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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岳阳的时候，岳
阳的公交车还只有几条线路。1路从解放
路去城陵矶，4路从老火车站至四化建。4
路车我最熟悉。那时车上有售票员的，有
种加长车，前后两个售票员。从老火车站
到东风广场，两分；到影剧院，又两分；到五
里牌再两分；最后一站四化建，共八分钱。

也不知从哪天起，岳阳街上突然多了
一种私人运营的交通工具，中巴。中巴好
哇，没有固定停靠站，随叫随停。也不知谁
的发明，叫踩一脚。几年时间里，岳阳街上
的踩一脚成了流行语。遇上某件事，叫您
慢一点，也说踩一脚。再后来，中巴遭遇淘
汰，的士盛行，但公交车仍是市民出行的主
要交通工具。

我喜欢坐公交车。公交车方便、舒适，
沿途还可看风景，看人生百态，当然，最重
要的一点，便宜。可有人不这么看。有回，
同一位朋友上街办事，马路边等了一阵，不
见的士。这时来了一辆公交车，我说上车
吧！朋友说，不上。我问为什么？他说，坐
公交车觉得没面子。天哪，我可从没觉得
没面子，还坐上瘾了。坐多了，又随意想出
一些事儿来。

1991年5月初，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随
同岳阳作家艺术家出访苏联（就是那年的8
月19日，苏联解体）。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尔库兹克等城市，
我们曾多次乘坐地铁和公交汽车。我们见
到的是，苏联男人的那种君子风度，实在会
令人赞赏。他们上了车，即使有空位也不
坐。除非空位有蛮多，而一旦有女人或小

孩上车，他们会立马让位。那时我
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岳

阳 的 男 人 也
能做到这

样 该 有
多 好 。

还别说，最近几年，我高兴地看到，我
们岳阳在公交车上让座的越来越普遍了。
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主动让座的人中，年
轻的学生多，学生中又以女生居多。常常
也有一些年轻人或中年人，上车即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占到老弱孕残座位，老人小
孩就站在旁边，他在那里装作没看见，一个
劲地玩手机，让人看了心里不舒服。

有一些人，或熟人一起上车，或在车上
碰巧遇上同事或朋友，那好戏自然就开锣
了：哎呀，最近在哪里发财呀？发么里财，
混咧。打牌手气好啵？别说了，手气像脚
气……全然不顾车上其他乘客，声音一个
比一个大，滔滔不绝。

还有一些人，端着食物匆匆上车，面条、
米粉、面包、发糕、包子、油条……五花八门
都有，或坐或站，旁若无人，吃得特香。那气
味，别人闻起来，实在不敢恭维的。

更有一些人，等车坐车都低着头玩手
机，有的还把声音开得老大。有一回，老伴
回来抱怨，说今天有个女的真不要脸。我
问为什么？老伴说，她在车上看乱七八糟
的东西，声音开得超大，前后几排都听得
见。我问年纪多大？老伴说大概四十来
岁。我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地上吸
土，不难理解，只是应该择个地方。

现在说公交公司方面。
我和大家一样，高兴地看到，近几年

来，我市的公交汽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
地。主要标志是，营运车更新了。现如今，
满街跑的公交车，美观大方，全部装了空
调，无论冬夏，十分舒服。这是硬件，软件
变化也很大，司机朋友的服务态度比过去
明显改善。换个位思考一下，他们一上车
就是几个小时，一条老路，来来去去，一拨
又一拨的客人上上下下，有时晴，有时阴，
有时大风大雨，你说枯不枯燥，你说烦不烦
人。可他们要打起精神，要集中精力，还要
对客人面带微笑，有时还要回答客人提的
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实话说，这是有难度

的。有时候，司机的态度不那么规范，不
那么友善，我能理解。

诚然，也不是十全十
美，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改
进。
我家住王家河东边，平

时出行，主要搭乘 41 路、
20 路、50 路、49 路。尤其 41

路，始发站设市人大旁。这就有

个问题了，经常停靠两台三台车甚至更
多。究竟哪台先开呢？一般猜想，应该是
停最前面的那辆先开。可谁料，你把眼睛
盯着最前边一辆的时候，“嗖”的一声，最后
边一辆开走了，常弄得你措手不及。我曾
向他们建议，你们做一块小牌子嘛，哪台先
开，乘客一看就知道，举手之劳。还真做
了，正高兴着呢，没过几天，牌子又撤了，可
能是嫌麻烦。

