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趣谈

崇阳县名由来
○ 南风

双石水库位于赤壁市官塘驿镇方秀
畈村与咸安区汀泗桥镇双石村交界处的
群山峡谷中。库区地跨两地，主坝和溢
洪道在方秀畈，副坝在双石。

水库始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建成
于 1974年 5月。以灌溉为主，兼有防
洪、发电、供水、水产养殖等功能，造福
附近百姓，总灌溉面积达6万余亩，直
接受益人群近10万人。因水库淹没区
主要为双石村面积，故名为“双石水
库”。

据传，水库库区内甘家湾有一股泉
水从石缝中涌岀，常年不息，方便附近人

们饮水或劳作取用。村里人啧啧称奇，
就将此地名为“妙石”，以后把甘家称为

“妙石甘家”。甘家不远处的佘家有一块
穿孔巨石，较为奇特。石与佘二字在当
地语音相似，就称佘家为“穿石【佘】”。

人民公社时期，这两个自然村湾同
在一个生产大队，大队名称就取“妙石”、

“穿石【佘】”中的两个“石”字，合称“双
石”。水库建成后，“双石”二字就干脆成
了水库现成名称。

后双石周边陆续有居民聚集，生存
繁衍。“双石”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赤壁本
地人多有耳闻。

水库建成后，赤壁市水利局在水库
脚下谢家洼设立双黄水库管理处，对双
石、黄沙水库统一管理。库区水产养殖
权属咸安经营【自然放养】，双方各建有
输水设施灌溉农田。赤壁在主坝下建有
发电站；1999年，官塘驿镇在大坝左侧
兴建了日供水5000吨的自来水厂。

2003年 11月，赤壁市争取上级项
目，投资3000万元对双石水库主坝、副
坝、溢洪道分别进行除险加固。2017年
6月，双石水库列为赤壁市级河湖库长制
管理的中型水库，全面开展保洁行动，生
活垃圾及污水得到整治，进一步加强水

资源保护，强化水污染防治，开展水生态
修复，持续进行蓝天碧水保卫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双石水库环
境优美，景色宜人，是人们亲近自然，
返朴归真，领略乡村美景的好地方。
昔日旧貌焕新颜，双石水库蕴含着鲜
活的生命力，她正为库区群众致富奔
小康和美丽乡村建设发挥着更加巨大
的作用！

咸宁风物

双 石 水 库
○ 周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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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书馆

开展“五四”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我们出发时送别的场面有丈夫

送妻子，有妻子送丈夫，有孩子送父母，像是送别亲人去前线
打仗一样，不忍心别离却又不得不别离，很悲壮但又有豪气和
信心……”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咸宁市金融
系统青年工作委员会、咸宁市图书馆携手开展“学习白衣天使
抗疫精神 讲述金融青年担当故事”迎“五四”特别活动，现场
一部叙述云南援咸医疗队从报名伊始到离咸回家期间发生的
感人故事的视频短片，让现场观众热泪盈眶。

咸宁市图书馆馆长蔡骏与大家分享了作为志愿者服务云
南援咸医疗队期间的体会和感悟；人行咸宁市中心支行杨钰
带来的《青春可贵 未来可期》，以疫情期间听到最多的三句
话——“没什么，我能行”、“我年轻，让我上”、“没问题,马上办”
展开讲述了在抗击疫情的路上，央行青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奉献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意识，在抗“疫”的特殊环
境中更好更快地成长；工行咸宁分行杨玉琪带来的《青春战“疫”
团旗飘飘》，讲述了以驱车千里战“疫”的逆行者梁玉龙、为老
人取回“救命”药的战“疫”玫瑰90后高茜、徒步十公里为医企
解决燃眉之急的吴星为代表的工行青年团队的战疫之路……

“太感人了，我会永远记得医护人员为我们做的一切”、
“他们是用生命帮助我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大家
纷纷点赞说。

2017年，咸宁市朗诵艺术家协会
正式成立，是集语言艺术表演、研究、
普及、交流、培训、指导于一体，由热
爱朗诵、电影电视配音、播音主持、戏
剧、演讲等语言艺术的各界人士自愿
结成的地方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接受咸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的管理和业务指导。

