传来
了斑鸠“咕咕……咕咕……”清越洪亮的叫声，
将我从半醒的状态叫起。

傍晚，当柔柔的夕阳涂满村中青黛色的燕
瓦，斑鸠则安静地站在高高的屋脊，疑在眺望
着前方，又似乎在欣赏这暮色下炊烟袅袅的村
庄。从此，斑鸠优雅的形象，在我很早的记忆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道那时的乡村哪来这么多的鸟儿！
村庄、田野、树林，整天都响彻着“叽叽……啾
啾……嘎嘎……”的鸟叫声，天空到处飞翔着
各种鸟儿。喜鹊、乌鸦、八哥、燕子、麻雀……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我现在也叫不出名字的鸟
儿。到了小麦或稻谷收割的时候，鸟儿更是多
得成灾。它们好似知道夏粮或秋粮成熟的季
节，一大群、一大片的，从四面八方的天空蜂拥
而来，一溜烟躲进刚刚成熟的大麦、小麦、豌
豆、稻谷和玉米地里，它们以大群体、兵团作战
的数量优势，用无数的鸟嘴和乡亲们抢夺来不
及收割的粮食。乡亲们为了尽量减小鸟引起
的损失，只能安排些老、弱、病、残的劳力，敲着
个破瓷盆“叮叮当当”地在田里来回驱赶。这
方法，开始也有点效果，但时间一长，鸟儿们似
乎也找到了对付人的办法，你在这边驱赶，它

“嗖”地一下，飞向了田的那边，你在那边驱赶，
它又“嗖”地一声，飞到田的这边，就像是在与
人玩着打游击的游戏。乡亲们实在无奈，只得
作罢，任由它去。想想也是，这鸟又能吃得了
多少。

在次次的抢粮大战中，参加的鸟儿种类
和数量很多，却几乎看不到最熟悉的斑鸠的
身影。

斑鸠虽然有时也刨食一些地里的粮食，
但它们不偷不抢，只在粮食收割完后寻找几
粒落下的颗粒。它们那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如
同一位绅士，有时是成双并进，有时是一前一
后，在刚下种的田间，它们不慌不忙地用尖尖
的小嘴，旁若无人地慢慢刨出几粒刚播种的
种子。悠闲的时候，漫步在田边的小路、村中
的树林、堤旁的草丛慢慢地觅食，走着吃着，
头一俯一仰，似乎脚底下全是它们的世界。
当有人站在了它们的身旁，也只是向前加快
下脚步，或是轻轻地一抻翅膀向上飞出几米，
又旁若无人地落了下来，那姿态真是胆大得
特别可爱。

斑鸠这种天生胆大和对人不设防的习性，
也常常使它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斑鸠与别的
鸟儿相比，因肉多且肉质鲜美，成了我和伙伴
们以弹弓捕捉得最多的鸟儿。

村里的大人也喜欢在收工后拿着自制的
弹弓，在村前村后的树林弹射各种鸟儿。我和
小伙伴们则会在星期天或放学之后，拿出放在
书包里的一个简易的橡筋弹弓，捡一些细小的
石子，绑到一起，在放学回家的堤边，在村中通
往水塘的路旁，展开一场弹弓打鸟的游戏。那
时鸟儿很多，但大家还是喜欢专门寻找那胆大

的斑鸠，斑鸠一般喜欢在树林的地下，或是路
旁的草丛觅食，因此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现它们
的踪迹。一弹弓下去，斑鸠们只是在地上蹦跶
几下就不动弹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遍家乡的田野，村庄也在不知不觉中有
了另一番景象。人们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
时，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随着农药、化
肥、塑料薄膜、塑料袋等大量使用和到处乱
扔的“白色污染”，致使村中斑鸠等鸟类数量
大幅减少。后来，当我回到家乡，走在村前
的小路上，虽然村里的楼房越建越多、越建
越高，但树林却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宽，田
地却越来越窄；小河越来越直，河水却越来
越黑。家乡的天空除了偶尔几只麻雀或八
哥飞过，翱翔在田野，栖息在树林的鸟儿种
类和数量却越来越少。家乡的门前、路旁，
那些曾经胆大的斑鸠、漂亮的喜鹊，几乎很
难再看到它们的踪影。偶尔在那家的墩台
或路边有只觅食的斑鸠在前后跳动，那也是
种稀罕之物了。此时，我再同村里的老邻居
和儿时的发小说起曾经在树林中掏鸟窝、堤
坡下打斑鸠的往事时，都只是一声长叹，令
人惋惜。虽说现在经济是发展起来了，生活
也比以前富裕多了，但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
日子却没有了。以前那种树绿水清、鸟儿满
天飞的家乡风光却从此不见了。尽管每次
都是带着满满的回忆与希望回乡，却是怀着
一种对村庄的失落与叹息而归，以至于后来
的好多年很少再回家乡。

