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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壑千岩位置雄，， 偶从天巧见神功。。
（（摄影：： 林子））

诗言志

珍爱生命
肖淑静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双梦想的翅膀

或高或低

每个人的心中

也有一些莫名的冲动

或深或浅

有人说

毒品是通往天堂的快车

殊不知

它更是地狱之门的入口

吞云吐雾中

醉生梦死里

生命， 在一点点枯萎
健康， 已成了奢望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让我们吹响那坚定的号角

去有和风的地方

天下无毒

让爱启航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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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毽子， 既有乐趣又能健身， 是我
学生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

小时候， 毽子是自己动手做的。 选
取一根鸡翅上粗硬的羽毛， 于根部剪下
一截， 一端开口成管子， 下端剪成十字
形 ， 用针线把它缝在裹住铜钱的棉布
上， 就制成了毽子的底座 （我们称它为
毽肚）。 插入底座的是一束公鸡尾部长
而漂亮的羽毛。

记得读小学时， 我与邻居家的几个
孩子常在我家玩踢毽子。 起初用右脚，
内侧踢 （盘踢）、 外侧踢、 膝盖踢和脚
尖踢。 然后学用左脚， 待双脚都学会这
四个基本动作后 ， 再学左右脚轮替着
踢。 后来又练习左脚独立右脚悬空踢。
我们还常常比谁一次踢得多， 胜者可享
受对方 “进贡” 的 “毛他”， 毛他就是

败者把毽子抛向获胜者的脚上方 ，
“喂” 他踢几下。 那时， 我们认为吃毛
他是很荣耀， 很开心的。

小学高年级时，我们又学习“环巨踏
雀”四种跳跃式踢法（“巨”是“跪”的方言
读音）。其中“环”是最常踢的，随着毽子
在身体右侧被抛起，双脚立即跳起，左脚
于右脚后方把正在下落的毽子踢起来，
这就是打 “环 ”。初学时 ，左腿弯曲不到
位，毽子总被踢歪斜而落地。练着练着，
环就打成了，就能连着打下一个环了。学
会了右环再学左环，然后左右开弓，练习
右环接左环（称作“环相”）。

步入青年， 体力渐长， 踢毽子技巧
也日趋娴熟。 尤其在冬季， 穿上母亲做
的蚌壳棉鞋， 鞋帮高而平整， 踢起毽子
来又准又稳， 我每次能打 40多个环， 这

成绩在毽友中是数一数二的。 打环时，
我奋力将毽子踢得高些， 再高些， 让两
次跳跃间多一点休息时间以保持充沛的

体力， 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毽子的飞行
轨迹， 及时调整自己的方位和步伐。 我
不断地跳着、 踢着， 毽子快速高飞， 下
落时宛如一顶漂亮的降落伞稳稳地重回

我身旁， 再高飞， 再落下， 周而复始，
经久不息。 引来不少同学驻足观看。

活动课上， 老师也常安排我们踢毽
子。 三五成群， 自由结合。 女同学那边
风景最好。 她们身穿花衣裳， 脚踢花毽
子。 或盘踢或打环， 仿佛两只花燕子在
翩翩起舞。 加油声嬉笑声不绝于耳。 此
情景正如古诗所云 ： “踢碎香风抛玉
燕， 踏残花月上琼瑶。”

我父亲也会踢毽子， 他还踢过一种

叫做 “摆鞋头” 的花式。 把毽子抛向身
前， 用脚尖将它接住， 然后脚尖向上一
挑， 毽子飞起一尺来高， 当毽子在空中
翻了个身快要降落到鞋面的瞬间， 父亲
把脚向下一沉， 毽子便乖乖地停在了脚
尖上 。 略作停顿后 ， 他又把脚向上挑
起， 毽子又飞将起来……父亲每次能一
只脚悬空摆十多个鞋头， 而且左右脚都
会。 摆鞋头比用脚尖踢毽子难多了， 我
始终都没学会。

