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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都新区感赋

五年拓土绘鸿猷，
百里琼山起玉楼。
掘地机声穿晓雾，
移峰塔影立清秋。
流云阁耀星河幕，
中轴廊连翡翠洲。
最是丹心昭日月，
汗珠化作大江舟。

党政领航玉都新

党旗指处破苍烟，
擘画宏图敢为先。
田舍拆迁民共议，
资金筹措策同研。
书香苑引文光聚，
山水园涵碧玉悬。
今日新区如凤起，

九霄振翼接云天。

沁园春·玉都新区礼赞

云 豁 天 开 ，涧 改 河
通，地换新颜。看梅岗霞
蔚，飞连碧落；玉心波漾，
直上青玄。夜市星罗，园
区棋布，万树霓虹照玉
川。凭栏处，有长风浩
荡，漫卷旌旃。

当年蔓草荒滩，赖党
政同心铸铁肩。纵筹资
百难，未移壮志；搬迁千
户，终破重关。学子归
巢，商群聚邑，热土今成
金玉篇。抬望眼，正鲲鹏
击水，再越层峦！

诗词三首
■凌远科

我故乡村口有个圆形打谷场，我
们方言叫“胶茶”，现在不见了。只剩
下一条通往村外的水泥路。路的旁
边悬挂着路灯，晚上有着与城镇一样
灯火通明的景象。每当我回到乡下，
经过这里，总会驻足逗留，回味童年
时光的谷场夏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夏夜，这
里成为住宿条件较差村民的避暑眠
床。那个时代的农村，吃、穿、住都在
困扰着我们。住的方面，往往是一家
多口人，或几代同堂，挤在一间狭小、
破旧、密不透风的房子里，每当夏季，
房子变成火炉，暑气蒸腾，四壁如
烤。因此，每到夏天吃完晚饭，我便
抱着草席来到谷场，选占一个位置。
小时候我是村里出了名的“惊（怕）鬼
子”。一般都是选中间位置，此若被
人家先占了，则选靠近鱼塘的一隅。
将草席铺开，用砖头或石块压住四
角。然后再去赶牛回栏。那时，我们
的村民虽然贫穷，可淳朴、厚道、文
明，讲规矩。在选位置上惯来是遵循
一个先来先得规矩。从不为此发生
争执。

打谷场的左边临着鱼塘，月光下
水波涟涟，少许浮萍在水面流动，间
或会引来鱼儿觅食、跳跃、嬉戏，表演
着“鱼跃龙门”。谷场右边接着水田，
稻穗在月光下泛着金黄，微风吹过，
会传来阵阵稻花香味。东面一条土
路，是我们村子的出入口。打谷场本
是用来碾稻晒谷的地方，可到了夏夜
却成为村民乘凉谈笑的乐园。打谷
场东面比较开阔通风，可妇女们总是
三三两两聚作几处，坐在西边的一
隅，摇着葵扇扇风，闲话，到了深夜才
回家睡觉。男人们赤着膊，蹲在场边
抽烟，火星在暗里明灭。小孩子则在
追逐玩耍，有时会扑通一声，跳下鱼
塘，游泳一回。

我的堂五叔，上过学，肚里有些
墨水，算是村中少有的文化人，他总
爱躺着，面对星空，讲着那些远古的
故事，如薛仁贵征东征西，薛刚反唐
等。讲的都是我们薛家先祖兴衰史，
以及唐朝的故事。他的男中音一旦
开讲，四周就变得安静。有时也会讲
些“武松打虎”“哪吒闹海”之类的。
听到这些故事时，我与孩子们会挤作
一团，眼睛在月光下闪着，耳朵静静

地听着。有时故事讲到紧要处，他会
突然停下，说声“明晚再讲”，吊人胃
口，引来大家叹息。

月亮好的夜晚，我常仰面躺着，
数着星星，看银河斜挂天际，偶尔有
流星划过，我还未来得及许愿，它却
不见了。月光如水，将打谷场浸得透
亮、温柔。有时村里传来几声犬吠，
更显得故乡夏夜人间烟火气满满。

无月的晚上，蛙声便成了主角。
起初是鱼塘里的先起了调，鸣叫几
声，水田中的随即应和。不多时，蛙
鸣便连成一片，此起彼伏，忽远忽
近。在这自然的交响中，我常迷迷糊
糊地睡去，进入梦乡。

