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芙蓉，是花儿，还是灌木？

都不是。

这里的“芙蓉”，是一个底蕴

深厚、文脉绵延的钟秀之区。它

位于湖南长沙主城区东部，浏阳

河 从 它 怀 中 蜿 蜒 而 过 。 仲 夏 时

节，氤氲着烟火气的芙蓉，正娓娓

讲述心灵的故事……

一

“莫着急，潘姨！”陈伟轻轻拍

着潘铁辉的肩膀说，“姐的手术一

定会顺利的。”

“真是让大家操心了。”潘铁

辉声音有些微弱，“都已经深夜一

点多了，你们辛苦了，赶紧回家休

息吧。”

“潘姨，我们必须等到姐做完

手术，醒了麻药。”陈伟说。

“有我们在，您就不要担心。”

社区的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握紧了

潘铁辉的手。

“可是，这样麻烦你们，真是

过意不去……”

“ 潘 姨 ，您 是 我 们 社 区 的 居

民，谁家还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呀，

您家的事，就是社区的事。”陈伟

又拍了拍潘铁辉的肩膀。

潘 铁 辉 想 要 说 些 什 么 ，但 话

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低下头，

拿出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那是 2022 年元月，一个雨夹

雪的夜晚。

陈伟，八〇后，是长沙市芙蓉

区凌霄社区党委书记。从警校毕

业后，他一头扎进社区，一干就是

二十年，辗转社区多个岗位，与社

区居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六 十 八 岁 的 潘 铁 辉 ，大 家 喊

她潘姨，是长沙一家饮食公司的

退休职工，家住凌霄社区。前几

年，老伴脑溢血去世，潘姨与女儿

相依为命。人生无常，女儿又突

遇疾病，需要紧急进行开颅手术。

此 刻 ，坐 在 手 术 室 外 的 潘 铁

辉焦急万分，陈伟的话像一粒定

心丸，让她心情平静了些。这几

年社区对她家关照的一幕幕，就

像 电 影 一 样 在 潘 铁 辉 脑 海 中

播放。

老 伴 刚 刚 离 开 时 她 无 比 悲

痛，患上了轻度抑郁症。社区工

作人员得知情况后，轮番到家里

来陪伴她、疏导她，让她的心灵得

到慰藉，最终帮助她走出了心理

阴影。

后来，女儿做生意亏了钱，家

庭再度陷入困境，她和女儿变得

迷茫。关键时刻，又是陈伟带着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母女俩出主

意、想办法，陪着她们熬过了最艰

难的日子。

对 于 陈 伟 书 记 ，潘 铁 辉 与 其

他居民一样，充满感激，甚至有点

心疼他。

一 次 ，社 区 对 环 境 进 行 改

造。时间紧，任务重，在这个节骨

眼上，陈伟生病了，但他连妻子都

没敢告诉，晚上一个人偷偷跑到

附近的医院打吊针。后来病情加

重，陈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才向

家人吐露实情。

还有一次……

半 夜 两 点 半 ，潘 铁 辉 听 见 手

术室传来好消息：手术成功！

半 年 后 ，潘 铁 辉 的 女 儿 身 体

完 全 康 复 ，随后又考了幼师资格

证、厨师证、营养师证，找到了新工

作。母女俩热情地拥抱新生活。

家 庭 步 入 正 轨 ，潘 铁 辉 坐 不

住了，想找点事做。

她是一名有着四十年党龄的

老党员，年轻时干什么事都冲在

前面，是单位里的优秀共产党员；

退休后也没闲下来，喜欢参加志

愿 活 动 ，还 获 得 了 市 级 志 愿 者

证书。

“陈书记，我申请回到志愿服

务 队 。”潘 铁 辉 来 到 陈 伟 的 办 公

室，直接明了地说，“现在老年组

还缺个组长，我有决心和信心当

好这个组长。”