踢毽子游戏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 解放后又得到了新的普及和发展，
且走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国际上盛行的
竞技活动毽球就是从我国民间古老的踢

毽子游戏演变而来，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力。

踢毽子
曹荣琦

洛阳牡丹
甲天下
卫润石

湘西游记（一）
林 子

4 月份参加黄河小浪底游泳邀请赛， 奉贤水
星家纺冬泳队 50 多人 20 日到达洛阳。

4 月正好洛阳牡丹节 ， 下午一点参观牡丹
园。 以红牡丹、 白牡丹、 黄牡丹为主的七彩牡丹
开得艳丽， 特别是红、 黄牡丹， 一大片一大片
的， 真是国色天香， 瓣重味香， 花大彩艳， 仪态
万方。 队友们兴趣盎然， 摄影录像双手举得酸溜
溜的。 特别是女队员， 机会难得， 在成片成片的
牡丹花丛中， 红花绿叶相衬托， 摆显着各种姿
态， 展现出 “她在丛中笑” 的婀娜来。

《航天牡丹园》 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这是上
过天的牡丹种子， 天上有中国航天员精心护卫，
地上有育种专家重点培育， 已结果开花。 航天牡
丹有风丹类、 红花类、 黑花类、 粉花类等， 由
2016 年至 2019 年带入太空的种子培育出来的。
中国航天育种技术受到世界的关注， 太空牡丹成
了洛阳牡丹文化节上的一大科技亮点， 受到了中
外游客的喜欢。

牡丹的培育有难度， 喜阳但忌炎热， 冬天不
能过于严寒。 要有适度的雨水， 光照充足。 土质
要好， 盐碱地、 低洼地不适宜。
与洛阳的驾驶员漫谈 ， 问家里种牡丹吗 ？

答， 不种！ 很难伺候， 热不好， 寒不好， 干不
好， 湿不好。 是的， 四十来岁的年轻人， 养家糊
口还忙不过来， 没有工夫忙这些花花草草的。 倒
是一些退休的花草爱好者培育了不少。

据传， 2700 多年前我国西北地区已有野生
牡丹。 人工栽培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以上了。 南北
朝诗人谢康乐有 “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记载。

隋唐时代， 人工栽培兴盛起来。 品种已有
23 种之多， 有很多诗人咏赞牡丹的色、 姿、 香、
韵。 唐代刘禹锡的两首七绝最有名， 其中一首
云： “庭前芍药妖无格， 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
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当时唐代首都
长安， 唐高宗在后苑宴请群臣， 每人赏双头牡丹
作礼品。

洛阳牡丹兴盛，得益于武则天的帝威。传说武
媚娘当皇帝后，初春一日上御花园，当时苑园中许
多花木已含苞，但尚未放。骄横的则天皇帝下旨催
花：“明日游上苑，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
晓风吹”。命人将它悬挂于树梢上。第二天，御花园
中“众花多开，唯牡丹不从”。 女皇帝大怒。 当即下
旨把牡丹贬到洛阳。 园官即派人将园中牡丹全部
移到洛阳，从此洛阳牡丹兴旺起来。 北宋时期，已
有“洛阳牡丹天下冠”的称渭。 诗人梅尧臣有诗：
“洛阳牡丹名品多，自谓天下无能过。 ”

蒋大为一曲“牡丹之歌 ” 唱红全国 ，可见民
众对牡丹的喜欢。 1986 年 12 月，上海文化出版
社、园林协会、《园林》编辑部、上海电视台“生活
之友” 联合举办中国传统十大名花全国有奖评
选活动。 挑选了梅花、牡丹等 22 种花，评选中国
十大名花，评选结果是：梅花、牡丹、菊花、月季、
杜鹃、兰花、水仙、桂花、荷花、山茶。 十大名花，
众望所归。

我们是半夜左右到的张家界，
一早又要起来去景点， 上了车，人
有些昏昏沉沉的。耳朵里传来导游
阿勇的声音， 这个小伙子很细心，
他知道我们都累了，建议我们边闭
目养神，边听他介绍张家界的人文
历史。