在打谷场睡觉，最怕的是雷雨
夜。乌云压顶时，人们便慌忙收拾，
抱着草席往家里跑。有次因我贪睡，
到母亲出来找时才醒。那来不及躲
避的雨点，把脸打得刺痛，我和母亲
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我的是短发，回
家用毛巾反复擦擦就干了。可母亲
的湿长发让她静坐一夜，她也没有半
句怨言，唯有拿着葵扇，看着微弱的
煤油灯光，一扇一扇地摇，一扇摇在
她的湿发上，一扇摇在我的身上，让
母爱在这个夏夜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城里，夏季
回乡，打谷场依旧热闹。只是当年的
玩伴已各奔东西，要想找他们聊聊
天，或在打谷场同眠共枕，数星星看
月亮，再没有此福气了。后来随着时
代变迁，打谷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只留下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

最后一次在打谷场过夜，是我参
加工作前的一个夏天。那晚月光特
别好，我躺在儿时的位置，却怎么也
睡不着，便数着星星，想着将来如何
走出这片带着海腥味的咸土地。后
来我梦想成真，所到之处，单位分配
给我的住宿条件都相当好，如今也在
城镇建有自己小宅。可条件再好，也
再难感受到儿时在谷场夏夜的那种
温馨。每当长吁短叹时，心底总会浮
起一句：故乡啊，我是走出去，可再也
回不去了！每当在城里睡不着觉时
候，总会起身推开窗户，看着被灯光
照亮的小城夜空，望着故乡方向，想
起那个充满稻香味的打谷场，可稻田
里的蛙声，再也听不见了！

打谷场的夏夜
■薛伟雄

母亲今年七十岁，认识的人都说她显得
年轻，不仅打扮时尚得体，而且精神气质与众
不同。母亲到了古稀之年依然是朝气蓬勃的
样子，完全得益于学画这十年。

十年前，母亲欢天喜地地退休了，没有一
点失落感。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她无数
次表示退休后要重拾年轻时的爱好，一心一意
学画画。母亲是一名医生，工作繁忙得不能按
时吃饭，不能按时回家，家里的一切完全是父
亲在打理，什么爱好、兴趣，统统给工作让路。

退休后，母亲一天也没耽搁，立即去老年
大学国画班报名，笔墨纸砚置全，甚至给家里
添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桌，一切准备就绪，从此
进入国画界。

母亲对待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学画更
是有过之无不及，认真、超额地完成老师布置
的作业，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学习态度我
自叹不如。坐下来休息时，就捧着画册欣赏、
揣摩，因为老师说了，成年人学画，要把提高
审美放在前面，应该“眼高手低”，先学欣赏，
再提高绘画的技巧。我逗母亲：“这么刻苦，
是要考大学的节奏啊！”

母亲心性清雅，对竹子极其喜爱，有意专

攻画竹。买来各种《竹谱》画册，宣纸铺开，一
笔一笔地临摹，一丛丛墨竹在宣纸上热热闹
闹“长”起来。我和父亲是第一观众，也是“大
嘴巴”的挑剔者，当由衷地夸赞时，母亲更是
劲头十足，构图和色彩、疏密与结构，令老师
都对母亲刮目相看。

说实话我没想到母亲能坚持十年，和她
同龄的阿姨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唱歌、跳
舞、当模特、登山、旅行，哪一样都能令人沉迷
其中，但是母亲说了，好玩有趣的活动太多
了，精力有限，只能选择最爱的，表示对国画

“矢志不渝”。
每次家庭大聚会，都是母亲展示作品的

好时候。大画小画铺满桌子和地板，家人们
七嘴八舌地评论，不管是不是说得专业，是褒
奖还是批评，母亲一概虚心接受，不恼不急。
有时候家人看中了某幅画作想索要，母亲直
摆手说“不行不行，火候还不到”。直到五年
前，在我市一年一度的迎新春书画展览上，母
亲的一幅《竹报平安》获得了二等奖，得到了
专业人士的认可，母亲信心倍增，从此再有索
画的朋友，母亲才欣然应允，并把这看成大家
对她成绩的最大肯定。

回头看母亲学画这十年，生活健康而有
规律，早睡早起，打理家务，固定的画画时间，
不变的饭后散步遛弯锻炼，和当年的“工作
狂”判若两人，比上班时候开心多了。

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忆深刻：“工
作的时候努力工作，不辜负患者的信任；退休
了对得起自己，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不枉此
生。”我喜欢母亲现在的状态，退而不休，继续
着热爱而美好的生活，衰老的是年龄，但永葆
青春的是那颗追求向上的年轻的心。

