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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厉以宁

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2 岁。

厉以宁辞世的消息传到沅陵，当地干部群众

感到十分悲痛。沅陵县委党史联络组成员向显桃

说，厉以宁在沅陵学习工作了 7 个年头，视沅陵为

第二故乡，对沅陵有一种特殊感情。厉老说过：

“最让我怀念的，是少年时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和

最初参加工作的地方。”

厉以宁一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撰写了

大量影响深远的经济学著作。然而，鲜为人知的

是，他的文学造诣尤其是古诗词和现代散文功底

也十分深厚。他曾经说，在沅陵留下的诗词，蕴含

着他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近日，记者来到沅陵，品读他写下的与沅陵有

关的诗词，听当地干部群众讲述他和沅陵的故事。

“深情试赋渔家傲”
——从沅陵走进北京大学

沅陵，位于沅江的中下游，是一座有着千年

历史的古城，在沈从文笔下是个“美得令人心痛

的地方”。

行走在沅水两岸厉以宁先生曾经学习工作

的地方，向显桃对先生的故事如数家珍。

厉以宁原籍江苏仪征，出生在南京一个职员

家庭。

1943 年，厉以宁跟着父母避难迁到沅陵县，

就读于从长沙迁来沅陵的雅礼中学。

起 初 ，厉 以 宁 一 家 住 在 沅 陵 县 沅 陵 镇 太 常

村，此处是沅江和酉水的交汇处，依山傍水，风景

秀丽。后来，他们一家搬进了沅陵县城内的府坡

横街。府坡横街东面是文庙，南面是沅江，西面是

龙兴讲寺，北面是梧桐山。

在沅陵雅礼中学读书的这段日子，是厉以宁

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厉以宁在 2001 年一篇文稿中

曾写道：“山上的溶洞和奇峰怪石，茂密的树林和

林间的野花，江上的险滩，纤夫的号子，尽管是 50

多年前的事情，但直到现在，还深深地留在我的

记忆中。”

少年的厉以宁很喜欢文学。从小学到中学，

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激起了他文学创

作的热情。在沅陵雅礼中学读书期间，厉以宁曾

用“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诗歌、散文，发表在校

刊上。

1946 年，厉以宁重返南京，在南京金陵大学

附中高中毕业。由于心中有着深厚的沅陵情愫，

1949 年 12 月，厉以宁选择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先

在沅陵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到沅陵湘

西剿匪胜利纪念塔修建委员会任事务员，直到

1951 年夏天去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

录取。

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惜别之情依

依，因为 1943 至 1946 年、1949 至 1951 年间我在这

里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两段时间。离开沅陵前

夕，我填了一首《渔家傲》：‘酉水拖蓝城下绕，辰

山叠翠桐林俏，梅雨初晴青石道，看晚照，梯田处

处蛙声闹。两度萍踪非预料，而今离去仍年少，惜

别依依君莫笑，难再到，深情试赋渔家傲。’”

厉以宁乘湘西航运公司的货船离开沅陵，一

个铺盖卷、一口小箱子，就是他全部的行装。离开

的那天下午，雨后转晴，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来

到码头送别，流着泪水再三叮嘱。上船后，他填了

一首《长相思》：“早盼晴，午盼晴，诚意盼来暮雨

停，送儿远道行。左叮咛，右叮咛，今古江流有浊

清，铭心慈母情。”

航行途中，他还写下了多篇诗作，表达了对

沅陵深深的眷恋之情。其中，途经沅陵北溶时写

道：“南边残月北边星，田舍晨烟稻叶青，风送轻

帆离岸行，且停停，已然萍缘未了情。”

“的确是，萍缘已了情难了。我在船头眺望，

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沅陵看看的。”厉以宁

在谈起写这首诗的感受中写道。

“春，满院梨花正恼人”
——找到沅陵籍终身伴侣

“这是表姐和表姐夫与家人的合影。”3 月 1

日，沅陵县工商银行退休干部黄怀敏拿着一沓照

片递给记者。

厉以宁的妻子何玉春是黄怀敏的表姐。“我

表姐长得乖乖的（漂亮的意思），厉以宁和我表姐

可以用青梅竹马来形容。”黄怀敏说。

当年，厉以宁一家避难沅陵，曾租借何家的

老房子居住。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是雅

礼中学初中同学。厉以宁离开沅陵时，何玉春刚

上高中，厉以宁鼓励何玉春好好读书，争取考上

大学。

何玉春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

分配到辽宁鞍山工作不久，到北京探望住在哥哥

何重义家的母亲。一次偶然的机遇，与厉以宁再次

相逢，互生情愫。用厉以宁的话说，这就是缘分。

厉以宁与何玉春于 1958 年结婚，婚后两地分

居 13 年，直到 1971 年才在江西农村团聚。厉以宁

常以诗词记述这段牛郎织女的生活，将自己的相

思和眷恋遥寄千里之外。

记者从中选取了一首。“一纸家书两地思，忍

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

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

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

让何玉春感到最温暖的，是厉以宁对她、对

家的一往情深。厉以宁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

到满头白发。“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

到清晨。”这是厉以宁填的《十六字令》，被人称为

世界上最短的情书之一。

“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

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

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

重。”当厉以宁写于 1971 年的《鹧鸪天》在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为他举办的诗词研讨会上被朗诵时，

