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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之家

在湘乡市虞唐镇长青村，谭立人的大家庭也算是小有名气的耕
读之家。“屋里有耕作的劳力，在外又有读书的典范。”谭立人这样介
绍自己的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的故事还得从谭立人的父辈谭义生说起。谭义生生
于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不仅用笔杆子抨击过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曾
弃笔从戎保家卫国。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完成他的大学梦，他又报考
了武汉市私立大众会计函授学校，掌握会计知识后艰苦创业，办起了
私立石灰厂，经营得有声有色。谭义生眼界宽广，工作之余也经常阅
览《时事手册》（现在的《半月谈》）等报刊，了解国内外信息，跟着父亲
长大的谭立人也养成了每日看报的习惯。“这在当时村里的乡亲们看
来，就是吃饱了没事做，大家都忙着务农，哪有人看报纸?”谭立人说。

谭立人的叔叔谭敏生是上世纪 50年代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196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他有了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这让
村里人都很羡慕。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他，每月会拿出工资的
50%用于资助妹妹、侄子和侄女7人读书，这其中就包括谭立人。

谭立人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父亲和叔叔一样优秀的
人。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一路升学至高中，可就在 1966年，全国
取消高考制度，这无异于给了一心想深入大学深造的他当头一棒。

“下乡的大学生知青很多，我可以向他们请教问题，也算是换一种方
式延续我的大学梦。”谭立人说。在家思考了很久后，最终他决定放
下读书人高傲的架子，投身到集体生产中去。

文化老兵

谭立人以“知识农民”的身份在生产队上干了五年之后，从一个
普通辅导员成长为大队科技主任，再被公社党委选调到了公社电影
放映队。

“在那个缺少娱乐方式的年代，放电影算是村里的头等大事，乡
亲们会提着马灯，打着火把，带上几条板凳，走上十几里甚至二十几
里路来看电影，场面非常热闹。”谭立人谈起起了自己当电影放映员
时的经历。放映队员天天都能看电影，在别人看来这可是天大的好
事。但谭立人认为，这份工作并不简单，不仅要求人能吃苦，还要细
心谨慎。

“放映机有好几十斤重，那时候乡下的路又都是泥巴路，稍不小
心，就可能摔跤。”谭立人说，放映队员的责任重大，如果是把机器摔
坏了，那就相当于是把好几个村村民的文化生活都掐断了。说罢，他
又拿出了一个工作本，本上完整地记录了每场电影的放映时间、放映
费用和影片名称。

1979年起，谭立人所在的电影队被评为全省的红旗单位。1982
年他被评为文化战线上唯一的“湖南省劳动模范”，奖励永久牌自行
车一辆。获此殊荣的他异常兴奋，干劲也更足了。1986年，他兼任
乡文化站站长，开始建设图书馆、组织文艺演出、篮球比赛等，紧锣密
鼓地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996年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化
人办起了虞唐银河文学社，并创办刊物——《银河》。创刊初期，主动
投稿的人很少，只能靠谭立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奔走在田间地头去征
集稿件。人们只要看到后面挂着大帆布袋的老式单车，就知道是老
谭筹稿来了。二十余年来，谭立人物我两忘，为《银河》而奔走。截至
目前《银河》总发行数量达到4万多份。

奉献传承

“要为国家、社会多作贡献”“对乡邻，多帮忙！”谭立人常把这些
话挂在嘴边。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下一代。

儿子谭锋在虞唐镇开图文店，职业专注，勤于学习。在全家人的
支持下，2020年底他又通过了全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完成了
从图文工作者到律师的蝶变。他从2002年5月开始献血，每年一至
两次，至今快二十年了，2015年3月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同年8月获湖南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儿媳妇陈飒，当过湘乡网爱心之窗的版主，是一名爱心义工。每
到周末，她会到乡下走访贫困家庭，把特困学生的资料记录在册，并
上传至爱心论坛，等待爱心人士们伸出援手。“其实我就只是负责牵
线搭桥，没做多大贡献。”陈飒谦虚地说。

2012年谭锋夫妻二人在得知本村5组欧阳述飞一家蜗居在三间
又矮又破的黑土砖屋里的困境后，他们决定帮助老阳家重建房屋。
他们不仅在社会上联系到爱心人士筹集资金，自己也拿出 1万多元
进行资助。为了让老阳家尽早住进新房，谭锋还常在工地上督促施
工方抓抢工期。

