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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彩票管理条例》颁

布实施和全省上下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之机， 进一

步深化福利彩票内部绩效管

理， 由过去偏重行使管理职

能转移到 “管理与服务”并

重，强化服务职能，用科学发

展观统领湖南福彩全局 ，实

现福利彩票的安全运行 ，健

康发展。 这是从湖南省福利

彩票工作年中分析会上传递

出的信息。 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 蒋 建华 主 任 指出 ，从

1987

年发行福利彩票至今，

湖南福彩事业从无到有 ，从

小到大， 近几年销售达到了

15

亿元至

20

亿元， 初步进

入了高位运行阶段， 也进入

了彩票销售的关键敏感时

期，彩票市场的运营成本、安

全风险明显提高， 必须保证

发行数量、 规模扩张和管理

能 力 相 适

应 ，必须提

高 规 范 化

管理水平 ，

增 强 服 务

能力 ，保证

各 个 环 节

的管理制度化，服务规范化，

切实做到 “严管理 、保安全 、

树诚信、促发展”。 如果处置

妥当， 将成为湖南福彩发展

的一个新起点， 如果处置不

好， 可能会出现福彩销售市

场的反复。为此，省福彩中心

将在立足市场、 创新发展的

原则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

将有计划、 有步骤地启动全

省福彩发行直管模式下的市

场管理员队伍建设和投注站

规范化、 标准化形象统一两

项工程，着力强化市场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 助推湖南福

利彩票事业的科学健康发

展。

今年

1-6

月， 湖南福利

彩票发行在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和热心参与下， 销售成

功突破

10

亿元， 达到

10.22

亿元，同比增长

35%

，筹集公

益金

3

亿多元， 新增就业岗

位上千个， 创造了历史同期

彩票发行的最好业绩， 实现

了我省福利彩票市场的平稳

较快发展， 为社会福利和社

会公益事业的加快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打造千万富翁的专业品牌福彩双色球在

7

月

19

日第

2009083

期开奖中，以其高奖池、高返奖的

一贯特点， 全国再次开出了

11

注一等奖

,

分别被

湖南、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

海、江苏、浙江、云南的彩民朋友幸运获得，单注中

奖金额为

593

万元；当期二等奖更是多达

361

注，

单注奖金

42507

元，我省喜中

14

注。

湖南省彩民意气风发，中得一等奖

1

注，中奖

地址是邵阳市洞口县高沙镇第

43097030

号投注

站。 在这火辣辣的七月，双色球的风头远远盖过了

如火的骄阳， 在湖南省彩市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据悉，这位邵阳市洞口县的彩民朋友仅花

10

元钱通过自选方式购买了

5

注单式票， 随即轻松

斩获当期头奖

1

注， 这也是今年以来邵阳市洞口

县彩民第

2

次揽获双色球一等奖。

截止到目前， 湖南省彩民朋友今年共计擒获

12

注双色球一等奖，其中，长沙彩民博得

6

注，邵

阳

2

注，怀化、常德、岳阳、永州各

1

注。 更让人热

血沸腾的是，新规则的调整，铸就了湖南省今年

3

位千万元的大奖得主。

双色球大奖大、小奖多，这样的大盘玩法深受

彩民喜爱。 反过来，彩民朋友们的爱心购彩行为又

支撑起了双色球大盘玩法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这

样的良性循环推动下， 双色球逐渐被越来越多的

彩民朋友所了解，福利彩票的公益品牌，也正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认同， 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中

湖南省的福彩公益事业必将不断发展进步再创辉

煌。

(

曾庆黎

)

借助《彩票管理

条例》颁布实施和全

省上下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之机，

进一步深化福利彩

票内部绩效管理，由

过去偏重行使管理

职能转移到“管理与

服务 ”并重 ，强化服

务职能，用科学发展

观统领湖南福彩全

局，实现福利彩票的

安全运行 ， 健康发

展。这是从日前召开

的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年中分析

会上传递出的信息。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蒋建

华主任指出，从

1987

年发行福

利彩票至今， 湖南福彩事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销售

达到了

15

亿至

20

亿区间 ，初

步进入了高位运行阶段， 也进

入了彩票销售的关键敏感时

期，彩票市场的运营成本、安全

风险明显提高， 必须保证发行

数量、 规模扩张和管理能力相

适应， 必须提高规范化管理水

平，增强服务能力，保证各个环

节的管理制度化，服务规范化，

切实做到“严管理 、保安全 、树

诚信、促发展”。 如果处置妥当，

将成为湖南福彩发展的一个新

起点，如果处置不好，可能会出

现福彩销售市场的反复。 为

此， 省福彩中心将在立足市

场、 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将有计划、有

步骤地启动全省福彩发行市

场管理员队伍建设和投注站

规范化、 标准化形象统一两

项工程，着力强化市场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 助推湖南福

利彩票事业的科学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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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全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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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支持和热心参与下 ，彩票

