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写和陶诗，是有意为之，
即用陶渊明诗的原韵，结合自己
的人生感悟、生活境况、朋友情、
亲情、以及所见所闻等，有感而
发，写出别具新意的诗篇来。他
是用陶渊明的“壶”，装苏轼自己
的“酒”，也可以说，是用他人酒
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虽说是和
陶拟古，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
心境，是他内在心情的正常流
露。我们深入到诗的内容中去，
可以更进一步深入到苏轼的心
境，了解他为什么可以写出传颂
千古的冼夫人礼赞来。

冼夫人智勇双全，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保境安民，功勋
卓越，号为“岭南圣母”，名垂千
古。特别是把离开中原王朝管辖
580 多年的海南岛重归于中央朝
廷管辖，对保卫中国的版图，开发
海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

《隋书》《北史》等史籍中早有定
论。然而，在号称“诗的王国”的
大唐，为什么没有留下过吟咏冼
夫人的诗篇呢？并非李白、杜甫

们没有才华，只是他们没有一个
适当的场景，当然包括历史大环
境和个人的生活场景，他们因各
种原因，没有遇到或没有想到，总
之是没有这个机会。

历史的光荣和责任，垂青于
大文豪苏轼，给这个流放到海岛
一隅的“失意文人”，成为“开吟咏
冼夫人先河的人”。这里面，固然
与苏轼才华横溢，在文学史上占
有突出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
他流放到海南来，他的人生际遇，
让他在思考历史人物的功过时，
有更多的理性以及更大范围的认
识。尤其是苏轼到了海南，并在
海南生活了一段时间，对海南的
历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多
的了解。苏轼是绍圣四年（1097
年）农历七月初二到达儋州，到该
年冬写这首诗时，差不多已有半
年，经过与当地的友人、学生和老
百姓的交流，他对海南的历史跟
内地的联系深入了解。在苏轼的
住地，距离儋州中和镇宁济庙仅
有一里多的距离，自然常常到庙

中参谒。这里说的宁济庙，始建
于唐初，是海南最早的冼庙。当
然，苏轼拜谒时还没有叫“宁济
庙”，该庙在南宋时，由宋高宗赵
构赐庙名“宁济”，并题额诰。由
于苏轼对冼夫人的景仰，特别是
他了解到海南老百姓对冼夫人的
纪念（海南学者说是军坡节），深
深打动了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
被贬之人，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
的困顿，有了更多的思索，对此时
此地的冼庙，对历史上的冼夫人，
有了更深刻透切的体悟，由此而
写出优美的诗篇来。苏轼不会也
不可能匆匆路过高凉山或浮山
岭，在没有了解当地群众纪念冼
夫人相关活动的来龙去脉，没有
沉静下来感同身受，就可以一挥
而就，写出“遗民不可问，偻句莫
余欺”这样的诗句来。

简单来说，苏轼能写出这首
赞颂冼夫人著名的“冼庙诗”，有
如下一些条件。

一是苏轼历史知识广博。我
们从苏轼的诗词、散文、赋体中，不

难看到他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评
价、吟咏。如《留侯论》写的对象是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提出能成就
大事，必须有“能忍”的性格。《前赤
壁赋》《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

《和陶咏荆轲》等，都是吟咏历史人
物的名篇佳作。《和陶拟古九首》里
面写到的历史人物，有春秋时的吴
公子季礼、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李
德裕，还有与苏轼同代的卢多逊、
丁谓等。对冼夫人，他熟知冼夫人
的历史功勋，特别是冼夫人对海南
的突出贡献，专门用一首来吟咏，
并表达深深的敬仰之情。这些都
很好地呈现出苏轼“读万卷书”的
广博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