阿勇问我们，是否知道“湘西
赶尸”？我们三三两两地回应着，有
的说知道，有的说不知道。阿勇说，
真正的湘西赶尸，根本不是电影电
视剧里演的那样，玄而又玄，还充
满了迷信色彩。 真正的湘西赶尸，
是悲壮的、英勇的、感人的。

十万大山，群峰叠翠。在很久
以前，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快乐地
生活在这世外桃源。有一天，传来
外强入侵中原的消息，山里的人们
纠结着： 要不要走出大山去战斗？
这时候，有一位将军发话了，他说，
我们是七尺男儿，国家有难时理应
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怎么可以龟缩
在大山里无动于衷呢？愿意跟着我

一起去战斗的兄弟，站出来！
热血儿郎们纷纷响应， 不多

时，便集合起了一支三千人左右的
队伍。大山里的男子有血性，大山
里的母亲也很伟大，她们拿着亲手
做的布鞋，亲手织的衣服，送儿上
战场。 这支队伍沿着山间小路，翻
山越岭风雨兼程。他们喊着“人在
江山在，人死血祭天”的口号，与敌
人进行了几天几夜顽强的厮杀，最
后，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将军
带出去的年轻人，有不少在战争中
壮烈牺牲。

看着被纷飞的大雪慢慢覆盖

的兄弟们的尸体， 将军心痛如割。
他想，我既然把你们从大山里带了
出来，也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到大山
里去。 来时， 你们是热血儿郎，归
去，你们是壮烈英灵。可是，怎么把
他们的尸身带回去呢？将军想了很
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死去
的勇士内脏掏空后，任由风雪晾晒
成干尸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树棍

绑住其左右二条手臂，由两个人扛
起来，一路走回去。因为风吹日晒，
烈士的尸身已经很轻了，扛起来不
费力气。将军考虑到普通人看到尸
体会害怕，因此，他们昼伏夜出，白
天休息，到了晚上就疾步行走在回
家的路上。 他们步行的速度非常
快，所以，远远看过去，人就像在飘
飞着一样。

有时需要经过热闹的街市或

路口，遇见行人，他们会摇动手里
的铃铛， 以便老人或幼童们避让。
包括他们手里的白幡，也根本不是
为了驱鬼、招魂，而是为了让人们
在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赶尸

的队伍，及时避让。
那天晚上，我们观看了一场叫

作“魅力湘西”的歌舞晚会，非常精
彩。其中有一个节目，叫作《湘西赶
尸》。 其内容果真跟阿勇讲述的那
样，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迷信色
彩，而是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和
报国雄心。当舞台上，那位白发苍
苍的母亲抚摸着从战场上带回来

的儿子的尸体， 一遍遍地呼喊着
“儿啊……儿啊……” 她那尖利的
嚎哭声， 让我们留下了钦佩又伤
感的泪水。

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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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杂症”请拨打“南塘热线”
南桥镇便民热线 52212345开通启用

本报讯 （王群） 5 月 15 日上午， 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培荣、 副主任盛梅娟率队赴南桥
镇， 就人大代表 “家站点” 建设运行情况开展
专题调研。 南桥镇党委书记瞿磊、 镇人大主席
金春元陪同。

张培荣充分肯定了南桥镇人大在推进 “家
站点” 平台提质增效，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
等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他指出， 人大代表
“家站点” 是生动展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载体， 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联系群众、 服
务选区的重要平台， 要牢牢把握全国人大和市
人大的部署要求， 全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
大理念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扎实推进代表
“家站点” 平台赋能增效。