何玉春泪眼婆娑。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

过艰难岁月和重逢的喜悦。

厉以宁成名之后，头衔很多，却没有秘书，何

玉春就兼了秘书。无论厉以宁到哪里，何玉春总

是相伴在他的身边。

何玉春还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她在阅

读丈夫书籍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洁，或

不易被人看懂，就会指出来，厉以宁再进行修改。

厉以宁常说他的经济学著作，“军功章”有何玉春

的一半。

厉以宁和何玉春结婚半个多世纪，有悲欢离

合，有酸甜苦辣，但二人相濡以沫，正如厉以宁在

词中所写，“离后聚，苦中甜，共迎铁树放花年”。

“岁月催人老，总觉乡情难了”
——关心、支持沅陵发展

3 月 2 日，记者来到沅陵县二酉乡二酉山下，

一座漂亮的校舍映入眼帘。校园大门前，悬挂着

由厉以宁题写的“沅陵县二酉乡宗琳学校”的校

牌。校园内，一排排香樟树散发着清香，教学楼、

学生餐厅宽敞明亮，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厉以宁

题写的“互励、互爱、自信、自强”的鎏金铜字校

训，镶嵌在教学楼的墙体上。

“树人树木学春蚕。”宗琳学校原校长卢怀金

介绍，这是厉以宁写下的诗句。长期从事教育工

作，他深知教育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性，希望

通过发展教育，给沅陵插上腾飞的翅膀。

2004 年 12 月底，沅陵县委主要领导在北京拜

访了厉以宁。交谈中，厉以宁表示愿为曾在少年

时代求学过的沅陵捐建一所希望学校。

2005 年 2 月 4 日，厉以宁携夫人何玉春从北

京千里迢迢来到沅陵，实地考察二酉中心小学，

决定捐资扩建。

厉 以 宁 夫 妇 在 自 己 捐 资 的 同 时 ，还 发 动 亲

友，共同给沅陵寄来 45 万元扩建资金，并给学校

捐助了 50 台电脑以及图书等。

“宗琳学校从破败不堪到成为沅陵农村教学

环境最好的中心小学，倾注了厉以宁的心血。”卢

怀金介绍，“宗琳”二字取自厉以宁母亲及岳母的

名字。2006 年 10 月 2 日，厉以宁夫妇再次从北京

赶来，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自 1951 年离开沅陵后，厉以宁始终对第二故

乡无限眷恋，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沅陵，表达思恋

之情。每逢有亲友来北京，他都要详细询问沅陵

怎么样了，有什么变化。

“我每次去北京，都要给他带酸菜、油炸糯米

糕等家乡特色食品。每次吃到这些，他总说沅陵

的东西就是好吃。”黄怀敏说，沅陵一中在京开校

友会，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会出席，虽然他并未

在一中学习过。

1988 年 ，厉 以 宁 在 阔 别 沅 陵 37 年 之 后 ，趁

来 湖 南 讲 学 、考 察 的 机 会 ，回 到 了 魂 牵 梦 萦 的

沅 陵 。渡 船 、码 头 、江 边 小 屋 、土 路 仍 历 历 在

目 。让 他 感 到 意 外 的 是 ，这 个 解 放 初 期 的 湖 南

省湘西行署驻地，当时商业兴旺、教育发达，但

到 了 二 十 世 纪 80 年 代 ，怎 么 成 了 湖 南 最 贫 困

的 县 之 一 呢 ？忧 乡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他 当 即 填 下

两首词——

《醉花间》：晴前雾，雨前雾，晴雨都由雾，清

晓岸边行，雾满垂杨渡。花香泥土路，叶绿油桐

树，当年树已枯，乡恋情如故。

《伤春怨》：岁月催人老，总觉乡情难了。旧地

又重游，却见残墙荒草。往年花开早，近日枝头

少。岭上望江流，水渐浊，云缥缈。

回到北京，厉以宁的心情仍然沉甸甸的。从

这时开始，他利用沅陵县领导来拜访、沅陵同乡

在北京聚会、沅陵一中校友开会等机会，多次对

沅陵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为觅旧

踪，相约返辰州。漫步长街河岸去，春尚在，柳枝

头。瞬间高坝截江流，水悠悠，好行舟，淹没关厢，

岭上有芳洲。昔日繁华将再现，云起处，尽新楼。”