20路车我坐得最多，印象最深。看来
他们的领导还是蛮热心的，前些年，他们在
每台车的前门上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欢
迎乘座。”服务态度是好，但这“座”字错了，
应为“坐”字。为此，我曾多次向他们的司
乘人员和公司的办证人员指出过，他们也
都回答得很好，一定向上面反映。过了差
不多两年，这个“座”字才换掉。

感谢市人社局领导，给我市范围内凡
具有正高职称的同志发了个专家优待卡，
说白了就是凭卡乘车不要钱，我有幸在其
中。没想到一年后我再乘车，将卡贴上去，
里面发出的声音是“非法卡”，把我吓了一
跳。我环顾四周，生怕别人以为我是坏
人。我就想，我这几十年来，没多大本事，
但优点是老实本分，不要说杀人越货，连偷
鸡摸狗的糗事也从没干过，这卡明明是组
织上发的，怎么就成了非法卡了呢？后来
弄清楚，是一年时间到了，得去年审。我将
意见向公交公司的同志反映，后来终于改
成了“请年审”。

还有，我市65岁以上老人乘公交车，也
可以办卡免费。原来叫“老年卡”。说实
话，谁又愿意听人称自己为老人呢？还好，
后来在车上，听他们改称呼了，叫“寿星
卡”，我觉得改得好，让人听了心里舒服。
可没想到，后来他们又改回去了，还叫“老
年卡”，我也弄不清楚这是谁出的歪主意。

说起服务态度，有的司机还真让人不
敢恭维。有一回，我乘20路车到一医院东
院、开发区站。车上除了我，还有一位老太
太。也不知什么原因，司机同志一下将车
开出站台十多米远。下车时，老太太嘀咕
了一句，开起这么远。我可以以良知作证，
老人家只是自言自语，而且声音也不大。
让我吃惊的是，那位司机先生发火了，他
说，还要送你到家里去呀！吓得老太太不
敢做声了，赶紧走人。当然，也许这只是个
别现象。我又想了，如果我们要求更严一
点，不出这类个别现象，岂不更好。

在故事深处
寻找美

——读儿童文学《北极焰火》
□欧 梁

依然是董咚咚、左拉拉、欧阳圆圆、
蒋美丽组成的快乐四人团，依然是一如
既往令人炫目的华丽场景，依然是匪夷
所思而又理所当然的圆满结局……从
这些元素来看，青年作家许诺晨的新
作《北极焰火》似乎是一个仅仅变换了
地点的老套故事。如果这是你快速读
完作品之后信心满满的结论，那么你
显然低估了这部新作的独特价值。作
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北极焰火》场
景是现实的，逻辑是现实的，在此之
上，作者脑洞大开，想象力得到极大释
放，为读者打开了一个为所未闻、见所
未见的世界，这就是“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的北极。

四个小学生美丽的极地之行，却
被卷入了一个疯狂的毁灭北极的计
划。是谁在北极种下红藻？希望投资
是一个什么公司？徐徐展开但又步步
惊心的“毁灭”与“拯救”的背后，却是
一场人性的自我救赎之旅。在《北极
焰火》中，许诺晨叙事能力又一步精
进，双线交织，伏脉千里，主线是董咚
咚、左拉拉、欧阳圆圆和蒋美丽“四人
组”，参加董咚咚堂姐董菲菲婚礼的北
极之旅，复线是初出茅庐的摄影师红
茶，跟随师父、著名摄影家秦怅为给

“中国争一口气”，险象环生的北极摄
影之行。悬念牵引着故事前进，惊心
动魄，一直怀疑的坏人，却是董咚咚们
的拯救者；一直相信的无辜者，却是毁
灭者。抑郁往事与当下重叠，红茶与
董菲菲合二为一，在故事结束处达到
了水乳交融。

故事以北极为背景，呈现出了瑰
丽宏大的审美风貌。不论是对人物形
象的勾勒，还是情节的推进，或是对空
间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展现了文本的
动态感和画面的丰富感，带读者步入
了一个“奇幻”的壮丽之境。

许诺晨的叙事风格是简洁明快
的，显然，充满动态的文字更能激发儿
童的阅读兴趣，因为这类文字中有与
儿童相契合的特质，由此，儿童容易全
身心投入到作品当中，与主人公一起
经历情节的跌宕起伏，感受故事带来
的魅力。作者善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
物，如书中淘气但又富于正义感的董
咚咚、学霸左拉拉，贪吃又可爱的欧阳
圆圆等，这符合儿童的认知模式，儿童
容易对人物产生形象化的认知，这种
犹如遇见了“老朋友”式的阅读期待，
实现了文本与儿童阅读期待之间的顺
向相应。细密编织的冒险拯救之旅，
也使阅读过程成为一种奇幻的冒险体
验过程，儿童的冒险欲望和英雄主义
得到了缓慢而强烈的释放。

