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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夏昭炎：美学教授农家书屋办学
●龙军 禹爱华

“在农家书屋办学就是‘种文化’，让中老年人
学时事政策和现代知识，让孩子们有个‘第二课堂
’。”夏昭炎说，“乡村之美主要在于自然，但诗意
的美却离不开文化。”

今年85岁的夏昭炎是全国道德模范、湖南科
技大学原文艺学教授。退休后，夏昭炎回到老
家--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居住。
十多年来，他与老伴儿杨莲金在家乡崇文兴教、涵
育乡风、反哺桑梓。他们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创
立书屋、开办学校、成立活动中心。在当地，夏昭
炎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热心人、新观念的倡导者和新
乡贤的代言人。

创办农家书屋 传播文化知识
2004年，夏昭炎退休回到家乡。他们夫妇发

现，农闲时，乡亲们吃完早饭就呼朋引伴，围坐在
牌桌旁打牌，一打一整天，还有不少留守儿童凑在
牌桌旁。

为此，夏昭炎决定创办农家书屋，他要让乡亲
们从牌桌前回到书桌前。

夏昭炎是文艺学教授，几十年来从事文艺美学
研究，尤其对“意境”这一美学范畴研究颇深。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夏昭炎就在高校任教。他
潜心学术，撰著学术论文60余篇，其学术专著
《意境概说》被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为“研究
生教学用书”，专著《意境》被学术界誉为“在意
境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意境”强调美的氛围。夏昭炎说：“乡村的自
然美当然好，但若没有文化的滋养，不去除人心的
浮躁，哪会有诗意的美呀。”

村里祠堂边有一处闲置多年的旧房子。夏昭炎
将房子买下来，修缮一新，再搬来一些桌子、板凳
和家里的书籍、报纸。2009年 4月，书屋开张
了。老伴儿杨莲金挨家挨户邀请：“明天都到书屋
来看书吧。”第二天，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位村民。
大家挤在一起，翻书看报。看到这一幕，夏昭炎夫
妇心里十分高兴：“我们就是想让乡亲们多读书，
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乡村外面的生活。”

慢慢地，来看书的村民越来越多，房子空间不
够了，夏昭炎继续修葺老屋，搭建风雨棚，设立阅
览室、学习室和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并发动学生亲
友为书屋捐赠书籍。目前，书屋藏书上万册。书屋
里一摞摞厚厚的借阅记录本写得密密麻麻，村民借
还书籍八千余册。

攸县是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村里留守儿童
多。2010年暑假，夫妇俩决定在村里办一所少儿
假期学校，把孩子们组织起来看书、学习，并开设
古典文学、音乐、美术、益智游戏等课程。假期学
校特别受欢迎，名气也越来越大，不仅吸引了附近
中小学教师来义务上课，还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志
愿者前来支教。

传递科学知识 引领健康生活
回乡居住后，夏昭炎发现，乡亲们缺乏医疗保

健知识，很多人生活方式不是很健康。
他和老伴儿商量：“我们可以带领大家健身、

搞锻炼，开设老年保健知识课，教大家穴位按摩和
保健操。”杨莲金是湘潭市卫生局的退休职工，懂
得不少专业的医疗保健知识，她非常支持这个想
法。说干就干，老两口决定在村里办“老年学
校”，重点讲养生保健知识。

2011年5月18日，杨莲金主讲的“保健讲‘做’”
课程开课。课堂上，杨莲金边讲边做，示范如何做保
健按摩，台下几十位老人听得十分认真。如今，村民
一些常见的小伤小痛都能自己解决。

后来，夫妇俩教村民医疗保健操、太极拳，发
动大家跳广场舞，成立文体队、军鼓队，参加全县
展示、表演、比赛。现在村民做操、打太极拳、跳
广场舞，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村民们都说：“现
在我们经常在一起蹦蹦跳跳，锻炼身体，生活得很
快乐，病痛少了，邻里关系也更好了。”

为讲好养生保健课，夏昭炎夫妇每天捧着大量
书报资料，抄抄写写，自编教材，内容涉及如何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如何吃得健康等方面。除正月
外，每个月的农历初三和十六，都是雷打不动的教
学日。保健课很受村民欢迎，邻近乡镇都请他们去