销售成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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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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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发行的最好业绩 ，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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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事业的加快发展作出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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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门前有一条拐弯的河。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年的三五九

月，因为拐弯，河道不畅，河水泛滥，一片白

亮，凶猛恣肆地卷上岸来。

我的家乡，是以“发大水”为一年中最大

的“节日”的。

两岸人山人海，看“发大水”。大水哗哗，

变化无穷，力量惊人，不时从上游冲下来一

条条翻滚的肥猪、哞哞叫的水牛，甚至端下

整只屋顶。 屋顶远看像一艘黑色的舰艇，直

冲而来，撞到转弯处的“叫鸡崖”上，粉身碎

骨，十几分钟后，才从远处的旋涡里慢慢吐

出几根黑色木条来。但“四哥”在家，屋顶不

会碎。“四哥”是我大哥，但家乡不论老幼都

叫他 “四哥 ”，因为他长着一张 “四方形 ”的

脸。“四哥”一身黑油油的肌肉，水性极好，一

手提着几十丈长的尼龙绳索圈成的套，一手

提着几斤重的大秤砣，绳索就紧紧拴在秤砣

上。他一路跟着屋顶飞跑，看准时机，猱长的

手臂把秤砣用力一抛， 就像撒开的鱼网，巨

大的秤砣带着呼声连着绳索冲向空中，然后

准确地砸进河中屋架中， 他迅速往后一拽，

“挂住了！”两岸欢声如雷。老的、少的，许许

多多人快速过来抓起绳子，往后拉。屋顶在

大水中惊心动魄地旋转， 然后慢慢靠岸，最

后停下来。那是整整一座屋的树呀，能卖好

多钱，参与的，人人有份。

记得有一年发大水，上游湾里有个老倌

子，由于贪水中财物，自恃水性好，在腰中拴

着两个空塑料桶子，跳进河中就捞树，结果

树没捞着，人被倒推下来十几里，呛到我家

门前时，已气息奄奄。家人凄惨的哭喊沿河

而下。大家都干瞪着眼，一望无际白花花的

大水，谁敢下去？“四哥”一看，衣裤也没脱，

二话没说，跳进河中，一把拉住老头，却反被

老头紧紧抱住。两人在水中滚滚而下，四五

里路远，“四哥”才抽出手来，一巴掌把老头

打晕拉上岸。上了岸，乌黑的“四哥”，全身变

得刷白，老头一家跪在地上向“四哥”磕头，

“四哥”说：“没事，人没事就好。”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年，晴天白日，湄水

河忽然暴涨，一条“屑子龙”从上游冲下来，

见什么撞什么。是什么东西？大家吓坏了，落

荒而逃，我大伯正在地里挖土，他不信邪，迎

潮而进，挥锄一击，大骂一声：“是么子鬼东

西作怪！”从屑子里砸出一段棕树来，棕树筒

子里跃出一条几斤重的金黄大泥鳅，洪水顿

止！人们说，这是泥鳅成精出海。这故事真真

假假，在湄水河两岸几乎家喻户晓。

哦，家乡的河，拐弯的河，我记忆深处永

不磨灭的河。

刘克邦先生的《金秋的礼物》始终洋溢一

种真诚的气息，“真诚与向善” 营构出刘克邦

散文艺术的魅力场域。

读完《金秋的礼物》，你可以从一行行生

动的文字中，熟悉刘克邦身边

那一个个平凡而又真实的生

命。在《金秋的礼物》一文中 ，

作者刻画了懂事的儿子。远在