在《北极焰火》中，故事表层的背
后，其实是董菲菲也即红茶对自我的
救赎之旅，即如何重新给自我的生命
和存在，赋予意义和精神指向。自觉
的人文关怀，不仅打动了读者，也是作
品精神品格和审美意蕴的保证。同
时，书中充满张力的生命意志与精神
力量，不仅仅来自于跌宕起伏的情节
变故，也来自于作家真实、真诚的细节
表达与感受。譬如，“窗外有风的声
音，树叶在枝头婆娑，无家可归的猫咪
蜷缩在树下，楼上的小孩儿在拍球，地
板‘咚咚响’。秦怅忽然涌起了拍照的
冲动。”看，注入到好看故事中的诗性
表达，深化了作品的精神力量。

成长主题，是儿童小说叙事中不
灭的勋章。英雄主义和顽童形象就某
种程度而言，有其对抗的成分，然而，
在《北极焰火》中，两者形成了统一，顽
童的历险，成为了成长的一种仪式。
永葆心中的真与善，优秀的品质是实
现成长的唯一途径。

玉池山南眺长沙，北瞰汨罗，山脉峰岭
相连、林竹苍郁，山间清幽深邃、鸟语花
香。2009年至今，我跟随汨罗市人大常委
会领导数十次走进玉池，亲历了三届人大
常委会为了那山那水那人依法履职、接续
作为的生动实践。

玉池山之俊

2009年4月2日，我随市十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作霖从弼时镇沿107国道返城，目
光所及，西侧的天际线上，玉池山山峦起
伏，郁郁葱葱。车行弯转，却见山顶到山
腰，有一大片刺眼的灰白扑面而来，如硕大
的伤疤，烙在山麓清秀的脸庞。

玉池山是汨罗境内最高山，其丰富的
植被下蕴藏着巨大的麻石资源。当地群众
手工采石，一钎一锤敲打了近百年。2006
年初夏，福建一老板买下一个山头，运来重
型机械，掀掉山体表层植被和泥土，开启了
麻石规模开采阶段。很快，周边乡镇麻石
开采与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

从弼时回来第四天，张作霖满头大汗
地爬上了陈建秋矿区，指着山头被削去20
余米高的麻石广场叮嘱我，“植被毁坏，废
石乱堆，要记者全部拍下来！”

两个多星期，张作霖五上玉池，数入矿
区，实地查看麻石加工厂20多家、水库河流
9处，走访座谈一乡两镇的群众和企业老板
150多人。5月中旬，张作霖署名的调研报
告《呵护青山绿水，守望和谐家园》同时摆
上了汨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案头，并
在红网和湖南人大网上加“编者按”刊载；6
月份，同题电视专题片在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及汨罗电视台播放，引发强烈反响。

“近年来，数十名人大代表联名反映玉
池山一带麻石企业无序开采，加工企业乱
堆乱排……”当年年底的人大会议上，张作
霖向代表们报告工作，“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在人大常委会的强力监督下，10月16
日零时，全市所有麻石开采、加工企业全部

断电停产整顿……”
2010年，国土、环保等与麻石整治工作

有关的单位被列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
对象。

2011年8月，岳阳、汨罗两级人大代表
登上玉池山，就矿山整治工作进一步建言
献策。

2012年10月，汨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再赴玉池。穿行在山间，除了不时闪现的
一块块裸露的山体似在诉说曾经的喧嚣，
一切重归清幽。山脚，青江河静静流淌，偶
尔泛出一圈圈涟漪。

青江河之变

青江河发源于玉池山脉，流经原高家
坊镇。在许多高家坊人眼里，她是美好生
活的栖息地，快乐童年的见证者。

“青江河的污染问题2009年我向人大
反映过，那时候，青江变成了白江。”2013年
3月，汨罗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郑晓之
到高家坊调研，被老人大代表周锡九带到
青江河畔，“上届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关
闭了100多家麻石厂，你看河水清了很多，
草也长起来了，但现在厂子反弹了，一到雨
天又成了‘牛奶河’。”

汨罗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再次一头扎
进玉池山，一组组翔实的数据、一个个典型
的案例摆上了晓之主任的案头。当年的人
大政府工作联席会上，麻石行业整治成了
主要议题。

2013年8月，环保局、工信局主要负责
人先后走上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席，分别就
玉池山生态环境保护和麻石行业规范发展
等工作接受询问、评议、测评。之后连续三
年，市人大常委会年年听取政府年度环境
保护工作，玉池山、青江河、麻石行业整治
等关键词都是绕不开的重点。

