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旬旗手忘记年龄，但“心里有面锣”
舞旗近60年的陈树：和儿子、孙子“同舟竞渡”，还收了两个徒弟，去年荣获“优秀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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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连自己年龄都记错，心里却始终有锣声

“农村有句俗话，‘龙生龙子，虎生豹儿’。父亲
爱划船，儿子必须爱。”陈树说。

提及二酉黑船， 许多沅陵人都知道有这么一
位高龄旗手，而且“祖孙三代同舟竞渡”。

洪树坪村的黑船是目前沅陵县唯一一艘黑
船。2023年， 陈树在黑船边舞着黑旗的特写视频，
让网友们惊呼这是“刻在沅陵人骨子里的龙船精
神”。

陈树告诉记者， 沅陵县划龙舟比赛比过春节
还热闹。

农历四月一过， 马上又要到沅陵传统龙舟大
赛了，村里龙船队还差几个人，陈树的二儿子本来
在外地打工，被喊回来“扒船”。不下雨的时候，儿
子和孙子就会训练备战。作为这条黑船上的“精神
标志”，陈树有时也上船舞一会儿旗。

采访当天，应记者请求，陈树在家中闭着眼睛
舞起了黑旗。周围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旗子被舞
得声声响。

尽管记者多次提出“能不能把节奏喊出来”，

老爷子都没听见，眼皮也没抬，节拍很稳。
舞旗时不需要锣声或者口号声给自己一些节

奏感吗？陈树告诉记者：“我心里有面锣！”原来如
此，他沉醉在心里的那阵锣声中，和摆动的黑旗融
为了一体，哪管得到身边人说话。

“62岁。”面对记者询问年纪，陈树毫不犹豫地
回复道。

“72岁！”被身边的老伴瞪了一眼，陈树缓过神，
更正了自己的年龄，“过了8月，我就73岁咯。”

都说“山中无岁月”，陈树完美演绎。

收了大小两个徒弟，期待年轻人发展龙舟

老人家还想上船比赛吗？“只要村里划船还需
要我，我肯定配合。”陈树告诉记者。

不过， 显然他的体能已经不太足以支撑高强
度比赛。

大赛组委会介绍，因为划龙舟运动强度很高，
室外日晒雨淋，陈树年纪大了，基于安全考虑，他
有可能不会参加正式比赛，但是会随队上船游江。

“就算不能比赛，那我肯定也要去看。”陈树还
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12岁就“扒龙船”，陈树还记得，那年他和村里
的几个小伙伴偷偷爬上了黑船玩。“大人看我们喜
欢，就另外搞了艘小船让我们练。”就这样，陈树和
黑船结缘。“那时候我就跟着我父亲划船、舞旗了，
到现在舞了近60年的旗。”

“我们乡就有5条船。”60年来，竞争激烈，陈树
从未拿过个人奖项，直到去年，中国·沅陵传统龙
舟大赛组委会给他颁发了“优秀旗手” 的荣誉证
书。

“我没读过书，只认得‘优秀旗手’。”陈树从里
屋拿出被他保护得“崭新”的荣誉证书，黝黑的脸
上笑出深深的皱纹，“这是我第一次得奖。 我还上
台领奖，和县领导握手了。”

“‘扒龙船’想拿奖，一是要船好，二是要体力
好，三是要配合好。”陈树总结经验，舞旗要锣鼓配
合，“打鼓的， 打锣的， 划船的， 都要以旗子为标
准。”

尽管到了只能眼看别人“扒龙船”的年纪，陈
树还在为沅陵龙舟发光发热。“年轻人有信心、有
决心、有恒心，就能发展龙船。”陈树收了一大一小
两个徒弟，“在本村有个35岁的大徒弟，县里有个9
岁的小徒弟。”

今年洪树坪村打造了一条新龙舟，做船的木料就
摆在村委会的大坪前，“要二三十个人才抬得动。”

需要用什么木料造龙舟、 从哪里找好木料，陈
树一清二楚，可是被问及孙子的名字，陈树蹲在地
上想了几分钟都想不起来……

株洲市民郭女士因屋后护
坡处的大树有倒塌风险，向株洲
12345热线反映， 希望及时消除
隐患。奇怪的是，事情明明没有
解决，她却收到了“已办结”的消
息，郭女士因此质疑社区“敷衍
应对”。

6月6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当地街道办、社区回应称，因工作人员失误造成误
会。

郭女士在株洲芦淞区解放街幸福村有栋自建
房，屋后护坡上有棵老樟树。今年1月的雨雪天气中，
大树愈发倾斜，断枝捅碎了屋顶瓦片，导致郭女士家
严重渗漏，“我担心再次出现恶劣天气， 会造成大树
倾倒，砸到房子和人。”

郭女士说， 树是一墙之隔的株洲市第一中学种
的， 应由对方来处理， 在找学校协商无果后， 便向
12345热线求助。之后，街道、社区、学校多次到现场
查勘、协商，一直未厘清责任主体。

4月8日， 郭女士再次向12345热线求助。4月15
日，株洲市第一中学回复：樟树在学校围墙外，不归
学校管，12345热线将情况转派给芦淞区庆云街道办
事处王塔冲社区经办。

4月19日，郭女士收到12345热线“已办结”的消
息，显示事情由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了解、并上报。4月
8日已联系吊车和专业人员对树木进行砍伐，目前已
经处理好，且在4月18日回访了当事人。

“屋后的树没动一下， 我也没接到过回访电话，
竟然告诉我处理好了，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郭女士气愤地表示。

6月6日， 芦淞区庆云街道办事处王塔冲社区党
支部书记周红伟解释说，冰雪、大风天气致辖区内多
处树木倒伏，危树存量达20多棵。因为是老城区，散
户多，无物业管理，清理危树的工作落到了社区，社
区无相关经费列支，只能交由街道办事处进行处置，
并由街道向12345热线进行回复。

负责向12345热线反馈信息的庆云街道办事处
党政办工作人员介绍说，4月8日，街道应急办处置了
一棵危树，位置也在幸福村。地点、求助事项和热线
工单上的内容对得上， 工作人员便将两者看做是同
一事件，回复“已办结”，“所以就闹出了这个乌龙。”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与学校协调，
争取早日消除危树隐患。

回复“已办结”实际未解决
市民质疑社区“敷衍应对”
回应：工作人员失误造成误会

民生无小事，点滴见初心

政务服务热线的设立，本是为了方便群众，提高政
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对于郭女士的遭遇，街道、社区解释说是“误会”
“乌龙”。然而，工单上的地址、求助人联系电话一应俱
全，若真正重视，落实电话回访，这种“乌龙”闹不出来。

热线电话背后是群众沉甸甸的信任， 面对信任
与期待， 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扎实的作风、高效的服务为群众排
忧解难，让服务热线真正“暖民心”。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6月初，刚下过小雨，从沅陵县城出发，
需要开车在云雾缭绕的山水中行驶半个多
小时，才找到酉水边的二酉苗族乡洪树坪村
村委会。

怕来访的记者错过， 洪树坪村黑船旗手
陈树蹲在路边等着。他的家就在村委会旁边，
是一栋看上去有些岁数的木房子。 在家独自
舞旗时， 没有锣配合他都能舞出节奏。“我心
里有面锣！”聊起“扒龙船”，陈树打开了话匣
子。 ■文/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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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教小朋友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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