近几年，当我还沉醉在儿时的美好记
忆，怀念曾经那种鸟语花香的农家田园生

活时，我再回家乡，不曾想村庄也正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次回去，村庄都有
着明显变化。特别是中央提出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后，曾经的那个环境脏乱、
树木凋零、污水遍地的村庄，如今已是整
齐划一、树木成林，村庄正焕发着勃勃生
机。经过治理的河、港、湖、汊已变清了，
湾子林、景观树、绿化带等建设，使村庄又
恢复了昔日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景
象。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
高，乡亲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逐渐加
强，村子再也不曾有过偷捕野生鸟类或动
物的事情发生，相反乡亲们都自觉地加入
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当中。短短的
几年中，那些消失多年的喜鹊、麻雀、八哥
等我儿时常见的鸟儿，它们在远离村庄多
年后，又成群结队地飞了回来。田野、树
林、台前屋后，到处都是它们叽叽喳喳叫
个不停的声音。虽然前几年回去，还是很
少看见斑鸠的身影，但这几次回去，也经
常能一睹它的芳颜。它们还是成群结对，
或是一前一后，在路边觅食，在屋前的小
树林间“咕咕……咕咕……”地如天籁般
地叫个不停。看着眼前的情景，不禁让我
有种久违的亲切与温暖。当然，我不知道
现在这些觅食或鸣叫的斑鸠，还是不是我
曾经用弹弓弹射过的斑鸠，或是原来那些
斑鸠的后代子孙，不管它们是或不是，我
都要把儿时对它们的驱赶捕杀和后来人
们为环境的破坏使它们长久地离去而表
达我心中的忏悔和愧疚！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斑 鸠
□ 杨朝贵

01
老汪的父母很封建，当生下的第一个

孩子是女孩时，很不满意，非要再生一个
男孩延续香火。就这样，一口气又生了四
个女孩。此时，老汪的父亲依然不肯罢
休，说还要一个孩子。十个月后，老汪出
生了。老汪的父亲喜得流下了泪水。农
村人将家里的最后一个孩子称之为“老
幺”。老汪的父母将之称呼为“六宝贝”或

“六活宝”。
只可惜老汪的父母在他几岁时便撒手

人寰，他靠着大姐的抚育才长大成人……
前些年，对手机号的管制还不是很

严格，老汪陆陆续续买了五个手机号，
并先后买了五个不同品牌的手机使
用。手机作为基本的通讯工具，有一个
就够了，为什么老汪要买这么多的手机
呢？原来是跑业务需要。每一个手机
有一个号码，每个号码的注册地不同，
分别是北京、南京、广州、武汉、长沙。
不同归属地的号码方便联系不同地区
的客户。

五十多岁的老汪身材短小精悍，穿
着白衬衣走在街上，衬衣左边的口袋里
装着一个手机，裤子左右口袋里各装着
一个手机，左手抓着一个手机，右手的提
包里装着一个手机，因此江湖人称其为“五个手机”。有时
候亲友相聚，不是这个手机响了，就是那个手机响了。不
熟悉的人还以为他是大老板。熟悉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小
喽啰”。电话往来频繁，可赚的钱并不多。