张培荣表示， 要进一步畅通代表联系群众
的平台渠道， 积极构建人大代表 “线上” “线
下” 接待选民群众的工作机制， 努力推动人大
代表更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更有效参与基层治
理； 要进一步发挥代表 “家站点” 的功能作
用， 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和群众诉求， 加强对反
映社情民意的跟踪落实和反馈， 真正体现民有
所呼、 我有所应， 切实推动代表 “家站点” 运
行建设取得实效；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代表 “家
站点” 运行管理机制， 积极导入各类资源， 推
动代表 “家站点” 实现嵌入式、 开放式发展；
要力戒形式主义， 防止加重基层负担， 确保代
表 “家站点” 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参与基层治
理、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瞿磊表示， 南桥镇人大围绕区人大的工作
部署， 紧扣镇党委的中心工作， 不断完善 “家
站点” 的工作机制， “家站点” 活动开展得很
扎实很有效。 镇人大要继续探索新模式， 进一
步搭好组织架构， 完善工作制度， 提高人大代
表为民解决问题的履职能力， 切实发挥好人大
代表的职能作用。 要用好人大 “家站点” 平
台， 让 “家站点” 真正成为宣传站、 民意窗、
连心桥、 监督岗、 大课堂。

金春元以 《建好代表 “家站点”， 架起民
意 “连心桥”》 为题， 对南桥镇 “家站点” 建
设运行情况和取得的工作成果进行了总体工作

汇报。
与会的区、 镇人大代表围绕站点活动开展

情况、 如何更好地推动 “家站点” 工作、 如何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发表了各自的想法
和建议。

张培荣一行先后走访南桥镇南庄片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江
海园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实地察看 “家站点” 建设运行情况，
了解人大代表联系接待选民情况。

“点”民兵“验”战力
南桥镇吹响民兵“集结号”

本报讯 （袁思瑶 ） 5 月 24
日上午， 南桥镇召开防汛工作动
员会， 未雨绸缪， 抓早部署相关
工作。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
维， 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部长张
丹宁， 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人选
吴光辉， 副镇长何平出席。

陈晓维要求 ， 一要统一思
想， 认清形势， 牢固树立 “防大

汛、 抢大险、 救大灾” 的理念。
各部门、 各村居要严格树立底线
思维 ， 坚持人民至上 、 生命至
上， 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
负责的态度， 全力以赴打好防汛
减灾 “主动仗”， 确保各项工作
衔接顺畅， 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 二要超前安
排， 周密部署， 扎实做好防汛防

台各项准备工作 。 具体要抓好
“四个到位”： 隐患排查要到位；
物资准备要到位； 应急抢险要到
位； 防汛宣传要到位， 确保全镇
安全度汛。

何平主持会议和部署南桥镇

防汛防台工作。 会上， 武装部、
环境中心、 南桥源社区进行交流
发言。

本报讯 （周燕萍） 5 月 22 日
下午， 南桥镇举办南桥便民热线
52212345 “南塘热线” 启动仪式。
“热线” 将畅通基层治理的 “毛细
血管”， 从源头上满足市民群众实
际需求。

镇党委书记瞿磊表示， 一要
提高站位， 高度重视， 筑牢为民
服务的思想根基。 南塘热线是政
府与群众的 “连心桥”， 能有效拉
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 是社情民
意的 “晴雨表”， 提供最真实的民
意样本 ； 是矛盾冲突的 “化解
器”， 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了不稳
定因素。 二要接诉即办、 用心用
情 ， 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 强化
“一把手” 带头办， 确保群众诉求
事事有人管， 件件有着落； 强化

快办实办主动办， 形成接诉即办
的闭环机制； 强化条块结合共同
办， 各单位要协同配合， 共商办
理方法， 共解市民难题。 三要科
学研判、 精准施策， 破解为民服
务难题。 提高对热线工作的认识，
全力提供群众满意、 社会认可的
高品质热线服务； 深化热线工作
成果运用。 采取措施、 集中处理、
疏堵结合， 从源头上满足市民群
众实际需求； 提升热线工作实际
成效， 理顺群众工作的 “主体脉
络 ”， 畅通基层治理的 “毛细血
管”， 靶向精准做好群众工作。

现场为 52212345 “南 塘 热
线” 揭牌。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晓维
主持活动并表示， 要坚持走好群