朗诵作为一门艺术，为许多人所
喜爱。记者犹记得，学生时代第一次
朗读《朝发白帝城》时，对于古人乘船
旅行的向往；朗读《蒹葭》时，对于诗
歌画面感的震撼；朗读《桂林山水》
时，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朗读
《卖炭翁》时，对于穷苦百姓深深地同

情。犹记得，朗读《少年中国说》时，
心中涌动的爱国情怀；朗读《关雎》
时，情窦初开时的羞涩。那些美好的
情感，如昨日重现，不禁令人感慨不
已。

多年来，我市许多语言艺术专业
人士和朗诵爱好者一直活跃在大小剧
场、舞台和社会活动中，为我市的文化
艺术活动不断注入新活力，并涌现出了
一大批优秀的朗诵艺术人才，越来越多
的人在各类文艺比赛演出中展现风采，
荣获佳绩，引发强烈反响。

“随着《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
等节目热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朗诵的魅力。”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协会今后将积极开展
朗诵交流、培训、表演等活动，促进我
市朗诵艺术的开展，为本土朗诵艺术
家和广大朗诵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
相互交流、展现才华的平台。同时，
也为香城泉都普及朗诵艺术创造良
好氛围。

朗诵艺术家协会以诗为友，以诗
为媒，展现了香城泉都崇尚高雅的艺
术、兼收并蓄的创新格局，展示了咸宁
传播正能量、凝心聚力、团结互助的良
好精神风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观众滋养了心灵，
感受到高雅艺术的魅力，受到了社会各
界和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

近日，市朗诵艺术家协会正式启动了“同
心战疫守望香城”咸宁市抗疫主题朗诵短视
频征集典藏活动。

“我们正走过一个特别的冬天，我们
正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没有军号和硝
烟，却行走在危险的边缘。没有刀枪和利
剑，却捍卫着生命的尊严……（作者刘嘉
维）”这是文艺微信公众号上，协会成员张
茜朗诵的抗疫情作品的镜头之一，令人
动容。

疫情发生以来，市朗诵艺术家协会在网
络公共平台陆续推出“诵读咸宁 抗疫专栏”
系列朗诵作品，随后又被市民们纷纷转发到
微信朋友圈中，获得广泛点赞。

咸宁市抗疫主题朗诵短视频征集典藏活
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由市朗诵艺
术家协会承办，市作家协会协办。活动启动
后，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此次活动是
抗疫历史与精神需要多种文化载体的记录与
弘扬。已有多位市民报名参加该活动。”市朗
诵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黄辉介绍，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一大批优秀的“抗
疫”主题原创诗歌及朗诵作品不断涌现，为提
振全市上下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坚定信心贡
献力量。

参加活动的作品要求在内容上体现社
会正能量，以朗诵为主，允许采用电影配
音、话剧类及其他语言类作品。作品将被
收录到抗疫主题影音作品汇集中，优秀作
品将被收录《劲牌·壮丽战“疫”守望香城
—咸宁市抗疫主题朗诵短视频征集典藏》
专属影像集，予以典藏，并在咸宁网和咸宁
宣传进行展播。前五名作品将选送进入
《风雨同歌—中国抗疫主题MV征集典藏》
作品集。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近日，记者走进咸宁市朗诵艺术家

协会，探寻一群朗诵者讲述的抗疫好故

事，发出的抗疫好声音。

文化视点
wenhua shi 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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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王萍

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XIANNING

市老年大学

征集抗疫故事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记者走访市老年大学时

获悉，该校为深入挖掘报道该校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和感人事迹，宣传该校师生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与担当，
正在向全校师生开展“我的抗疫故事”征文活动。

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征集活动要求内容要围绕“一
线抗疫”“志愿服务”“停课不停学”“以艺抗疫”等主题，真实记
录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重点体现这一特殊时
期的心路历程，真实反映所感所思所盼所为，弘扬主旋律、释
放正能量，展示大我情怀，彰显奉献精神，或分享身边人身边
事，讲述真实感人有温度的故事。