讲课。

开设道德讲堂 涵养文明乡风
夏昭炎以书屋为依托在村里开办道德讲堂，经

常给大家讲孝道、传统美德、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等
内容。夏昭炎是文艺学教授，解析汉字是他的所长，
他经常把一些做人处世道理与字形字义结合起来，
用生动方式讲给大家听。比如，讲“仁”字，他说：“两
个人在一起就叫仁，两个人心不好的话，就搞不到一
起，就会不仁不义。”讲“信”字，他说：“‘信’字是人旁
言，言而有信方为人……”

回到村里十多年，村民早已把这位“大教授”当
作自己人，村里有什么事，谁家有个家长里短，都愿
来找他，都愿听他的。一方面，夏昭炎德望高、没私
心，村里修路、种树、捐钱他都做在前头；另一方面，
他学问深，讲道理生动、透彻，大家一听就懂。

在夏昭炎这位“新乡贤”的感染下，当地乡风
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朴，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
在凝聚。村民见贤思齐，在当地掀起一股学乡贤、
敬乡贤、崇乡贤、当乡贤的热潮。书屋所在地，也
叫“乡贤馆”，是石羊塘镇的乡贤文化活动中心。
目前，当地已评选出74名身边的“新乡贤”。

2018年去世的夏欠秀老人就是村民选出的
“新乡贤”之一。为帮助夏昭炎办书屋，夏欠秀老
人生前主动腾出一间临街门面房作为借阅点，还亲
自管理。张玉英的家就在书屋附近，自2011年起
义务担任书屋图书管理员。她把书屋管理得井井有
条，后来她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

家乡面貌一天天改变，越来越接近夏昭炎想象
中的诗意境界。

“让农村到处飘散文化气息，让农民享受现代
文明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夏昭炎说，“这是一个老
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据《光明日报》）

11月16日，游客在九龙坡区中梁山的一个矿坑公园草坪上晒太阳。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曾是重庆市主要的矿山开采地之一，矿坑伤痕星罗棋布、大小

不一，导致山体生态环境脆弱。九龙坡区在坚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基础上，探索“一矿
一策”差异化修复模式，因地制宜将废弃矿山、矿坑变成风景区和矿坑公园。截至目前，
当地已改造建成5个矿坑公园，并向群众免费开放。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濮院镇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和全国毛针织服装生产基地，约有上万户生产加工
企业，毛衫交易量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作为国家级的“毛衫时尚小镇”，近年来，濮院依
托坚实的毛针织产业基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向时尚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条，是目前国内产业集聚度最高、产业链最紧密、配套设施最完备的时尚毛衫产业集群。
2019年，濮院羊毛衫市场实现整体成交额近1000亿元。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河南：开展专项排查
整治校车安全问题

新华社郑州11月16日电（记者双瑞）河南省教育
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和应急管理厅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校车安
全管理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通过专人盯守、限期整改、
跟踪落实，切实堵塞校车管理漏洞，防范和遏制各类校
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知要求，逐校、逐车、逐人、逐项全面排查。在校车
准入方面，重点排查各类校车是否安全达标，驾驶人员有
无校车驾驶资格，学校是否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
安全管理责任书、上报备案；在校车使用方面，重点排查
校车载人是否超过核定人数，是否存在非法改装、改型、
拆卸或加装座椅等情况，是否按照审核确定的路线行驶；
在校车日常管理方面，重点排查是否做到校车的专车专
用，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是否做好校车的安全维护等。

根据通知部署，相关部门将在中小学校、幼儿园，特
别是农村地区、私立学校周边、校车行驶途中的必经路
段、上学放学的重点时段加强巡逻，增设临时执勤点，重
点查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以及校车超速、超员、非法改
装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载运学生行为。

（上接一版）
眼下，镇赉县正倾力打造肉牛产业“寄母还犊”致富

新业态：把母牛寄养在农户家里，生出小牛犊，由肉牛养
殖龙头企业收购。

“寄母还犊”一方面让农户嵌入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另
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则促进了扶贫产业深度扎根，让贫困
群众的“金饭碗”端得更稳更长久。