1992 年，厉以宁夫妇再次回到沅陵。此时的

五强溪水电站移民工作初步完成，沅陵新城初具

规模，让他感到十分欣慰，欣然写下《江城子》一

词，一片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2001 年，听说沅陵发现秦朝黔中郡遗址，厉

以宁兴奋不已，认为这对沅陵旅游业发展是一次

很好的机遇。

2002 年 6 月，厉以宁夫妇在沅陵参观了由当

地万人捐资建造的龙舟大看台，听县领导介绍，

这次龙舟赛有包括香港、澳门等 412 支船队参赛，

当地计划在龙舟赛期间举办经贸洽谈会，引进一

批项目。厉以宁听后脸上挂满笑容，当即拿出 300

元钱交给沅陵县委办工作人员，并在捐资簿上题

词。

“ 厉 以 宁 先 生 对 沅 陵 的 一 草 一 木 、一 砖 一

瓦 都 非 常 热 爱 。他 一 生 成 就 卓 著 ，声 名 显 赫 ，

却 为 人 谦 虚 、低 调 。”时 任 沅 陵 县 政 府 办 主 任

张 宏 智 曾 参 与 接 待 厉 以 宁 。据 他 介 绍 ，厉 以 宁

每 次 回 沅 陵 ，都 要 去 雅 礼 中 学 旧 址 、太 常 村 等

地 看 看 。虽 然 这 些 地 方 因 修 五 强 溪 电 站 大 都

被 淹 没 ，但 他 仍 然 驻 足 凝 望 。1988 年 厉 以 宁 回

来 那 次 还 举 办 了 一 次 讲 座 ，主 题 是 经 济 改 革

和 股 份 制 。这 次 讲 座 对 推 动 沅 陵 工 商 企 业 改

革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给 沅 陵 干 部 群 众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上官智慧 宁奎

通讯员 熊英

春来万物醒，民歌正当时。

3 月 8 日晚，桑植民歌传承发展创新研讨

会上，86 岁高龄的蒋慧鸣在儿子搀扶下，缓缓

走向发言席，未等开口，台下已掌声一片。

“我爱桑植民歌，也爱这片温润的土地。”

曾是湖南省歌舞团编导、指挥的蒋慧鸣，将自

己 与 桑 植 民 歌 66 年 的 情 结 在 深 情 中 娓 娓 道

来。1964 年，她改编的《想红军》《嘀格调》等桑

植民歌登上舞台，桑植民歌于此走出大山。

桑植民歌是桑植 28 个民族的“诗经”，历

经 2000 余年，仍有 2300 余首传唱，是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晚，10 余名老、中、青三代桑植民歌传

承人以清唱的形式，将桑植人的柔情似水和

坚强刚毅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当《九岭十

八岗》《冷水泡茶慢慢浓》《门口挂盏灯》《马桑

树儿搭灯台》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响起，与会嘉

宾与台上的传承人“对唱”“合唱”，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与其说这是一场春日之约，不如说是一场

希望之约。此次桑植民歌传承发展创新研讨会

由湖南省音乐家协会，桑植县委、县政府主办，

聚集了众多文艺家、音乐艺术家、非遗守护者，

他们以交流采风、“诸葛会”等方式见证桑植民

歌的发展，为桑植民歌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建

言献策。

“传承，就是出人才；发展，就是出举措；创

新，就是出精品。”张家界本地著名音乐作词家

鲁絮一语破题。去年，由他创作的歌曲《高山

望》，斩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他说，未来，

桑植民歌的根一定会扎进更多人的心里，孕育

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果实。

研讨会上，发言代表们畅所欲言。省文联

主席团委员、一级编剧金沙，省文联名誉副主

席、一级作曲家孟勇等专家表示，希望桑植县

走出挖掘保护和传承发展齐头并进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同时欢迎国内外艺术家常来桑植采

风，改编、创作更多的桑植民歌。

近年来，桑植县突破传唱形式、丰富传播

方式、开辟普及渠道，连续 5 年举办桑植民歌

节和桑植民歌邀请赛，把民歌写进本地教材。

同时，该县党员干部带头出镜唱民歌推介桑植

文旅，桑植民歌热度和传唱度持续上涨。

“桑植民歌要口传心授，代代相承，更要走

创新之路，让泥土里的音符走向世界。”桑植县

委副书记、县长梁高武表示，桑植将继续培养

优秀的传承人，精心搭建民歌交流传承平台，

创新推出民族音乐文化固定节目，建立完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进一步推进文旅融

合，力争将桑植民歌打造成为张家界、湖南乃

至全国的文化精品和特色名片。

为桑植民歌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建言献策——

让泥土里的音符走向世界

湖南日报 3 月 9 日讯（全媒体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陆意 谢睿）3 月 2 日，位于衡阳市蒸湘区

