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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春来人更勤。春节前后，记者走访发现，农民们早早开始为今年增收
致富打谱气、想招数；企业车间里工人正紧张而有条不紊地操控着机器；机关事业单位
里到处是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勤劳的三湘儿女已切换到了工作的“新常态”。

2月26日， 农历正月初
八， 张国强精神抖擞起了
个大早， 这个五十出头的
汉子准备了几大箱烟花鞭
炮， 今儿是他的辰午山庄
“各行各业”羊年开工的日
子， 他要放上百个冲天炮
讨个好利市。

说起张国强， 很多人都
不理解， 包括在他的现代农
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的
上百号员工。 老张原来是长
沙市郊区苗木园艺场的职
工，后来市区区划调整，园艺
场并入天心区， 土地也被征
收， 张国强全家老小洗脚上
岸成了城里人。 本来拿着一
批不菲的征收款， 一家人可
以过上安逸的小日子， 可他
不习惯天天喝点小酒打点小
牌的生活，2001年的时候硬
是说服家人拿上征收款来到
著名的苗木花卉之乡———长
沙县跳马镇开始创业， 当然
搞的还是他熟悉的行当：种
树。重新创业是艰难的，从开
始的十几个人十几亩山林，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如今发
展成一家初具规模的集种养
加工休闲等十几个门类于一
体的公司， 难怪老张总是一
张笑眯眯的脸， 原来脸上挂
满的都是收获。

8点08分， 老张点燃鞭
炮。虽然春雨连绵，但员工们
都到齐了， 大家都喜气洋洋
地来讨老板的红包。 他们知
道张老板从不亏待他们，不
光年年从不拖欠他们一分钱
工资， 而且年年开工都会有
“打发”，今年开工比以往早，
估计红包要厚一点。

见记者前来道喜， 老张
那张饱经风霜但始终一脸笑
意的脸，笑得更加灿烂了。他
带着记者一边在他的“领地”
参观， 一边神采飞扬地谈起
了他的羊年“宏伟蓝图”———
现在跳马镇又划到雨花区
了，老张戏称他又成了“城里
人”，不过这次改变正是他所
期待的， 这样他的辰午山庄
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都市山庄
了。 他要升级改造山庄的基
础设施，这不，原来的鱼塘正
在改成喷水池呢。 老张指向
远处的工地自豪地说， 他要
把山庄改造成周末市民休闲
娱乐的生态公园。

听了老张的介绍， 记者
好奇地问道， 现在的城里人
口味都很刁， 有什么绝招把
他们吸引过来？ 老张不假思
索， 把记者带到一片蔬菜基
地， 指着上百亩绿油油的各
种蔬菜说， 听说你们城里人
喜欢在电脑上玩偷菜， 玩久
了也没意思， 还不如到我这
里来“偷菜”，只要来了随你
摘。接着，老张又带记者来到
一个塑料大棚， 里边种植着
上千棵树。“只见过大棚种菜
的，没见过大棚种树的。这是
什么宝贝？”记者很是纳闷地
问。“这还真是宝贝。 是我从
山东引进的一种桃树， 早熟
品种，五一前后就可以上市。
对市民休闲来说， 这也是挡
不住的诱惑了。”老张不时还
来了一句幽默。

看着一株株嫩芽初放的
桃树， 记者眼前仿佛呈现出
一幅人勤春早的壮丽画卷
…… ■记者 张云梦

人勤春来早“高手”云集斗艺
庙会比“抢红包”更热闹

原以为春节“抢红包”最热闹，没想到在
长沙火宫殿庙会转一圈，才知道不逛一回庙
会，真不算过热闹年。今年火宫殿庙会从2月
16日开始，除了演出花鼓戏、京剧之外，还向
人们展示省内八大小吃的制作技艺，比如打
糍粑、炸肉丸等，甚至邀请了糖画、面塑、剪
纸艺人现场展卖。庙会营造出热闹的新年氛
围，让市民感受浓浓“年”味。

面塑艺人连续8年参加庙会

在一长排“年艺”摊位中，70岁的面塑艺
人彭支宁的摊位前很是热闹，十几个孩子将
他团团围住， 眼巴巴地等着自己想要的面
人。只见他取了一小团白色的面泥，放在掌
心一搓，一个圆嘟嘟的头就出来了，不到一
分钟，一只栩栩如生、身穿粉红绿边中国传
统服装的KITTY猫就递到了众人面前。

彭支宁原籍湖北武汉。 因迫于生计，后
来辗转来到了长沙，开始了他的捏面人职业
生涯，一捏就是30多年。如今，随着生活条件
好转， 捏面人与其说是彭老先生的职业，不
如说是一种兴趣爱好。

彭支宁说：“庙会每天下午开始，一天最
多的时候能卖出200多个， 现在很多人感慨
年味越来越淡了。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连续8
年参加火宫殿庙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来逛庙
会的人越来越多了。春节期间长沙别的地方
没什么人，火宫殿庙会肯定不缺人。”

6旬老人端着盆子买肉丸

在传统小吃制作技艺摊位前，几口大锅
一字排开，锅里热油翻滚，金黄的肉丸子浮
在油上，制作师傅还在动作娴熟地往锅里下
肉丸 。在摊位前排了几十人的长队，人们手
握现金等着买肉丸子呢。65岁的陈爹爹与别
人不一样，他是专门从家里拿了盆子来买肉
丸子的。他说：“这些肉丸子是火宫殿的师傅
用传统方法制作的，我每年都要买一大盆回
家，这已成为我们家的传统了，特别是现场
制作的，吃起来更放心。”

年轻人变成十万个为什么

金黄的糖浆， 到了糖画艺人的手里，就
成了飞舞的凤凰……，艺人们娴熟的手艺引
得人们纷纷驻足观望。孩子们当然是被甜滋
滋的糖所吸引，但是28岁的罗先生带着女友
也在围观，他好奇地问：“这个到底是什么糖
做的？我小时候也吃过，但从来就没想过到
底是什么糖。”“是麦芽糖。”

在面塑摊位前，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在买
面塑，粉嘟嘟的小面人一拿到手上，小朋友
就往嘴里送，彭支宁爷爷马上制止。年轻的
妈妈和孩子立即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这
个不能吃吗？这是面为什么不能吃？这个面
人拿回家会开裂、变色、发霉吗……”

■文/图 记者 吴岱霞

⑤ 2月15
日， 道县濂溪
万亩蔬菜基地
已 是 春 色 满
园，100多名菜
农采摘新鲜蔬
菜， 供应春节
市场。 通讯员

何红福 摄

① 2月21日，溆浦县洑水湾乡莲花村，63岁的田干明（右
一）和家人在修剪橘子树。他说这个季节，在花芽还没有全部
长出来修剪是最好的。 记者李健通讯员张微渺 摄

② 2月23日上午，中石化巴陵石化
公司一线员工在岗位操作巡检， 确保安
全生产。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展 摄

④ 2月26日，省森林植物园温室大
棚内，农业科研人员在观察花卉的生长
情况。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肖雅琴 摄

③ 2月26日下午，长沙市望城区格
塘镇，蔬菜产业园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西
红柿的病虫害防治情况。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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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目不转睛盯着糖画师傅创作
卡通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