前不久，镇赉县每个打算从事“寄母还犊”新营生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得到了当地乡镇畜牧站的特殊关
照，提供免费上门服务，指导他们盖出一个像样的牛棚。

黑鱼泡镇岔台村村民王磊过去靠打零工收入不稳定，
他对记者说：“政府牵头让俺们养和牛，好好经管它多下点
牛犊，这收入可就稳定了。”

王磊虽说身强体壮，但家人患病多年，看病就用掉了
全部收入，他家也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虽说依靠打零工
和村里保洁员公益岗，他摘了穷帽子，可是日子还是不宽
裕。

“王磊们”的烦恼，也是政府心头的牵挂。今年，镇赉
县政府整合涉农资金投资3000万元，首批购买1400头母
牛，寄养在农户家中。

镇赉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县，可利用草原面积达63万
亩。从2016年开始，当地相继投入2.5亿元，建设了4个
大型现代化肉牛养殖基地，筑巢引凤，引来了和合、吉天
然等4家肉牛养殖龙头企业。

目前，全县肉牛发展到4.5万头，带动全县1.3万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未来3年，“寄母还犊”将扩大
到3万头的规模，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庭院经济
“方寸地”变“聚宝盆”

今年春天，58岁的建平乡大岗村村民李晶一天没闲
着。她没放过庭院里的每一处，把庭院种植面积扩大到
1700平方米，全种上了小冰麦。

其实，农家的庭院以前也要种些蔬菜、玉米，同样满
院春色。“只不过都是普通货，卖不上价。”大岗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程超介绍说。

2017年起，县里8000名包保干部深入82个贫困村，
精准摸排之后，很快发现了家家庭院面积大这个优势资
源。发展庭院经济，特别契合当地建档贫困人口多数年老
体弱干不动重活的实际。

然而，到底种什么能脱贫带富，是个难题。
“我们村里光照比较充足，水源地没有污染，长春一家

公司将回收完的小冰麦运输到法国，用来制作原面粉面

包。”程超说。
立足土壤、光照、种植技术等资源优势，吸引合作

方，以订单促脱贫，庭院里精耕细作打磨精品农产品，大
岗村的脱贫模式很快在全县推广。

推广的是模式，内容可不能千村一面。为了避免同质
化竞争，镇赉县针对市场需求，分别发展了绿色无公害糯
玉米、瓜菜、辣椒、油葵、谷子等多种类、特色化庭院经
济，做到村村有特色、户户有产业。伴随着迪莉娅食品有
限公司、湖南湘研农业公司等大客户的订单越来越多，当
地包保干部和群众一起，搞起了清理院落大行动，把庭院
种植面积扩大到6万亩。

人勤春早，春华秋实。金秋时节，走进建平乡康平村
吉粮家庭农场内，收割机正忙着收割庭院栽植的黑小麦，
社员们看着收获籽粒饱满的黑小麦，打心眼儿里称赞订单
合同的“旱涝保收”。

“家庭农场带动我们种植黑小麦，3亩地能收入3000多
元，收完还能接着种荞麦，再加上国家补助，一地三收。”
村民辛广和满面笑容地说。

3年来，社员通过种植庭院经济作物致富增收，有了典
型示范带动，订单农业让农民心里越发有底了。“年初，虽
然受到疫情带来的影响，但农场正常与200户社员签订订
单合同，清明前将60公顷黑小麦全部种植，今年户均可增
收3000至5000元左右。”农场负责人王秀峰说。

吉粮家庭农场利用小庭院做成大效益的成功经验，只
是镇赉县模范带头的缩影。如今，庭院经济在镇赉县遍地
开花，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2019年，镇赉县庭院经济户均2000元以上。农民思
想观念得到改变，不再拘泥于传统种植，不断涌现出果蔬
村、瓜菜村、花卉村等，为农村经济实现“美在农家，富
在庭院”提供新的活力。