活动要求，作品以文字为主，每篇文章字数2千字以内，
还可以附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所有参加征文活动的作品
将择优在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上登发，并推荐给《湖北老年
教育》、《秋圃和声》、省老年大学官网、官微等平台刊登，后结
集出版。

通山

宣传文艺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冬平报道：疫情期间，通山县

通羊镇南门社区罗汉湾小区疫情门检站，10多名留守儿童正
聚精会神地听小区退伍军人阮绪件讲赴越南战场战斗的故事。

笔者看到,疫情门检站面积20多平方米，可遮雨避光，每
天小区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后，有一些老人来这里讲故事交流，
有留守儿童挥毫泼墨，画画看书，正在练习书法的毕晓告诉笔
者说：“我很喜欢这个场所。”

疫情期间，该县“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医生、
老技术员）整合资源，在村（社区、小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
起义务培训班，为留守儿童讲孝老敬老故事及健康知识、学剪
纸画、练习书法、交流作业等。

据悉，漫长的疫期，为解决村（社区、小区）留守儿童疫情
期间学习、教育、监管等问题，该县组织全县900余名多技能
的“五老”，为他们发放各种疫情防控、文艺歌曲视频等资料，
不定期开展“老少共话中国梦”演讲赛、剪纸赛、少儿书法大赛
等多项活动，大大地丰富了留守儿童的生活。

美丽的四月飘来了温馨的书香，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
生，让人们的假期变得“漫长”，使复
学时间不断延期。在这个特别的人
间四月天，咸宁市朗诵艺术家协会携
手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玉泉校区
开展“春之韵 云相约”线上诵读活
动，用特殊的方式与玉泉师生一起共
度读书日，一起享受诗、远方与芳菲
四月。

诵读活动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
式线上相聚，一起纪念春光，此次诵
读的内容是关于春天的诗歌。孩子
们欢欣雀跃，一头扑进春的怀抱中。
尽情享受古诗词之韵；真切感受诗人

笔下春光之美……用最好的状态回
忆春天，用最美的声音诵读春天，汇
成了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踏春图。

“阅读是成长的基石，是精彩人
生的开始。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
是他的阅读史。”市朗诵艺术家协会
主席孙和平教授感慨，一个民族的精
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
的精神家园。她希望有更多的市民
投身到书籍诵读中，感受阅读的快
乐，传递阅读的力量，用书链接世界。

“用诗歌朗诵表达内心，是件欢
喜的事情。”朗诵协会成员，退休教师
吴帆表示，一场疫情，每个人的生活

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通过朗诵文
艺作品，自己感受到的不仅是朗诵的
魅力，更是一段心灵的洗礼，有鼓舞
自己前进的力量。

从校园到企业，从线上到线下，
朗读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我市业
余朗读爱好者们的活动也在逐步完
善，已累计发动数千市民参与，并推
荐书籍数百种，也让很多市民在朗诵
艺术中得到了书香的熏陶。我市一
部分朗读爱好者建立的“朗读者”微
信群也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定期举办
朗诵沙龙，诵读诗词经典，让桂香浸
润的鄂南泉都，也在这块“朗读地图”
上，发出了自己的朗读声。

1 以真情守望香城 2 与诗歌共同成长

3 用朗诵充盈人生
咸安

文艺培训氛围热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慢慢来，手要一点点抬高，不

然扇子拿不稳。”近日，记者采访咸安凤凰社区居民活动场馆，
社区文艺培训志愿者孟丽华正忙着用手机拍摄教学小视频，
传至社区舞蹈爱好者微信群进行指导。这是该社区开展文艺
线上培训的一个缩影。

“让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足不出户，宅在家里也能练起
来。”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满足更多人民群众的文化
需求，近日，社区积极联络、组织文艺工作者、志愿者等，将音
乐、舞蹈、曲艺等文艺课程从线下搬到线上，集中在社区微信
群分享课程，群内好评不断，学员持续增加。