众路线、 用好群众方法， 把 “接
诉即办” “高效处置” 当成工作
的 “主抓手”， 急群众之所急、 办
群众之所盼， 全力打好为民服务
的 “组合拳”， 让群众真正感受到
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 努力打响
“南塘热线” 品牌。

镇党委副书记陶月华解读

“南塘热线” 实施方案。 “南塘
热线” 的启动， 在政府与人民群
众之间构筑了一个信息交流的新

平台， 建立了一个为民办实事的
新窗口， 形成一条联系群众的新
纽带， 进一步提升市民诉求的及
时处置率、 实际解决率和市民满
意度， 以扎实的作风、 高效的服
务 ， 让 “南塘热线 ” 真正 “热 ”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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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思
瑶 文/陈祥 摄）5 月
16 日上午， 南桥镇
武装部在光明村百

姓大舞台召开 2024
年奉贤区南桥镇民

兵整组点验大会 ，
全镇所有基干民兵

参加。区委常委、区
人武部大校部长左

仁华，镇党委书记、
武装部政治教导员

瞿磊， 镇党委副书
记王建恩， 镇党委
委员、 武装部部长
张丹宁出席活动。

瞿磊在民兵整

组点验大会上提出

要求， 一要强化政
治意识， 认清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的重

要意义。 二要加强
民兵组织建设， 扎实做好民兵工
作的各项任务。 三要着眼军事斗
争准备， 自觉培育革命战斗的大
无畏精神。

王建恩宣读基干民兵干部任

职命令和民兵组织预建及党内任

职。
现场为普通民兵连连长、政治

指导员代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代表， 优秀民兵代表和出入队民
兵代表颁发任职命令状、 荣誉证
书和入队通知书。

张丹宁主持大会，宣读表彰决
定、出入队人员名单 ，组织点名 ，
并总结部署工作，明确参训对象。

区人武部检查组对整组点验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今后， 南桥镇将不断完善各

项制度， 确保制度健全且有效落
实 。不断提高民兵的综合素质与
专业技能 ， 打造一支召之即来 、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高素质民
兵队伍 ，以实际行动展现南桥民
兵风采。

本报讯 （宋青 ） 5 月
21 日至 5 月 23 日， 南桥镇举
办 2024 年村居书记培训班 ，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 进
一步巩固基层建设 ， 加强乡
村振兴和基层治理 ， 着力打
造一支忠诚 、 干净 、 奉献 、
尽责、 担当的村居党组织书
记队伍 。 镇党委书记瞿磊 、
镇党委副书记王建恩 、 镇党
委委员马莉苑出席开班式 。
全镇 65 名村居党组织书记参
加。

瞿 磊 从 “ 为 什 么 学 ”
“学什么” “怎么学” “如何
用” 四个维度阐述了本次培
训班的重要意义 ， 并提出具
体要求 ： 一要带头讲政治 ，
做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的表率， 切实维护好党员形
象和领导干部形象 ； 二要带
头强担当， 做求真务实 、 实
干笃行的表率， 在党建引领、
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 、 乡村
振兴、 社会治理、 民生实事、
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 ；

三要带头正风气 ， 做一心为
民、 一心为公的表率 ， 始终
厚植为民情怀 ， 加强作风建
设， 敢于创新突破。

镇党委副书记王建恩主

持开班式。
本次培训班聚焦 “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 ” 和 《关于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

意见》 具体内容 ， 紧紧围绕
党纪学习教育 、 党史教育 、
基层治理 、 法治建设等 ， 以
理论辅导 、 案例教学 、 实务
培训、 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
进行， 主题突出、 紧贴形势、
层次鲜明 、 内容多样 。 市委
党校、 区委党校等老师开展
教学领学。

村居书记分别赴浦东新

区惠南镇海沈村和徐汇区虹

梅街道实地考察 ， 学习区域
规划、 乡村文旅 、 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先进做

法， 为南桥的乡村工作注入
新思路、 新活力 ， 推动全镇
基层治理工作。

超前安排 周密部署
南桥镇抓早部署今年防汛防台工作

夯基固本 赋能聚势
南桥镇举办 2024年村居书记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