凌 霄 社 区 有 支 志 愿 服 务 队 ，

叫“‘凌聚力’志愿服务队”，由社

区的热心居民组成。这支队伍不

仅协助社区进行矛盾调解、文艺

宣传、文明劝导，还参与到了社区

环保督查、励志帮扶、食安帮查、

治安巡逻等多方面的工作中。刚

成立时，队里只有十三人，如今发

展到了五十余人，其中不乏退休

老人。

对 于 潘 铁 辉 的 申 请 ，陈 伟 一

点都不意外，但考虑到她的家庭

情况，他委婉地说：“潘姨，您都快

七十了，在社区里组织大家唱唱

歌、跳跳舞就行了。”

潘铁辉脸色一变，认真起来：

“书记，你这是嫌我岁数大？”

陈伟一时不知说什么。他知

道，在志愿服务队，有不少年龄比

潘铁辉还大的老人，积极性与她

一样高。

“我是社区一名普通居民，但

我也是一名党员，党员干事难道

还讲条件？”潘铁辉说，“在我最困

难的时候，社区给了最大的帮助，

社区就是我娘家。给娘家做事，还

有错？”

第 二 天 ，潘 铁 辉 以 老 年 组 组

长的身份，奔走在社区居民需要

的地方。

爱如春风，融化坚冰。

凌霄社区建立于上世纪 90 年

代，是典型的老旧开放式社区，人

员构成较为复杂，基础设施普遍

陈旧，公共文化与休闲场地缺失

……工作千头万绪，关系盘根错

节，但有陈伟和社区居民们的勤

劳和智慧，一块又一块“坚冰”被

融 化 ，一 个 又 一 个 角 落 旧 貌 换

新颜。

此 刻 ，满 街 的 凌 霄 花 正 吐 露

着芬芳，清香怡人，同心广场上，

居民们三五成群地惬意游览，畅

聊社区的变化……

二

丰 泉 ，长 沙 芙 蓉 区 一 口 古 井

的名字。

这口古井是近二百年前由当

地六十户百姓集资兴建的，井旁

竖有石碑两块。后因年久失修，

古井曾一度被毁。 2006 年，长沙

市政部门在古井原址重新修复，

命名“丰泉古井”。临井的社区得

名“丰泉古井社区”。

2017 年春，古老的街巷洋溢

着新风。

“什么是有机更新呀？”有居

民不解。

会 议 上 ，居 民 将 疑 惑 的 眼 神

投向时任丰泉古井社区党委书记

龙欣。外表文静的龙欣，干起事

来 风 风 火 火 ，

典型的湘妹子

性格。

“ 有 机 更

新是对街巷

中 已 不 适

应 城 市 社 会 生

活的地方进行改建，激

发它的活力，让它重新发展和繁

荣。”龙欣简明地回答。

“更新到什么程度呢？”居民

继续问。

“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大拆大

建、不破坏街巷体系、不破坏社区

生态、不破坏建筑风貌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留住古城长沙的历史

记忆，留住湖湘文化的文脉精髓，

留住城市发展的风格脉络；改造

乱象提升品质，改造设施完善功

能，改善环境宜居宜游……”龙欣

微 笑 着 ，条 分 缕 析 地 继 续 解 释 ，

“简单说，就是老建筑修旧如旧，

留住城市的记忆，也留下大家的

乡愁。”

“白果园巷那么多古建筑，是

拆还是修？”周罗生老人问道。六

十八岁的他在白果园巷住了五十

年 ，这 里 的 一 切 都 融 进 了 他 的

生命。

“周爹，这里的房子大多建于

上世纪 50 年代前，甚至不少是 C、

D 级危房，已经不符合现代都市生

活的要求了。我们不仅要拆除违

章建筑，还要对一些古建筑进行

修复，修旧如旧，根据照片一比一

还原。”龙欣说。

“我家还是老棚屋，没有单独

的厕所，也没有厨房，屋内昏暗，

院子破旧，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像我家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更