北京读书的儿子， 半年不见，

不仅长高了 、长帅了 ，而且懂

得了感恩。在父母结婚

20

周年

的纪念日，他邀集同学为父母

举办派对晚会，并用自己节省

下来的零用钱给父母买份礼

物尽孝。在《我的母亲》、《疤痕》中，跃然纸上

的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一个为学生奉献自己

生命的小学教师。《六娭毑》 中的六娭毑早年

丧夫，拉扯着几个儿女，辛苦了一辈子。在儿

女们成家后，她拒绝儿女们的安排，一个人住

在又矮又窄的老房子里。 她热心帮助街坊邻

居。在“我”的妻子临产需要送医院时，她拖着

病体，用担架把“我”的妻子送到医院。这样一

间昏暗的老房子里， 却闪耀着温暖人性的光

辉……这些血肉丰满的小人物， 他们真实地

生活在刘克邦的身边，生活在我们大家身边。

在他们身上，闪亮着纯朴、善良、忠厚、奉献的

传统美德；真诚的关怀、真挚的乡情，让我们

欣赏到一种温暖、光明、向上的人生图景。刘

克邦的散文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之中， 撷取人

生长河中一瓣瓣鲜花，用善作纬线，用情作经

线，编织出瑰丽神奇的画卷。

著名评论家王兆胜说 ：“我一直坚持认

为，散文必须立足现实，扎根于大地和民间，

反映最底层人的苦难和不幸， 成为他们心灵

的代言人，于是真、善、美永远是散文不败的

花朵！当一个散文家失去了这些东西，他的散

文就分文不值！”在《金秋的礼物》中，作者所

要着意渲染的，就是生命之火的温暖和光明，

是人生旅途上的友情和善良， 是给了人类社

会成长动力的真、善、美。文本中叙写的母亲

与我、我与妻子、我与儿子， 那种血浓于水的

至亲之情， 不正是我们民族家庭美德人伦光

辉不息的闪耀吗？ 在我们

的社会里， 正是千千万万

纯朴、 善良、 助人为乐的

“六娭毑”， 成为了我们民

族的脊梁。 在 《金秋的礼

物》 中， 处处洋溢着人性

的暖意、 道德的光辉 。 就

是在 《歉疚》 和 《罚款风

波》 中， 我们看到是作者

深深的自责， 和对自己灵

魂的剖析， 这依然让我们领悟到了善的力

量， 它是淘洗人性的清泉。

我不希望文学艺术作品回避矛盾， 粉饰

太平。但我愿我们的文学艺术多些和谐思维，

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揭示真、倡导善、发掘美，积极弘扬

人类正面精神价值，让生命多些暖意和亮色。

刘克邦先生在《金秋的礼物》中做了可贵的探

索，愿他坚持守望这片土地，也愿更多的作者

加入到人类诗意生存的大合唱中来。

世纪之交当文化局长后 ， 我迫不及待

地去看望一个人。 我让司机将车远远地停

着， 并请他在车上听那盒新买的萨克斯

CD

带。

把那一串音符关在车里 ， 我带着挎包

走向一个土坡， 这个土坡我曾经在

10

多年

前来过。 我在一座坟前蹲下来， 远处有一

只不知名的鸟叫着。 我是为睡在坟包里的

人来的。 为了今天的探视， 我做过许多艰

难的前期工作 ， 包括问过

10

多个知情人 ，

设想过多种祭奠方式。

我依稀记得那年与他相约 ， 也是在这

个土坡。 不过， 那时这里一片杉树被砍伐

了， 山林开荒变成旱土， 种植了大片西瓜。

墨绿的西瓜叶下是一只只篮球大小的青皮

瓜。 惨白的月光下， 我从瓜地涉过。

“谁 ？” 一声怒喝后 ， 犬吠声汹涌而

来。 “我！” 我只好答道。

那时的我虽然高中毕业了 ， 青春的温

度已经烧灼我的嗓门， 但仍然有几分稚嫩

让守瓜人明了 。 他喝住狗 ， 干咳了几声 ，

鼓励着我的走近。

“是杨老师介绍我来的！” 我说。

他好像知道， 应该是杨老师先打过招

呼了， 他不作声。 从瓜棚里一个竹铺子底

下黑乎乎的罐子里给我倒了一大碗茶 ， 我

道声谢后接过来， 但我不敢喝， 因为月光

下我发现就这一个碗， 我不知道他身边那

条与他亲密无间的跛脚狗是否舔过。

我说： “你能随便唱点山歌么？” 他就

唱了———

路边姐姐路边行

你莫笑我种田人

日头晒得皮翻黑

烂泥敷得一满身

勤巴苦掐望收成

他唱完，看我拿着他瓜棚里的手电筒就

着光记录着，就问：“记了做么子用啦？”