一端起酒杯，他就开始吹嘴（方言：吹嘘自己），说自
己见过某某大老板，说自己的车是别人送的等等。听的
人们都是熟人，谁也不愿意戳破他，也就乐呵呵地点头。

说起来，老汪有过一个妻子。妻子是同村的好姑，只
因脾气太坏，天天和老汪吵架，因此和老汪离了婚。

02
离了婚的老汪躺在沙发上，哀叹自己的这一生就这

样了。他下定决心，以后不结婚了，就做个单身汉。
日渐消瘦的老汪的荷包也瘪了下去。他今天找张三、

李四借钱，明天找汪龙、赵虎借钱，为了快点还债，他还开
了皮包公司、中介公司，以求盈利。怎料知事与愿违，几个
月下来，不仅没赚钱，还扯了二、三十万元的高利贷！催债
人天天找他讨要债款。他不胜其烦。

有一天，五个手机都收到了欠费短信。他手里哪有
钱交话费？愁得觉都睡不着。最后还是清理了家里的一
大堆废烂报纸杂志，拖到废品站才换了两百多元，去给每
个手机号充了五十元花费。

别看他这么落魄，没过几天，很快便恢复了自信，还
在酒后大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久
便被单位辞退了，他在办公室清理了自己的杂碎东西，领
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灰溜溜地离开了。

03
没了工作，又没社保，还要生活，怎么办呢？有人介绍

他去当保安，他没同意。有人介绍他去菜市场卖肉，他嫌
丢人。最后没办法，他联系了家在杭州的老表。老表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到西湖边给人捞手机，捞起来的报
酬是几百元，捞不到别人也要出一百。”老汪对手机本就有
些痴迷，一听，说：“我从小就跟老头学扎密切（泅水），捞手
机还不是小菜一碟！”他连夜坐火车赶去杭州。

一天后，他到了杭州西湖。湖的周边人山人海，
时常有人高呼：“我的手机不小心掉湖里了，谁帮我捞
起来？”一旦听到这句话，他便凑过去，谈好价钱，趴在
河边，给人捞手机，有时水深，还要脱掉衣服放岸上，
扎猛子下去摸。有一天，他赚了七、八百块钱，坐在亲
戚家小房的床上数，数着数着笑了起来。

一个多月后，他才知道不是天天有人掉手机到湖
里。除了他，还有十几个人在河边等工作。他感觉这
条路也走不通了。由于他开销很大，没存多少钱，加
上西湖管理局禁止外人给游客捞手机，财路断了，他
最后连一个手机都养不起了。不久，他只留了一个烂
手机，将其他四个手机陆陆续续全卖了，用卖的钱维
持最低的生活开支。那四个手机号也卖了。人在落
魄的时候，没有谁会搭理。他还指望以前的哥们儿扶
他一把，可是一天到头也接不到一个电话。他苦思冥
想，终于明白：人不要显摆，没钱也不要摆出穷酸相，
必须脚踏实地去做事，才有出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中国明史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学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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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市佬的面食
□ 付中华

当年拖家带口来到异乡
无奈、无助的境遇

仿佛漂浮在大海里的小船
背地里将泪水使劲抹干

将所有希望揉进雪白的麦粉
与面碱、明矾、精盐一起精心配比
再用勤劳、真诚、善良发酵成团

终于
物美价廉、诱人的面点

引来人们交口称赞
“一块案板、两根擀面杖，三口之家”

无数个“毛市佬”人的小小作坊
逐渐在全国各地闪亮登场

家乡的外号叫九头鸟
我们的面食品牌叫“毛市佬”

普普通通的面团
在一个个“毛市佬”人的巧手揉捏下

瞬秒变成巧夺天工的茶具、章鱼、寿桃
150余种的花色面点好吃又好看

惊艳无数消费者的目光
“毛市佬”人年创收入80亿

南有毛市佬、北有狗不理
良好的口碑

让世人惊叹不已

成功不忘反哺家乡父老
我们不光要带动家乡人民共同致富
更要做好金字招牌——“毛市佬”！

引入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构想
还要申报湖北非遗、建设包子博物馆

蓝图已经画好
历史一定会见证

让我们一起喊出来——
面点美食哪里找
荆楚监利毛市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