新？”周罗生又问。

“肯定更新！必须更新！”龙

欣提高声音说，“我们就是要在保

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同时，提升大

家 的 生 活 品 质 ，这 就 是‘ 有 机 更

新’的目的。”

…………

居 民 动 员 会 上 ，大 家 相 视 而

笑，互相点头称赞。

不 过 ，尽 管 居 民 基 本 认 同 有

机更新理念，也都希望留下文化根

脉，但要真正落到实处，谈何容易。

单 是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这 件 事 ，

让所有居民都能达成统一意见，

就花了不少力气。

“施工改建会不会扰民？”

“我们个人要不要花钱？”

“改造后大概是什么样子？”

…………

面 对 居 民 一 系 列 的 疑 问 ，龙

欣他们联合街道，联系相关部门

答疑解惑，并将改造效果图一一

送 达 居 民 手 中 ，充 分 征 求 居 民

意见。

问 需 于 民 ，问 计 于 民 。 几 番

沟通协调，居民从一开始的不理

解，甚至个别人反对，到慢慢支持

建设、主动参与治理。

古 建 筑 的 修 复 ，需 要 精 细 到

近乎苛刻的工艺水平。白果园巷

努力复原历史步道，重新拾起一

批 曾 掩 埋 于 街 头 巷 尾 的 文 化 碎

片，拆下一砖一瓦都予以编号，都

尽量使用原部件，替换时选同类

旧材，以保存悠长古韵。

这不同于一般的棚改。老民

居、老建筑、老风貌、老情怀得留

存，居民的安居梦得实现。

第 一 次 上 门 ，项 目 组 就 给 房

子做了个全面“体检”，开出了“药

方”：更换楼梯、加盖厨厕、修补漏

水、改建花园……

但项目组也提出三个要求：

拆除违章棚子，施工期间自找住

处，改建完自行装修室内。

“政策已经很好了，没理由

不 配 合 。”周 罗 生 带 头 主 动

腾房。

其 他 居 民 二 话 没 说 ，也 纷 纷

行动起来。

“这 次 改 造 不 仅 让 环 境 发 生

巨大的变化，小区共治的理念更

是深入人心。”丰泉古井社区现任

九〇后党委书记唐可，对于社 区

的 这 次 有 机 更 新 深 有 感 触 ，“ 留

住了文化，就留住了根脉。”