二是当地百姓的深情纪念。
“读万卷诗，还要行万里路”。实
地的见闻和感悟，更容易触动诗
人的创作灵感，所谓触景生情，引
发诗意。前面说过，《和陶拟古九
首》是苏轼与一来访客人的谈话
记录。“坐谈杂今古”，即无所不
谈，自然谈到对海南深有影响的
冼夫人，以及在苏轼住地附近的

冼夫人庙，更由于他曾到过该庙，
见到“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
的境况，也了解到海南人民一直
深情纪念冼夫人，既有“犦牲菌鸡
卜”的民情风俗，又有“铜鼓壶芦
笙”的热闹场景，通过友人的叙
述，对当地老百姓纪念冼夫人活
动产生了向往之情，并表达了“我
当一访之”的强烈愿望。

三是对比感怀身世。通过对
冼夫人的颂扬，以及写出海南人
民对冼夫人的纪念之情，来表达
作者的卓越史识，说前人之未
说。更重要的是以冼夫人“一心
无磷缁”来自比，道出了自己也如
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
心”一样，对朝廷忠心耿耿，一生
都在为国为民，如今虽然被流放
到海岛一隅，但相信历史会公正
地评价自己，老百姓也会如纪念
冼夫人一样，纪念自己，并在纪念
活动中“歌此送迎诗”，即吟咏他
创作的这首纪念冼夫人的诗篇。
苏轼在这里说出了晚年的人生追
求，道出了晚年的处境及感慨。

苏轼“冼庙诗”探究之六

探寻《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创作之源
何火权

近日，茂名日报用了一个整版
报道了化州化橘红赏花活动的盛
况。化橘红作为化州一大名片，作
为茂名“五树”之一，茂名主流媒体
为之鼓与呼责无旁贷。这篇报道令
人感奋，令人鼓舞！

有“中国化橘红之乡”美誉的化
州，化橘红种植面积达11.62万亩，自
2015 年起连续 9 年举办化橘红赏花
活动，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
来赏花打卡。其中平定镇大岭村是
化橘红种植的一个示范村、样板
村。近年随着种植化橘红的发展壮
大，该村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村
中不仅建设了文化广场，还新建了
环村大道、赏花小路、赏花亭等。现
又依托“中华化橘红第一村”的品牌
优势，全力打造集化橘红保健、养
生、休闲、观光、度假、研学于一体的
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为什么风景名胜能名闻遐尔？
这除了本身得天独厚的元素外，其
实与大众文化、名家名诗名作的效
应密不可分！化橘红缘何能香飘万
里，吸引万千大众前来参观赏花？
这不仅仅是花香花美，更重要的是
化橘红的内涵美，那就是它的功能
药效、特殊地位，特殊声誉。比如有

“南国人参”的美誉，有“止咳化痰神
效”的口碑，朝廷贡品的特殊身世，
药祖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大力推
崇，还有清代《化州志》的盛赞等等，
这些都早已深入人心，形成共识。

当日参加赏花活动的既有平民
百姓，也不乏文人墨客，他们乘兴而
来，即景生情，有的即兴作诗吟对，
有的即兴放歌起舞，他们写化橘红，
唱化橘红，舞化橘红，形成橘人合
一，融为一体的壮观场面。当日，笔
者也参与了赏花活动，感受就更为
真切了。眼前漫山遍野的橘树，那
种壮阔，那种磅礴，那种伟美，那种
视觉冲击，令我震撼，令我鼓舞！直
想欢呼，直想高喊，直想蹦跳，直想
拥抱，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儿童时
代！步入橘林，一朵朵一束束一球
球的橘红花，像一群群温柔善良的
小家碧玉，含羞答答躲于绿叶丛
中。蜜蜂围着她们嗡嗡歌唱，翩翩
起舞，绽放的橘花，冰清玉洁，散发
出淡淡清香，沁人心脾！此刻，别说
文人墨客、歌者舞女，就连普通的百
姓，也忍不住陶醉。当时有位美少
女，还特意搬来古筝，置于树下，身
着汉服，弹起了古筝，那美妙的古
乐，悠扬的筝曲，萦绕于橘树下、橘
花中、橘香里。还有位小姑娘，在古
筝旁伴着乐曲翩翩起舞，舞姿优雅，
天真浪漫，点缀了风景，增加了诗
意。还有不少是合家一起，携老带
幼，有说有笑，和睦温馨，漫步于花
树下，留连于花丛中……一幅幅如
诗似画！