母亲与画画

冬病，顾名思义，指的是在冬季容易
发作或加重的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哮
喘、关节炎等。这些疾病往往与寒邪内
伏、阳气不足有关。在寒冷的冬季，人体
阳气相对较弱，难以驱邪外出，导致病情
反复。

而夏治，则是指在夏季这些病情相
对缓解的时期进行治疗。夏季阳气旺
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正是驱邪外出的
好时机。通过在这个时期进行针对性的
调理，可以更有效地改善体质，增强抵抗
力，从而达到在冬季减少疾病发作或减
轻病情的目的。

冬病夏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中药调理：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和体质，中医会开具相应的中药方剂。
这些方剂往往具有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健脾补肾等功效，旨在从根本上改善患

者的体质状况。
2. 穴位贴敷：这是一种将中药制成

药膏，贴敷在特定穴位上的治疗方法。
通过药物对穴位的刺激，可以激发经络
的调节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
果。这种方法在夏季阳气旺盛时尤为
适用。

3. 饮食调养：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合
理的饮食也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手段。患
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温补、散寒、祛
湿等类型的食物，如生姜、红枣、山药等，
以辅助药物治疗。

4. 生活起居调整：在夏季，患者还应注
意生活起居的调整。保持室内通风干燥，
避免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适当进行户外
运动等，都有助于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冬病夏治应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不可随意自行用药。

冬病夏治要“趁热”

保健与养生

■ 夏学军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032025年6月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卜柳 责编、版式：卜柳 柯小瑛 陈小虎综合综合MAOMING DAILY

遗失声明
信宜市花时梦美容店遗失卫生

许可证，证号:粤卫公证字［2023］第

0983C01149号，现声明作废。

2025年6月2日

遗失声明

莫钜生同志遗失广东众和化塑股

份公司（原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股

权证书》（原名《出资证明书》）一份，编

号为：3301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长洲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粤 K36600（黄色）的道路运输证，证

号：粤交运管茂字 002922790 号,现声

明作废。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宇丽

本报讯 昨日上午，茂名东荟城商场
内童声鼎沸。正值“六一”国际儿童节，
茂名芝麻林优才幼儿园以“我为儿童发
声”为主题，倾力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儿童权利公益展。《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世界各地的儿童睡在哪里？》公益
展、“Alex 的柠檬水小铺”公益义卖、“小
志愿者”街头宣讲及问卷调研小活动……
这场沉浸式儿童权利实践活动，让每一个
孩子都能在活动中成为自己成长的小主
人，感受权利与成长交织的奇妙力量。

当天上午 10 时许，展板前驻足的人
群中，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好奇发问与家
长们循循善诱的解答声交织，构成了一
曲生动的亲子共学乐章。核心展区并置
呈现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条款与

《世界各地的儿童睡在哪里？》摄影展形
成强烈对话。摄影展中一幅幅展现全球
儿童迥异生活空间的照片，让大小观众
直面世界的参差与权利的平等。“一路看
下来很震撼，”一位家长驻足感叹，“幼儿
园用这个视角带孩子理解多样性，意义

深远。”与此同时，“Alex 的柠檬水小铺”
前许多家长带着孩子积极参加义卖，据
介绍，义卖所得善款将通过芝麻林优才
幼儿园家长会去帮助有需要的孩子们；
30组佩戴绶带的“小志愿者”勇敢穿梭于
商场各层，向公众宣讲儿童权利知识并
开展调研。小学员谭昊霖在完成任务后
坚定地说：“我珍惜拥有的，也要努力让
自己‘闪闪发光’。”

活动直指儿童节本质——唤醒社会
对儿童权利的认知。芝麻林教育校董朱
育英在现场点明深意：“儿童节的核心价
值是唤起权益关注。我们必须反思：我
们是否真正尊重了儿童？是否在无形中
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她特别援引《联合
国儿童公约》第 29 条与第 31 条强调：教
育旨在充分发展儿童个性，儿童天然拥
有游戏、娱乐和文化参与的权利。展览
墙上朴素的宣言更发人深省：“请不要打
骂 惩 罚 孩 子 ”“ 我 能 行 ，请 让 我 自 己
做”——这些话语是对成人的温柔叩问：
一句习惯性的“别碰”，是否已在不经意
间关闭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大门？参与活
动的家长李女士深受触动：“今后我会从