培训过程中，广场舞老师通过线上示范教学的方式，将舞
蹈动作上传到群中，并附有详细的动作要领，及时回应学员的
问题。一个个问题耐心解答，一遍遍电话不厌其烦的指导，专
业的工作态度、亲切的话语，温暖学员们的心。通过线上培训
的开展，丰富群众居家精神文化生活，将“文艺支援”的暖流汇
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赤壁

“流动图书馆”送文化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流动图书馆开张啦！”近日，

赤壁文艺志愿者深入蒲圻办事处基层服务点，开展了图书流
动服务走基层——“无接触”借阅图书活动，为广大居民群众
提供更加贴心的优质文化服务。

“车里大约五百册书，四大名著、杂志报刊等书籍都有很
高的借阅率。”负责流动图书车工作的志愿者方怡涵介绍说。
流动图书馆能让读者从互联网时代“快餐式”的碎片化阅读中
回归，重拾传统阅读，品味墨香的魅力。变的是交通工具，不
变的是送书下基层从不停歇的脚步。

“在家看看书，既能长知识，也能放松心情！”社区居民张
爹爹点赞说。不少居民表示，流动图书馆就像把书籍随身携
带，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学习。图书阅读服务延伸到基层，不
仅有效丰富了基层读者的文艺生活，也成为了广大群众惬意
时光中的知识氧吧。

崇阳县位于湖北省南陲、南邻通城
县与江西省修水县、西接通城县与湖南
省临湘市，谓“一脚踏三省”。

崇阳上古为三苗国地，禹贡时属荆
州域。春秋时为楚之边地。秦时属荆
州长沙郡。西汉初，在今湘鄂毗邻地
区置下隽县，属长沙郡。唐天宝二年
（743年），下隽县改称唐年县，属鄂州
上隽郡。

唐元和年间，升唐年县西锡山市为
通城镇。五代后梁改唐年县为临夏
县。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改临夏县
为宗阳县，县治始迁至今城镇。后晋
时改县名为临江县。南唐时复称唐年
县。

清《读史方舆纪要》载：因境内“诸山
崇聚、故县有崇阳之名”。而崇阳民间则
笑谈：崇阳县始名小阳县，地灵人杰，古
时敦诗书、习武艺、求学之风颇盛，故在
京城、郡府为官者不乏其人，县民渐养成
傲性，凡外籍县令来小阳县上任，须先到
境内达官贵府投拜问安。性温者，耐着
性子，年头拜年，逢喜送礼；性刚者，虽前
往投拜，却心怀怨恨。

有一周姓县令，走马上任后，前往曾
在京城司职的饶姓府第，欲行拜见之礼，
恰逢主人不在家，仆人爱理不理地对县
令说：“你回去吧，老爷回来，就说周伢子
来过了。”

该县令本为阴奸之人，顿觉蒙羞辱，

便怀恨在心，琢磨如何出此恶气。回到
县府，即令衙役到外地找来阴阳先生问
策，按阴阳先生所说，改县名为崇阳县。

崇者，高大也，受人崇敬之意，朝中
大臣们觉崇阳县名很是吉祥，齐奏：“崇
阳、崇阳、崇拜太阳，这不就是生生不息，
蕴含希望之意吗”？皇帝龙颜大悦，即下
旨将祟阳县正名为崇阳县，此后崇阳县
名一直沿用至今。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唐县改名
崇阳县，属湖北路。宋仁宗曾封其生母
李宸妃为崇阳县君。熙宁五年（1072
年），析通城镇为通城县。南宋绍兴五年
（1135年），崇阳、通城两县合并，绍兴十
五年（1145年）析出。元时崇阳属湖北

广行省武昌路。明、清时，崇阳县属湖北
武昌府。

民国时期，崇阳属湖北省第一行政
督察专区。新中国成立初，属大冶行政
专员公署。1952—1959年，属孝感行政
专员公署。1958年10月，崇阳、通城、通
山合并名崇阳县。1961年，崇阳县隶属
孝感专区。1965年，崇阳县隶属咸宁地
区行政专员公署。1998年12月，崇阳县
隶属咸宁市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