在我的眼中，这不仅仅是赏花
的盛会，更是展示人文美、心灵美、
生活美的盛会！还将拓宽化橘红的
销路，扩大化橘红的美誉，带来化橘
红经济的腾飞！现在虽然赏花活动
日已过多时，但留给笔者的那分美、
那分爱、那分香、那分甜、那分醉，还
萦绕于心头。相信赏花活动生产的
文艺精品，还将通过媒体把化橘红
的美名带向全国，带向全球！

以花为媒
聚人气
谋发展

陈冲（化州）

一朵“红伞”富了一方农民。茂
名日报全媒体日前报道，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扶指导下，电白区那霍镇
引进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选育的
中科 1 号红松茸种植项目，利用农
闲时间和农闲耕地，以农作物废料
为基质，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
环境种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达
60多亩，总产值超过300多万元，提
供帮扶就业岗位100多个。由于红
松茸鲜品富含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多
种纤维素与矿质元素，且口感鲜美，
享有“素中之荤”美誉，在大城市广
受欢迎，那霍镇与驻村工作队正组
织到大湾区各城市开拓市场，打响
红松茸品牌。

小小松茸催生兴村富民产业，
昭示我们技能帮扶对推动农民在家

门口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具有四
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实施技能帮扶，让先进科技在
广袤的乡村田野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是激活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的一条务实路径。2023年中央一号
文件要求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
撑，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
实施“组团式”帮扶，发挥驻村干部、
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对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是个很实在的道理。农民没
有就业创业的现代技能与本领，帮
扶助农的造血功能就构建不起来，
现代农业开发也难以实现良性循
环。尤其在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市由农业大市
向农业强市转型，对从业人员的知

识与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能要求也发生
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对
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和技能培训精
心谋划全面统筹有序展开，培育更
多一技傍身的职业农民，带动更多
先进技术走向田间地头。信宜市毛
竹、芒藤资源丰富，以往农户只凭经
验编织，产品附加值不高。经过市、
镇、村的系统专业培训，尤其组织到
佛山、广宁等地竹木藤企业交流学
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培养设计
人才，推动竹编产业向创意产业转
型，古朴、典雅、美观的创意竹编受
到市场青睐，也增加了产品附加值，
仅创新研发的 3000 多款产品出口
海外，货值就达近 2 亿元。在技术
创新拉动下，信宜竹编产业成为20

多万农民受惠、年产值十多亿元的
富民产业。可见，技能帮扶有效提
升劳动者素质，能帮助低收入群体
提高从社会生产关系网中获取资源
的能力，改变其只有劳动力但不谙
市场、没有资金、缺乏技术等完全凭
借单薄个人力量发展的困局，对开
辟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就业门路，推
动惠农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
收和乡村振兴大有裨益。

技能帮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立足当前，解决农民最急需、要求
最迫切的技术难题，又要着眼长远，
根据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要求和本土
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统筹布局实
施现代农业技术的学习与培训，为
汗水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提供人才

和技能支撑。高州市为实现 2025
年水稻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5%的目标，开展农机操作技能培
训，组织 8 支农技服务队伍下乡开
展技术服务，投入 900 万元补贴购
置农机具，全市拥有农机5.3万台，
农作物耕种综合化机械水平达
57.23%，水稻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77.94%，居省内前列。电白区从
春耕备耕开始，组织“农技轻骑兵”
奔赴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水稻育
秧、蔬菜栽培、果树栽培等技术服务
138 场次。同时，举办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组织各地种养能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进行集中授课和
实地观摩，培训职业农民 200 多人
次，留下了一支扎根乡村的农技骨
干队伍。化州市组织针对发展化橘