这是芙蓉区的一个缩影。一

个又一个温馨的场景，一处又一

处迷人的美景，如雨后春笋般在

芙蓉区涌现……

漫 步 丰 泉 古 街 巷 ，古 香 古 色

的建筑，悠长的麻石路，开阔的花

园，便民的桌椅，市民、游客正享

受着下午茶的慢时光。

一 边 是 保 存 完 好、充 满 烟 火

气的老街巷，一边是日新月异的

城市化建设，许多与老街巷相得

益彰的新业态正悄然生长……这

一老一新，谱写了这座城市里的

动人旋律。

三

来 到 郭 天 金 的 特 色 卤 粉 店 ，

已近傍晚。街巷里人来人往，卤

粉店前更是排起了长队。

郭天金的卤粉店位于芙蓉区

走马楼社区青石井巷，那是长沙

老 城 区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古 巷 之

一，也是一条美食文化街，有一百

八十多米长。

郭 天 金 实 在 忙 得 抽 不 开 身 ，

女婿王勇前来帮忙。王勇也忙，

一边干活，一边抽空与我聊天。

以前的青石井巷是出了名的

脏乱差，商铺招牌五花八门，垃圾

堆放混乱，下水道经常堵塞，街巷

地面满是油污，行人滑倒的情况

屡见不鲜。

环境不佳，管理不到位，顾客

不愿意来，卤粉店的生意自然也

不怎么样。刚开始，郭天金的店

铺只有二十四平方米，烧的还是

煤球，没有油烟净化器，一天到晚

店 面 灰 头 土 脸 ，只 能 勉 强 维 持

生意。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怎么办？

关键时候，社区出面了。

“ 能 不 能 社 区 引 领 、商 家 参

与 ，成 立 青 石 井 巷 商 家‘ 自 治 联

盟’，实行商家‘自治’？”走马楼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里，一位社区负责

人提议。

社区把想法跟二十多名商铺

经营者一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赞成。

每 月 召 开 一 次 商 家“自 治 会

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发表意

见，只要有利于青石井巷的，社区

一一采纳。

每 月 开 展 门 前 五 包 评 比 会 ，

评五好门店、网红门店等，既鼓励

了商家，也招揽了顾客。

反 复 宣 传 垃 圾 分 类 ，厨 余 垃

圾定时定点统一收集和清运，每

天清理下水道油污，每周五清洗

青石井巷街面。

统一制作花箱、灯笼、椅子、

遮阳伞，规范修建绿化带……

环 境 好 了 ，他 们 的 生 意 越 来

越兴旺，顾客对青石井巷的评价

也越来越高。郭天金由开始的一

个门面发展到三个门面，排队吃

粉的队伍越来越长。

走马楼社区党委书记丁娟告

诉我，他们社区虽然面积不大，但

这里所处的五一商圈中心地带，

是长沙城市主轴中心，也是“城市

会客厅”。他们加强党建引领，实

行楼长制，各级领导担任楼长，并

将整个社区划分为六大网格，配

备网格力量。

青 石 井 巷 情 况 复 杂 ，仅 仅 靠

网格力量还不够。家住新世纪商

贸城的戴友如大姐，退休后依然

发挥余热，成为五一商圈志愿服

务站的一名志愿者。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去年

“五一”的一个晚上，正在巡逻的

她 碰 到 一 对 来 自 江 苏 苏 州 的 母

女。看着她们背着大包，提着行

李，急得满头大汗，戴友如跑上前

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原来她们

是为找不到宾馆发愁。戴友如立

即给社区内的宾馆挨个打电话，

总算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戴友

如不仅带这对母女到了宾馆，还

向她们介绍长沙的名胜古迹和网

红 打 卡 地 ，为 她 们 规 划 旅 游 线

路。直到把母女俩安顿好，戴友

如才离开。

让 戴 友 如 没 想 到 的 是 ，这 一

个小小的举动，温暖了这对母女

的心。母亲是老师，女儿是新媒

体从业者。回到苏州后，母亲逢

人便说长沙的风景和温情，女儿

制作了一系列关于长沙美景美食

的短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引来点

赞一片。

凌霄社区、丰泉古井社区、走

马楼社区……它们是城市的“细

胞 ”，是 城 市 治 理 的 最 小“ 单 元

格”，但只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

城市才能焕发生命的活力。

烟火气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味道，是人们寻找的安全感

与归属感，还是一种传承，一种繁

华，一种安宁，是来自大地的生生

不息的精神力量。

夜色渐浓，数千个青石井巷、

数百个走马楼社区亮起来了，星

城长沙一片璀璨，变成了灯的海

洋、光的世界。哦，我沉浸在这美

妙的夜色与烟火中……

图①为长沙城市夜景。

彭福宗摄

图 ② 为 芙 蓉 区 改 造 后 的

古巷。

饶海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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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江津城，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那天，我在成渝线