以稻治碱
“白”土变良田

仲夏时节，在建平乡三合村村头一侧，一大片水田铺
展开来，稻苗整齐排列。

这是三合村历史上的第一片水田。村民刘国锋汗流浃
背，正在水田中锄草。阳光经水面折射，把他的脸照得亮
亮的。

刘国锋家的田地以前是东一块西一块，没有连接成
片。这次为了种水田，他通过土地流转，把零散的田地置
换成一整片。

“头一次种水田，不怕亏本吗？”
“干就完了，不干咋能知道行不行！”刘国锋在田里大

声说，洪亮的声音里透着满满的信心和希望！
风沙追落日，昔日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土地问题也

是制约镇赉乃至白城人民致富奔小康的一个“顽疾”。然而
现在的镇赉县，一片片绿油油的水稻田格外引人注目。

“1983年，我还上学时，这地就因干旱开始变质，碱
性越来越大，种啥都长不成，大家都灰心了，放弃耕地的
人越来越多，导致盐碱地逐渐增多。”55岁的王建国是嘎
什根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长期在这片土地里摸爬滚
打，回想往事，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天“给”的地不好种，不服输的镇赉人便开始琢磨
如何改变“天意”，“以稻治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
经提出来了，李学谌等4位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专家长
期驻扎嘎什根乡开展科技试验示范工作并建立水稻试验示
范基地，当时他们只有一台村民赠送的自行车在地里穿
梭，下雨天骑不了，连雨靴都没有，就穿着黄胶鞋在雨里
考察地况。他们经过反复发实际论证，觉得洗盐结合种植
水稻是改良盐碱地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里的地由于碱性太大了，头几年的收成都不好，但
土地需要慢慢养。”王建国对于以稻治碱感触颇深，“这么
多年，村民们也是从不认可到逐渐接受，随着前几年水稻
种植的推广，大家也开始一点点开发。”

2016年，随着“引嫩入白”工程推进，镇赉县水资源
匮乏的现象得以解决，田地的排水系统也得以改善，“现在
我们的地‘能吃能泄’，旱涝保收，收成也越来越好了。”
说起现在的情况，王建国很知足，如今盐碱地变成了水稻
田，经过土地整理和田间配套，产量开始稳步提升，立新
村2016年之前的产量最多时候是1公顷7吨左右，而如今
提高到了8吨半左右。

村里的李洪云也是“以稻治碱”的受益者，她高兴地
对记者说：“现在咱这地，1垧多收1吨多粮食，你说这日
子能不好么！”

一城清水入画来，碧水清流润民心。镇赉县的盐碱地
越来越少了，水稻田收成越来越好了，农民的日子过得也
越来越舒心了，这是“以稻治碱”的收效，也是“引嫩入
白”的奇效，更是镇赉一代人的坚守。

先富民，后强县。如今的镇赉县，82个贫困村，村村
建光伏扶贫电站，实现贫困村2.2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针
对59个非贫困村，建设4个大型养殖扶贫基地，带动非贫
困村1.2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同步组织乡村实施庭院经
济、万栋日光大棚、中低产田改造等产业项目，为贫困群
众增产增收提供基础保障。实现脱贫的镇赉人民，正在为
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积极努力，一幅乡村振兴、共奔小康的
绚丽画卷正在鹤乡大地铺展开来……

（上接一版）杜绝了因执法失误而引起的投
诉和上访，不断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全所5
名民警实现“零错案”“零违纪”和“零投
诉”。

“解决矛盾、认真巡逻、守护平安、言行
礼貌、助人为乐、使百姓感到温暖”这是镇
赉县莫莫格乡居民对莫莫格派出所的一致印
象。

在疫情防控期间，帮助群众买药送药；

走村入户积极帮助解决百姓困难和邻里纠
纷；案件即发即破；积极推进交通便民服
务；管理交通、案件办理、户籍办理……一
项项惠民举措和繁杂业务，莫莫格派出所的
民警们早已习惯，他们的手机一年365天保
持待机状态，“走、问、看、询”帮助解决问
题，莫莫格派出所全体工作人员，无论老
少，都以所为家，以高涨的工作热情，一直
在路上，一直在奋战，从未停歇。

公正执法 守护平安

大山里的那些花儿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6 日电 （记者姚子
云）初冬时节，走进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寨
下中心小学，教学楼前昔日遍布杂草和黄土
的十几亩荒地上，如今是一片花海。