父亲的敬业、奉献精神，也同样影响着女儿一家。女儿谭群惠在
市扶贫办这个“最大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的事业中一干就是
九年。她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实干精神让她在2016年至2020年
间连续五年获湘乡市政府嘉奖。女婿左阳春一直扎根乡村教学，
2019年9月前往湘西永顺支教，至今仍在新疆吐鲁番支教。

谭立人家庭的优良作风，同样影响着四乡八邻。他家勤劳善良、
宽容待人的品质，如同一首婉转的歌，洒向田野，飘入农家，荡漾在乡
亲们的心田。

根正苗红的军人

黄菊泉家里有五兄弟，大哥黄桂秋和二哥黄德云光
荣地参军入伍，成为了解放军战士。大哥黄桂秋还参加
了抗美援朝战争。每逢过年，看到两个哥哥穿着威武整
洁的军装出现在家门口时，黄菊泉便肃然起敬，参军报
国的种子就此在他的心中萌芽。19岁那年，他应征入
伍，成为北京航空兵十四师的学员兵。虽然是学员兵，
但他通过了严格的家庭和政治背景审查，负责起了部队
里的机要工作。

“收管文件可不是一件轻松活，不仅需要严谨细心
的工作态度，还得时刻保持警惕，防止秘密文件落入潜
在的敌人手中。”黄菊泉严肃地说，在部队服役的8年时
间里，他经手的工作从不敢出现丝毫差错。

学生眼中的“灯塔”

1976年，黄菊泉转业回乡。由于在部队中表现特别
突出，他被分配到湘潭市白马五七学校任副校长。那时
教学条件艰苦，教师资源更是匮乏，一个乡里也难得找
到几个文化人。黄菊泉一人身兼多职，既是语文老师，
也是政治老师。放学后，他还会点着煤油灯自学专业课
本到深夜，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黄菊泉在雨湖区塔岭中心小学任职期间，个子矮
小、体态瘦弱的五年级学生罗皓明引起了他的注意。每
次上课，罗皓明都心不在焉，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消极情
绪。黄菊泉多次找他聊天，罗皓明却闭口不言。在一次
和同事的闲聊中，黄菊泉得知，罗皓明幼年丧父，母亲体
弱多病，罗皓明放学回家后不仅要洗衣做饭，偶尔还得
去街上的商铺打杂工，赚取生活费。黄菊泉立马组织学
校全体师生捐款捐物，给予罗皓明一家经济支持。在黄
菊泉的鼓励下，罗皓明的心才定下来，潜心学习。

罗皓明小学毕业后，黄菊泉仍与其保持联系，尽其
所能地资助罗皓明的学业。黄菊泉对罗皓明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不要放弃学习，唯有知识能改变你的命
运”。罗皓明也不负厚望，最终考上了一所师范类大学，
毕业后回到湘潭，在易俗河镇郭家桥中心小学教书。“谢
谢黄老师，如果没有黄老师的帮助，我现在可能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农民。”罗皓明说，黄老师就像是他人生的一
座“灯塔”，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火眼金睛的“大管家”

2010年，黄菊泉正式退休。忙碌了大半辈子的他，
自然也闲不下来，热心社区事务，成了社区居民的“大管
家”。就在今年 4月份，他在日常的义务巡防中敏锐地
发现了两处传销窝点。

“九州小区 44栋 3单元 5楼和 13栋 1单元 6楼的两
处房屋内存在异样，人员进出频繁，楼下经常有‘面包’
车前来接送，房屋门窗紧闭，时不时还传出吼叫声。”黄
菊泉的工作本上这样记录着。

据黄菊泉回忆，被他成功从传销组织中“营救”出的
小伙子名叫阎得福。某个夜晚，阎德福从44栋3单元的
楼道间狂奔而下，直呼“救命！救命！”。他身后的三个
中年人对其紧追不舍。黄菊泉闻讯而来，现场聚集的居
民也越来越多。三个中年人见状，便将阎得福团团围
住，准备动手将其制服。