的衡阳鸿菱石油管材有限责任公司，科创团队正

加紧开展超高抗扭油套管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公

司负责人介绍，该技术攻关成功后，将大大提高

油套管管体螺纹接头部位强度、抗扭曲能力及密

封性能，可满足 1 万米深井石油天然气开采。

中小企业是蒸湘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

体，鸿菱石油管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蒸湘区将

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作为培育高新技

术产业的抓手，深入企业调研，建立科技型中小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并对其进行“一对

一”指导帮扶，及时梳理、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助推中小企业释放创新潜能。

蒸湘区引导、鼓励中小企业重视研发和技改

力度，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推动生产

工艺提档升级。去年，蒸湘区中小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超 10 亿元。衡阳钢管科盈公司新建环氧树脂

涂塑钢管和石油专用管内涂层防腐生产线，产品

远销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衡阳鸿成高压气瓶管制

造有限公司引进先进工艺设备，提高冷拔超薄壁

高压气瓶管加工技术、完善制造工序。

蒸湘区先后与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等高校

签订合作协议，借助高校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

起政、企、校产学研合作的桥梁。同时，通过“人才

雁阵”计划，为中小企业引进了 3 名博士。

截至目前，蒸湘区已培育 50 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6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22 年，蒸湘区高

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85.6 亿元，增长 15.9%；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占营业

收入比重达 4%。今年 1 月，蒸湘区科技创新工作

获得 2022 年度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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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长留诗词间
——厉以宁的沅陵情缘

厉以宁夫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 3 月 9 日讯（全媒体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赵冠豪 李琴章）今天，双峰县锁石镇，油

菜花海簇拥，10 对新人身着传统礼服走上红毯，

迈火盆、跨马鞍、合卺而酳，完成传统仪式后，许

下爱国爱家、相守一生的庄严承诺。

“新时代要有新风尚，作为新时代的新人，我

们要争做文明新风的带头者……”参加集体婚礼

的新人们发出《新时代婚俗改革倡议书》，倡导移

风易俗、喜事新办的社会文明新风。

没有礼金和大排场，集体婚礼简约却充满仪

式感。礼成后，新人李卓为收到一份特殊的“贺

礼”——一份饱含祝福的民间传统剪纸。他说：

“这样办婚礼简单、大方，还能收到更多的祝福。

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情和共同经营好

家庭的信心。”

近年来，双峰县积极打造“国藩路上‘好家风’”

文明实践品牌，持续开展“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

明新风”活动，以文明村镇创建为抓手，建成 16 个

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524 个村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全覆盖。民政

部门组织各村委会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

事会章程》，发挥“五老”乡贤作用，推动树立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等文明新风，82 个村实

现全面禁燃禁炮，移风易俗氛围日渐浓厚。

双峰举办“国潮”集体婚礼

3月 9日，新田县陶岭镇仁岗村，村民将草皮装车准备外销。近年，该县引导农民合理流转农

村荒滩荒坡等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绿化草皮种植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刘贵雄 何景诗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3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万传文 黄晶）3 月 4 日，澧县澧南镇徐湖村

村民张振涛，因高血压致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至

村卫生室。医务人员为他注射降压药、开具口服

药。本次医疗费用 175 元，全部由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支付。

澧县全力打造“15 分钟医保服务圈”。该县下

沉服务，打造“家门口”的医保便民服务点，将所

有基层医保公共服务实施清单事项全部纳入乡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医保

业务，打通参保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不断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规范化水平，实现

‘15 分钟医保服务圈’全覆盖。”澧县医疗保障局

局长李章斌介绍，该县在落实好 33 项省级医疗保

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基础上，推行首问负责制、

容缺受理制、限时办结制，真正做到“一次办”。下

沉医保参保登记等 10 项医保事项到全县 19 个乡

镇（街道）、291 个村（社区），实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

推进清廉医保建设，联合纪检、公安等部门

组织打击欺诈骗取贪占挪用医保基金专项行动

“回头看”行动。去年，对全县 288 家定点医院、药

店、诊所监督检查，约谈 125 家医药机构负责人，

追回和拒付医保基金 95 万元，罚款 93 万元，暂停

定点协议药店 10 家。健全医保经办机构内控机

制，医保基金审核支付实行双审双核制度。基金

零星报销全面实行“一站式”结算打卡到人。

全面优化医保便民服务，实现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信息变更等 6 项医保事项“跨省通办”，高血

压等 5 个门诊慢特病实现跨省结算。拓宽门诊慢

特病患者就近选点购药范围，全县开通门诊慢特

病医保定点购药医疗机构 27 家、定点药店 46 家，

方便群众就近购药。

澧县医保工作连续两年获省政府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去年底，澧县医保窗口被省医保局评

为省级医保服务窗口示范点。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覆盖
33项服务“一次办”，10项服务办理不出村

澧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