汨罗的麻石加工原材料主要来自玉池
矿山，规范加工是治标，打击非法采矿是治
本，麻石企业整治必须治标与治本双管齐

下。人大常委会向政府建议。
2016年1月7日7时，在郑晓之的亲自

监督下，一支近 400 人的队伍挺进玉池大
山，永久性拆除企业自用高压支线，放倒电
杆，11 家合同到期的矿山企业被强制关
停。当年汨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中，

“开展青江河等小流域水源保护，加强对麻
石矿山关闭后的生态恢复和治理的监督”
格外醒目。

“企业转型升级，首要的是环保设施升
级。”麻石加工行业转型升级领导小组成
员、汨罗市人大常委会城环工委主任刘建
威每到一家企业，直奔循环池和灰渣堆放
场，查外排、看渗漏。按照“保留产业，整治
企业，规范行业”的思路，全市200多家麻石
加工企业关停了一半多，23家企业经过大
投入、大改造，治污能力明显提升，第一批
通过环保验收。

“青江河的水现在还不敢吃，但可以灌
溉了，你看，钓鱼的也不少了。”青江河畔长大
的周志光见证了青江河水由清变浊再返清的
历史演变，2009年，他在电视镜头前义愤填
膺；10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罗益爹之乐

“重工业，开石头；轻工业，做藤椅；纺
织业，弹棉花……”这首略带戏谑的歌谣唱
出了玉池一带的贫穷落后。2006年夏天响
彻山谷的机器轰鸣未能给这片养在深闺的
处女地带来富庶，留下的是一堆堆废石和
一块块难以修复的疤痕，也唤醒了玉池人
穷则思变、脱贫致富的梦想。

2017 年 3 月的一天，汨罗市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主任闵秀明走进了玉池村黄罗益
家中。低矮昏暗的泥砖房，墙体多处开裂，
被褥又湿又重，一线阳光透过亮瓦投在乌
黑锃亮的柴火灶上……秀明主任在罗益爹
三间半房子里呆了半昼。

“您老放心，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出门时，秀明主任一脸凝重。

一句承诺，一身责任。汨罗市人大常
委会主动请缨，对口帮扶省级贫困山村玉
池村，黄罗益一家成为闵秀明一对一帮扶
对象。人大机关干部个个在玉池村认了

“穷亲戚”。
“玉池村要脱贫，最要紧的是产业”“玉

池有山有水有田有地有竹，肯定有致富的
路子”“代表中能人众多，要发挥人大优势，
组织代表到玉池投资创业”……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开会研究玉池扶贫问题，讨论越
深入，思路越清晰。

2017 年 4 月，一支以非公经济领域人
大代表为主要成员的调研组走进了玉池田
间地头、竹林深处。

5月，玉池村第一家合作社大山养殖合
作社挂牌成立。

8 月，罗益爹所在的横冲组 48 亩田地
全部栽上了猕猴桃苗。

两年时间，市人大机关牵线搭桥，帮助
玉池村成立了 2 家专业合作社，29 户贫困
户 入 股 影 珠 山 村 自 来 水 公 司 ，新 建 的
60KW光伏发电站已经并网发电。麻石企
业关停后赋闲在家的村民又忙碌了起来。

从摩托上不去的山上到村民集聚的山
脚，从阴暗潮湿的泥房到敞亮通透的砖房，
罗益爹通过易地搬迁，只花不到一万元就
住进了71平米的新房子。“我家也是（影珠
山自来水公司）股东了，这次分了 6000 块
钱，扎扫把也赚了差不多6000，政府发的养
老钱和（残疾）补助3000多，一年到手的就
有15000。我还养了两箱蜜蜂，大山（合作
社）的，长得蛮好，以后还有钱分。”罗益爹
脸上笑开了花，他握着秀明主任的手，久久
未松，“闵主任现在你来了，我就不怕怠慢
客了。”

回首过来10年，汨罗市人大常委会执
着守护这方山水，始终情系山里人家，前后
三届接续作为，足音铿锵。岁月更迭，初心
不忘。大山深处，以人民为中心的履职之
路必将更加坚定，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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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全面回顾总结我市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40年来的发展历程、工作成就和主要经验，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推动岳阳人大工作在全国有影响、在全省争先进、在全市作贡献，自今年5月份以来，岳阳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组织开展了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60多篇，经专家评审，评选出一等奖4篇、二
等奖8篇、三等奖12篇、纪念奖26篇。今起本刊开设专栏摘登部分获奖文章，敬请关注。

为 了 那 山 那 水 那 人
□张霞光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