“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和身份证，把我关在房子里
不让我出门。”阎得福大喊着。结合起前些天他所发现
的异常，黄菊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伙传销组织。他立马
拨通了 110报警电话，三个中年人察觉到情况不妙，便
仓促而逃。民警赶到现场
时，小区内的两处传销窝点
内已是人去楼空。后来，在
社区和黄菊泉的帮助下，阎
得福顺利补办了身份证，坐
上了回乡的火车。

“在外面一定要多帮助
别人，偶尔吃亏也是福气。”
黄菊泉至今也没能忘了母
亲黄陈氏的这句话。他说，
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会一
直发挥余热，为社区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老科协老科协““科技大篷车科技大篷车””
助助力乡村振兴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邬雅琳）11月 18
日，由市委老干部局、市老科协共同
主办的“科普技术进万家 乡村振兴
靠大家”科技大篷车活动在湘乡市月
山镇启动。

市委老干部局负责人介绍，打造
科技大篷车，既是组织老科协会员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举措，也是局机关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体现。市老科协获得 2020年度省老
科协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后，今年积极
探索推进科普工作转型升级。在市
委老干部局、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支
持下，市老科协农业分会呼应广大农
民的知识需求，打造了科技大篷车。

11月18日，科技大篷车专家团队
正式成立，包括 4名研究员和 10名高
级农艺师，他们带上《科普丛书》，来
到湘乡市月山镇举行了首站服务活
动。这天正是镇上的赶集日，镇区热
闹非凡，大篷车前人头攒动。老专家
们向种养合作社和农户发放了《生猪
养殖》《生猪养殖技术与疾病防治》
《肉牛养殖技术与疾病防治》《特种蔬
菜栽培技术》《特色种植技术》《油茶
种植与抚育管理技术》等科普资料
2000多册，还就家禽养殖常见病防
治、冬季作物种植要点等方面现场答
疑解惑。

65岁的村民老聂表示，科普知识
下乡真的是太好了，对他们很有帮助，
专家团队还公布了电话，以后大家有
事就可以直接联系。此次启动仪式
后，科技大篷车将深入到全市各乡镇、
村组开展科技咨询服务，为助力乡村
振兴贡献老干力量。

老干部工作者老干部工作者
集集中受训中受训

本报讯（记者 邬雅琳）为进一步
增强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切实提升解决老干部工作
实际问题能力，11月 19日，全市老干
部工作者培训暨全市离退休工作片
会在湘潭市委老干部局召开，130余
名老干部工作者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特邀省委老干部局一
处处长罗智群授课。会上，他以认真
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为主题，
就如何聚焦主业，进一步突出政治引
领、组织凝聚、作用发挥、党内关怀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

罗智群表示，在人口老龄化、管
理社会化、疫情常态化、智能信息化
背景下，要真正做好老干部管理服
务，老干部工作者要注重对标看齐，
注重开放融合，注重系统集成，注重
创新发展，要更加履职尽责、强根铸
魂，以行动建功新时代，以奋斗创造
新业绩。

参加培训的老干部工作者们普
遍反映，此次培训涵盖了政治理论培
训、政策文件解读和工作实务要点，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通过培训，无论
是老干部工作的“新兵”，还是“老
将”，都有收获和提升。

会议还就如何组织全市离退休
干部和老干部工作部门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工作进行了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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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菊泉，

中共党员，出

生于1949年，

现 居 住 在 岳

塘 区 下 摄 司

街 道 九 洲 社

区 。 他 是 一

名军人，也是

一 位 受 人 尊

敬 的 人 民 教

师 。 战 友 爱

称他为“黄班

长”，学生们

尊称他为“黄

老师”。退休

之后，居民们

又 给 他 取 了

个 新 昵 称

——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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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家的‘藏

宝 阁 ’，都 是 无 价 之 宝

啊。”眼前这些整理成册

的书信，便是谭立人口中

的“宝藏”，他家的家风、

家训也蕴藏其中。对谭

立人一家人来说，书信里

承载了上一辈人勤奋好

学、踏实肯干的精神品

质，不仅要反复研读，从

中汲取奋进力量，还要代

代相传，将其发扬光大。

今年，谭立人的家庭被评

为湘潭市文明家庭。

“优良家风是怎样养

成 的 ？ 又 是 如 何 传 承

的？”面对记者的提问，谭

老不急不慢，他按下了书

房“藏宝阁”的灯光开关，

暖黄色的光洒落在一封

封家书上，赋予了书信说

话的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