“想让一片土地不再荒芜，最好的方法就
是种上庄稼或鲜花。”寨下中心小学校长殷大
福说。殷大福到任前，就了解到全校400多
名学生中有不少是留守儿童，今年8月到任
后，他寻思着，要利用荒地种上鲜花，让山
区的孩子们课后有个休闲活动的好去处。

在蝉鸣声声的夏天，殷大福和学校老师
利用暑假时间平整荒地，撒下一颗颗百日草
种子。

“当时天气炎热、土壤贫瘠，我们一起浇
水和施肥，但是人手不足。”殷大福说，当地
政府了解情况后将洒水车开进校园给花田

“解暑”。
开学后，学生们惊喜地发现荒地上已经

萌动着生机。为了更好守护这片绿，学生也
加入“护花使者”的行列，师生们扛着锄头

拎着桶，锄草、松土、浇水……
第一株苗含苞、第一朵花绽放，师生们

时刻关注着花田的新消息。五颜六色的百日
草花依次绽放，扮靓了整个校园。

观察花的成长、围着花海散步……有了
花的陪伴，下课后越来越多的同学走出教室
走向户外。“看到这片花田，让我心情更快
乐。”六年级学生李馨菲说。

“师生们共同的汗水浇灌了这片花田，因
此大家都很爱护它。”寨下中心小学教师易梦
晗说，种花能帮助学生了解植物的生长过
程，还能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

“为了更好利用这片花海，学校开设的美
术、十字绣、足球兴趣小组纷纷组织学生到
花田边写生、采风、训练。”殷大福说，有了
花的陪伴，学生的学习热情都提高了不少。

有人将这片花海拍摄发到网上，让这所
山村学校走红网络，有爱心企业联系学校
捐赠化肥和种子，一些游客纷纷前来“打
卡”。

道德模范

在群山之下的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长冲
社区，草木葱茏，一个个鱼池里栽着莲藕，几
只白鹭翱翔其间，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一年
多前这里还是产生大量黑臭养殖废水的渔场，
是当地河流的重要污染源。”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党组成员张利剑说。

长冲社区位于长江一级支流璧南河旁。当
地山下原有一个小煤窑，关停后竟涌出了温泉
水，水质达到2类。上世纪80年代起，当地村
民开始利用温泉水养殖热带鱼，规模逐步扩大
到养殖户69户、水域面积492.5亩，年产罗非鱼
等苗种1亿尾、商品鱼197万余公斤，一度成为
西南地区最大的热带鱼养殖基地。

但随着沿海地区热带鱼进入西南市场，长
冲渔场的竞争优势不再。“沿海地区运来的热带
鱼价格比长冲渔场的还便宜，受此冲击，一些
养殖户在利益驱动下，采用高密度、大量投饵
的养殖方式，产生了大量养殖废水。”德感街道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丁昭健说。

57岁的村民王真祥从2008年起开始养鱼，
有近5亩鱼池。王真祥告诉记者：“渔场排出的
水是黑臭的，加上密度大导致疾病经常出现，
死鱼很多，这些年只能保本。”

“温泉水经过渔场后，从 2类降到了劣 5
类，最后排入了璧南河，导致璧南河两个断面
水质污染严重。”张利剑说。

2019年4月，江津区壮士断腕，决定关闭
长冲渔场。经过近3个月的攻坚，所有养殖户顺
利实现“退渔转产”。

张利剑介绍，在“退渔转产”的同时，江
津区对长冲渔场开展清淤、种植莲藕修复生态
等综合治理。通过治理像长冲渔场这样的污染
源，2019年7月以来，璧南河相关断面水质逐
渐从过去的劣5类提升到了现在的3类。

“一开始我还担心渔场关了后靠什么生活。
现在我领了补偿款，每年有土地流转收入，加上
在外务工收入，生活有保障。”王真祥说，“渔场关
了后，水清了、环境好了，我赞成‘退渔转产’。”

近年来，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全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长江干流、支流协同治
理，一条条像璧南河这样的长江支流得到精准
靶向“治疗”，让更多清水汇入长江。

（新华社重庆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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