我说：“我也不晓得， 但我总觉得会有

用！”

他在当地是个歌王 ， 方圆十里连堂客

细伢子们都晓得他， 没有事他就唱 ， 有人

时唱给人听， 无人时唱给狗听， 也不晓得

那些歌是本来就有的 ， 还是他自己编的 。

他年轻时候用山歌换过老婆， 但到底山歌

当不得饭， 因为穷， 老婆熬不住了 ， 跟一

个马戏团耍猴的跑到河南去了。 我从口袋

里摸出一包烟， 这包烟是从我当大队书记

的父亲口袋里偷的， 我拿来孝敬他。

他那满是黑牙的大嘴里马上又飞出歌

来———

听姐话， 回姐音

打歌就是你心上人

你要听歌何不游下水

过得河就听得清

我的山歌只对你一人

一首接一首唱， 我拼命地记 ， 跛脚狗

趴在地上也听得十分安静。 我正记得兴头

上， 他突然不唱了。

“再唱， 再唱！” 我催道。

“不唱了！” 他说。

“没有了？” 我问。

“还有， 都是丑话子！” 他点燃一支烟，

嘿嘿一笑。

我毕竟是个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年轻人，

还没有作古正经谈过爱，丑话子山歌自然也

就不能强求着听，尽管心里还是想听。我估

计歌王也极有可能是心疼他的手电池了。

“会印成书吗？” 他见我开始收拾纸和

笔了。

“会的， 印出来我会送本给你。”

我答复他后走出瓜地 ， 也从那天起我

就一脚泥一脚水在生活中苦苦挣扎 ， 而那

一堆收集的山歌却在我的书桌柜的故纸堆

里睡了许多年。

等我后来想将那些歌词打印 ， 并想再

补充一些丑话子山歌时， 歌王已经睡到了

土坡下， 那条听够了山歌的跛脚狗也自然

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偷狗贼的宵夜。

我感到了莫名的失落。

这种失落一直让我感觉挺对不起月下

那位守瓜的老人， 这种失落也一直延续到

我到文化部门供职和我终于有能力出版作

品集时。 我常想， 要是今天老人还健在该

有多好， 我真的可以帮他整理出一本 《瓜

棚下的歌》 了。

现在我只能蹲在他的坟前 ， 默默地乞

求他的原谅。 我拿出一包芙蓉王香烟和

3

本

我已出版的专著 ， 还有一堆纸钱和香烛 ，

焚化着几分伤感和凄凉。

当我从山坡走回时， 司机支起了座椅，

他或许已经听了许多遍

CD

了， 那支 《回家》

的曲子让我感觉到了一点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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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看

一

个

不

再

唱

歌

的

人

1958

年， 年仅

30

岁的爷爷从鞍钢来到湘

潭，开始了湘钢的筹建。

1960

年初，炼钢厂动

工兴建。爷爷作为第一批炼钢工人，参与了建

设的全过程。 在建成主厂房后， 炼钢厂却在

1961

年下马了，连炼钢炉也没有竖起来。

1970

年，是湘钢灿烂的一年。这一年，政

府同意湘钢复产，湘钢决定建一座炼钢炉，并

在“七一”炼出第一炉钢。爷爷至今仍兴奋道：

“听到此消息，我哭了。我们炼钢工人整整等

了

10

年啊，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时，世界上

已进入转炉炼钢时代， 落后的平炉正逐渐被

淘汰。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炼钢技术和装

备水平还相对落后， 全国仍然以平炉炼钢为

主。湘钢也只是建了一座平炉。

1975

年，我父亲被招工进厂，也被分到炼

钢厂。那时的环境相当恶劣，每当钢水出炉，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时候炼钢靠化铁，轧

钢先脱模制锭，再开坯，工艺繁琐，技术含量

低，钢的产量也一直在

50

万吨左右徘徊。父亲

曾一度想调离炼钢厂。

2000

年，我大学毕业，回到了湘钢。这时，

厂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使技术攻关

形成氛围，湘钢领导对技术人员实行“以岗定

薪”和科研项目效益提成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对关键岗位的操作工人， 每年评选一次技术

尖子，给予相应的待遇。这样，大家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出来。就拿连浇炉数来说，原来只有