上的德感火车站下车，过长江轮渡，下了码头后就进入江津城

的一条小街。这里有个机关，会议室里正在开钟云舫的研讨

会。我在会场外听了一会儿，感受到了热烈的研讨氛围。

早前，我就听说过清末江津秀才、“长联圣手”钟云舫的大

名。他在江津妇孺皆知，坊间还流传着他的许多诗联故事。

走过小巷，穿过长长的正街，就到了东门外公园。公园旁

边有一排玻璃宣传橱窗，里面展示的全是用毛笔抄下的诗词

作品，排版很美观，过往行人都放慢脚步站在橱窗前欣赏。上

前询问我才知道，这是城里文化馆办的“诗窗会”。每月一期，

在橱窗里展示市民投稿的优秀作品。

那时江津县城不大，只用四十来分钟就能逛完。长江由

西而来，流成一个大大的“几”字形状，县城就像“凡”字中间的

一“点”。县城西、北、东三面临江水，只有南面才与陆地连

接。所以，江津城又被称为“几江城”。

后来，我考到乡政府，负责文化工作，常去县城文化局办

事。文化局旁边是一栋古风古韵的“江公享堂”，石刻门楹非

常醒目。我曾进去逛过两趟。这是明代著名诗人、江津乡贤

江渊的宅第。江渊写了许多诗，其中江津前后八景诗脍炙

人口。

再以后，我调到县城城郊的一个街道工作，开始真正熟悉

和亲近江津这座城。江津有着诗词文化富矿。初唐著名诗人

陈子昂船过江津龙门滩，写下气势恢宏的《过巴龙门》。司马

光、黄庭坚、王十朋、范成大、冯时行、晁公遡以及杨慎、王士祯

等诗人墨客写了许多关于江津的诗词作品。此外，胡小石、梁

漱溟、吴宓、魏建功、唐圭璋等文化名人或寓居江津、或做客江

津，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

每天行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我喜欢背诵吴芳吉的代表

作《几水歌》：“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云山四面起，井屋一

湾遥……”

这真是座充满诗意的小城。行车中打开收音机，你常能

收听到“诗意江津”诗歌朗诵节目。周末漫步街头，常能观看

到由机关、学校或街道主办的诗歌朗诵会。过节时，还有“端

午诗会”“中秋诗会”“重阳诗会”等。更有趣的是，小城的人们

敢想敢干，将中华诗词的元素融入当下时兴的广场舞，连续多

年开展“中华诗词广场舞”比赛，每次全城都要热闹好些天。

有一天，我在江津下游青草碚渡口乘船时，偶然结识了一

位乡下老先生，我对他“穷追不舍”，在他的帮助下，我费了很

大劲、跑了许多路，终于找到深藏于江津城老巷里的由曾国藩

作序、江津进士李春甫所著诗集《日慎斋诗草》七卷；找到道光

年间江津进士李岑所著《船山诗注》二十卷；找到钟云舫所著

《振振堂诗稿》《振振堂联稿》共八卷。我将这些文献全部报送

到文化部门。它们打开了我挖掘江津诗词文化富矿的大门，

我从此爱上了文献收藏。

1992 年江津撤县设市，后又撤市设区。市容不断提升，

城区不断扩展，中华诗词的文化元素也融入城市的建设中。

滨江路上，建起了悬挂“天下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

联》的“长联楼”，共一千六百一十二字，由钟云舫创作。我曾

多次带朋友登楼赏联。

江津滨江路是重庆市十条最美滨江路之一。江津人在此

建起起点为几江长江大桥终点为鼎山长江大桥、全长一点三

公里的“滨江诗联长廊”。集雅亭、诗联碑林、廊架诗柱……在

花岗石、榭廊上镌刻江津历代诗联大家的诗联共二百三十首

（副）。此外又在城区主干道鼎山大道上建起一点五公里长的

“鼎山诗词大道”，采用青石、花岗石等石材，将名人描写江津

的诗词和楹联作品三十五首（副）镌刻其上。

我们还漫步在小城的公园、小区、广场上，诗墙、诗栏、诗

碑、诗楼、诗壁等随处可见。诗墙花影，以诗入景、诗景交融，

诗亦是景、景即是诗。我们全身心地享受着诗的氛围、诗的意

境，怡然、洒脱、畅快的心绪溢满心田。同行的朋友无不动情

地说：江津，真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滨江小城。

江吟风雅颂，津唱赋比兴。江津，这座诗词之城，这座楹

联之城，这座市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可谓诗意春风，吹拂市民

心田。它将诗词文化的记忆根植于城市的肌理之中。诗意江

津，愿你拥有更精彩的生命符号！

江津，

诗意之城
庞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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