红产业的瓶颈和困难开展技术攻
关和技能帮扶，邀请广东省农科院
和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走进
化橘红基地，围绕化橘红规范化种
植、花期科学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难点，进行实地实操培训，为化橘
红产业健康发展释疑解难，把脉开
方，促进年产值50多亿元的化橘红
产业提升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由
此可见，尽管我市各地技能帮扶的
方式和办法各有特点，但都体现了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让技能成为开
掘本土资源宝库金钥匙的旨意。从
传授技能入手，培养更多懂技术、会
经营的职业农民，开拓既利用本地
资源禀赋、又利于农民就近就业的
特色产业，必将催生乡村振兴的强
劲内生动力。

技能帮扶催生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特约评论员 蔡湛

茂名日报报道，茂南区官渡
街道新湖社区工业实业住宅小区
进行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后，整个
小区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居民对
创文巩卫工作赞不绝口，获得感、
幸福感和归属感都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是个民心工程。在创
建过程中，我们的城市建设、城市
形象、城市品质、城市内涵、城市
持续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等都将大大

提升，这不仅为我们争得了城市
的荣誉，而且其真正实效将惠及
每一个市民，大大提升他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升级改
造后的新湖社区工业实业住宅小
区就是一个创文巩卫取得实效的
缩影：道路硬底了、内外墙粉刷一
新了、有路灯照明了、有精神文明
宣传栏了、有消防设施了、排雨管
道修缮了……出入安全了、环境
舒适了、面貌焕然一新了、心情舒
畅了……这是小区居民发自肺腑
的赞美，也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

的大实惠，更是他们满满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创文巩卫是增强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的有效途径，是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归
属感的重要举措。在创文巩卫工
作中，我们在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和归属感的同时，也要增强自身
的责任感。一方面，茂名是我家，
创文巩卫实效惠大家。作为创文
巩卫直接的受益者，每一位市民
就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我们
应该肩负起净化美化“家”的责

任，主动行动起来，做创文巩卫的
宣传者、发动者、践行者、监督者
和鞭策者。另一方面，我们的城
市，我们的茂名。创文巩卫关乎
我们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关
乎我们的身体健康，最终受益受
惠的是我们。生活或工作在茂
名，我们是这城市的主人，那就要
负起主人的责任，发扬主人翁的
精神，积极主动参与，为创文巩卫
出谋划策、摇旗呐喊、增光添彩，
贡献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
此外，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好心茂名”是我们城市的品牌，
好心文化是我们城市的文化基
因，好心精神是我们创文巩卫的
有力支撑。作为“好心茂名”人，
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发扬

“好心精神”，从爱家乡、爱我们的
城市做起，从讲卫生、讲文明做起，
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参与创文巩
卫，让我们的城市的环境更整洁、
生活更舒适、公共秩序更优良、社
会风气更清正……实现我们这座
城市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实现我们
这座城市的共同文明梦想。

提高了获得感，也要增强责任感
陈有育（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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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缴费、点餐、购物……如今，扫码支
付代替人工服务已然成为一种日常，但这种
本该“提高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
因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号来缴
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广告
等情况，给不少消费者带来困扰。立足方便
的“二维码”，却成“拦路码”，这种现象值得
关注。（新闻来源：新华社）

扫码支付本应是一种便捷的支付方式，
现在非但没有达到初衷，反而给消费者带来
困扰，给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如
此“强制关注”理应被摒弃和清除。其实无
论采用什么支付方式，重点都应回归到“服
务”的本质上，即如何让消费者体验更好，才
是商家最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挖空心思强
制推行关注，侵害消费者权益，不但吸引不
了回头客，到头来只会损害自己的声誉。

乡村振兴系列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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