生活细节出发，真正尊重孩子的自主
权。”这正呼应活动主旨——守护儿童权
利是永恒课题。

活动尾声，主办方呼吁每个家庭即
刻行动：日常中认真倾听孩子心声，尊重

其选择，哪怕微小如点心口味或衣服挑
选；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允许他们安全地
探索、按自己方式游戏。芝麻林优才幼
儿园以这场活动为火种，点燃了茂名“好
心之城”关于儿童权利的思想之光。

茂名幼儿园举办沉浸式公益展

■记者 欧梦霞 通讯员 杨蕴仪

本报讯 日前 ，由市妇联主办的“六
一”亲子研学活动走进根子镇，来自茂
南、电白的 30 余户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家庭重走习总书记视察柏桥路线，参观
柏桥服务区“美荔天地”，协作开展亲子
游戏，共度欢乐亲子时光。

当天，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黄少兰
陪同研学并指出，本次活动是一场亲近自
然、感受文化传承的新农村之旅，更是一

次亲子共学、共乐、共成长的珍贵契机，孩
子们要以自然为师，在古树下传承文化，
读懂家乡的荔枝文化，让传统文化的根脉
在家庭中代代传承。家长要以陪伴为桥，
在互动中升温亲情，让家成为爱的能量
场，让亲子关系如荔枝般甜蜜绵长。

据悉，此次活动以“美‘荔’同行 相
‘枝’相伴”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儿童和儿童工作重要论述，
推动《广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落地见
效，共建美好家庭，共育时代新人，让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快乐、
有意义的节日。

在根子镇古荔园，亲子家庭重走
习总书记视察柏桥路线，详细了解古荔
园荔枝文化和千年古荔枝树的保护，对
我市荔枝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在柏桥服务区“美荔天地”，大
家参观了主服务楼、非遗展厅等功能区，
并在美丽的园林景观前打卡拍照，玩得
不亦乐乎；在柏桥讲堂，家长和孩子们共
同唱响《时光家书》，娓娓道来的歌曲声

将心系小家、情牵大家、以德传家、以廉
润家的温暖故事送到千家万户；在荔枝
文化非遗手工体验环节，大小朋友团结
合作倾情制作国画团扇，共画荔枝，共绘

“美荔天地”，共赞城市发展新篇章。
此次活动有效地把社会关爱送到孩

子们身边，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让孩子们在快乐过节的同时，了解
家乡发展，接受文化熏陶，感受关怀温
暖，激励他们努力成长为有志向、有梦
想，爱学习、敢奋斗的新时代好儿童。

美“荔”同行 相“枝”相伴

市妇联组织亲子研学活动庆“六一”

■记者 王霞 通讯员 林永少

本报讯 为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展现新
时代少年风采，化州市石湾学校于近日举办“青
春之声 唱响未来”庆“六一”班级大合唱比赛。
全校 2000 余名师生齐聚操场，以歌声点亮童
心，用艺术装点节日。

比赛延续“班班有歌声 唱响新时代”主题，
分年级进行三天角逐。各班全员登台献唱两首
曲目，《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童年》等充满
童趣的旋律与《黄河大合唱》等经典红歌交相辉
映。比赛现场高潮迭起，各班级在演唱中融入
了舞蹈、朗诵等多种创意表演形式，充分展现了
班级的特色与活力。评委们依据音准节奏、情
感表现、创意编排、服装精神风貌以及整体效果
等标准进行公正评分，最终评选出各级别的一、
二、三等奖。

化州市石湾学校
举办“六一”合唱比赛

■记者 欧梦霞

本报讯 近日，高州市根子镇社工站热闹非
凡，一场主题为“我是小当家 —— 今天我会包
饺子”的“六一”特别活动温馨启幕，社工、家长
和儿童合计 19 人参与。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
统美食文化，共度欢乐节日。

活动现场，社工与志愿者首先示范调馅、擀
皮、包制等包饺子技巧，孩子们围桌而坐，认真
观察后纷纷动手尝试，有的专注捏制月牙形饺
子，有的创意制作“元宝饺”，家长在旁协助指
导，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煮饺子环节，工作人员
结合电磁炉使用场景，向孩子们讲解安全用电
知识，并通过“饺子浮起变透明”等直观现象科
普生熟判断方法，将生活技能融入趣味实践。

品尝劳动成果时，孩子们捧着自己包的饺
子分享感受：“原来包饺子要耐心捏紧皮才不
会露馅！”“和爸爸妈妈一起包饺子比平时更有
趣！”活动最后，每位儿童获赠打包好的饺子作
为纪念品，在满满的成就感中结束活动。

根子镇社工站
开展“六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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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康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