2

至

3

炉，不是脱氧不良造成废坯，就是脱氧过

度钢水下不来。到别的钢厂取经，人家技术封

锁。我们憋足了一口气，一点点积累经验。每

个浇次完毕后，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我们都

要进行全过程分析， 重新制订下个浇次的各

项保障措施。凭着这股劲儿，硬是把连浇炉数

平均提高到

27

炉。

2001

年

12

月

28

日，在新世纪

第一年即将降下帷幕的那一刻， 湘钢实现了

钢铁双超

200

万吨的目标，实现利润

2.4

亿元，

在全省企业中利润增长幅度最大， 成为全省

排名第三的盈利大户。从那以后，钢产量平均

每年以

35%

的速度递增。

去年是湘钢建厂

50

周年的大喜日子，湘

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我们祖孙三代来

到大会现场，难抑兴奋。爷爷还被邀请坐上了

主席台。他已年逾八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退

休生活。父亲在炉子边坚守了

30

多年，前两年

被聘为炼钢高级技师。我现在是炼钢工程师。

那晚的焰火与钢花交相辉映。 这是一种情感

的迸发，一种幸福的绽放，一种生命的绚丽展

示！

□

邓

建

华

祖孙三代炼钢工

□

刘祥文

□

夏义生

家乡有条拐弯的河

□

陈澄

老家门前有一条拐弯的河。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年的三五九

月，因为拐弯，河道不畅，河水泛滥，一片白

亮，凶猛恣肆地卷上岸来。

我的家乡，是以“发大水”为一年中最大

的“节日”的。

两岸人山人海，看“发大水”。大水哗哗，

变化无穷，力量惊人，不时从上游冲下来一

条条翻滚的肥猪、哞哞叫的水牛，甚至端下

整只屋顶。 屋顶远看像一艘黑色的舰艇，直

冲而来，撞到转弯处的“叫鸡崖”上，粉身碎

骨，十几分钟后，才从远处的旋涡里慢慢吐

出几根黑色木条来。但“四哥”在家，屋顶不

会碎。“四哥”是我大哥，但家乡不论老幼都

叫他 “四哥 ”，因为他长着一张 “四方形 ”的

脸。“四哥”一身黑油油的肌肉，水性极好，一

手提着几十丈长的尼龙绳索圈成的套，一手

提着几斤重的大秤砣，绳索就紧紧拴在秤砣

上。他一路跟着屋顶飞跑，看准时机，猱长的

手臂把秤砣用力一抛， 就像撒开的鱼网，巨

大的秤砣带着呼声连着绳索冲向空中，然后

准确地砸进河中屋架中， 他迅速往后一拽，

“挂住了！”两岸欢声如雷。老的、少的，许许

多多人快速过来抓起绳子，往后拉。屋顶在

大水中惊心动魄地旋转， 然后慢慢靠岸，最

后停下来。那是整整一座屋的树呀，能卖好

多钱，参与的，人人有份。

记得有一年发大水，上游湾里有个老倌

子，由于贪水中财物，自恃水性好，在腰中拴

着两个空塑料桶子，跳进河中就捞树，结果

树没捞着，人被倒推下来十几里，呛到我家

门前时，已气息奄奄。家人凄惨的哭喊沿河

而下。大家都干瞪着眼，一望无际白花花的

大水，谁敢下去？“四哥”一看，衣裤也没脱，

二话没说，跳进河中，一把拉住老头，却反被

老头紧紧抱住。两人在水中滚滚而下，四五

里路远，“四哥”才抽出手来，一巴掌把老头

打晕拉上岸。上了岸，乌黑的“四哥”，全身变

得刷白，老头一家跪在地上向“四哥”磕头，

“四哥”说：“没事，人没事就好。”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年，晴天白日，湄水

河忽然暴涨，一条“屑子龙”从上游冲下来，

见什么撞什么。是什么东西？大家吓坏了，落

荒而逃，我大伯正在地里挖土，他不信邪，迎

潮而进，挥锄一击，大骂一声：“是么子鬼东

西作怪！”从屑子里砸出一段棕树来，棕树筒

子里跃出一条几斤重的金黄大泥鳅，洪水顿

止！人们说，这是泥鳅成精出海。这故事真真

假假，在湄水河两岸几乎家喻户晓。

哦，家乡的河，拐弯的河，我记忆深处永

不磨灭的河。

家乡有条拐弯的河

□

陈澄

生命的亮色

———评刘克邦的《金秋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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