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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湖北走出的著名艺术家谢芳：

“乡音不曾改，最念是故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王晶

辉煌艺术生涯，从武汉启航

谢芳原名谢怀复，祖籍湖南益阳，1935年出生于
武汉黄陂，1951年毕业于汉口圣罗以女中，后考入中
南文工团（后改为武汉歌舞剧院）任歌剧演员，1963年
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半个多世纪里，她曾出演了《青春
之歌》《早春二月》等50多部影视剧。1962年当选新
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2015年获第15届中国电
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中国
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谢芳是一个时代的电影记忆。”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作家蔡家园说。10年前，他曾以《谢芳：一个时代青春代
言人》为题撰写过谢芳的人物小传。文中写道：“谢芳在
武汉待了整整12年，对武汉充满感情，她曾说：‘我们最
辉煌的青年时代，就是在武汉度过的，它是培养我们艺术
灵感的摇篮。’”

文中还披露了当年谢芳从武汉调到北京工作的不
寻常幕后——1959年，在中南文工团已崭露头角的谢
芳，被著名导演崔嵬看中，排除重重阻力决定起用她饰
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影片上映后，迅速火遍全
国。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把谢芳调过去，看着武
汉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调走，时任武汉市文化局局长程云
心里虽不舍，但还是以大局为重，表示了同意，并向当时
的市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

“谢芳老师德艺双馨，生前对湖北电影界十分关
心支持，对家乡晚辈关爱有加，影响深远。她的去世
是中国电影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深感悲痛和悼念。”湖
北省电影家协会主席陈敦亮说。

地道武汉话，浓浓故乡情

长江电影集团原纪委书记彭华，曾于2007年带
队前往北京拜访过谢芳。当时为举办湖北楚天文艺
奖颁奖晚会，彭华带摄制组到北影厂登门采访了她和
老伴张目老师。“两位老人特别热情，谈起家乡都特别
兴奋，交谈中动不动就穿插讲起了地道的武汉话。”彭
华回忆。

“谢芳老师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特别热爱家乡，
惦记家乡。”湖北广播电视台导演、省电影家协会理事
屠赟涛曾多次采访过谢芳。他回忆，2005年，谢芳在
家中热情接待了湖北来的《抗战故地行》摄制组一
行。言谈中，她对观众、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热爱溢于
言表。“湖北武汉更是谢芳心中永远的挂念，常说这是
她艺术生涯启航的地方。只要有机会，她就想回武汉
看看。”屠赟涛说。

江汉大学退休干部吴克平回忆，2011年10月，武
汉市老干部合唱团应邀进京举办专场音乐会。听说
家乡的合唱团来了，谢芳和张目夫妇俩专程赶到合唱
团驻地，观看并指导排练，还送来了张目老师题写的

“黄鹤情深”书法条幅，他们对家乡人的真情令人感动

难忘。

多次回湖北，传递爱与美

谢芳生前曾多次回到家乡湖北。蔡家园撰写的
人物小传中提到，晚年的谢芳和老伴张目每次回来，
都要到老家黄陂滠口去探望那里的亲朋故旧，都会
携手登台高唱一曲男女声二重唱。

2005年，谢芳来汉参加电视剧《陪读》的拍摄，在
该剧中她扮演陪孙子上学的陪读奶奶“韦奶奶”，其老
道出色的演技折服整个剧组。

2017 年 7 月，谢芳在宜昌参加第八届中国长
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她与全国百名艺术家联合倡
导保护长江，并与陈铎、张丰毅等著名艺术家表
演了朗诵《梦·三峡》，其大家风采令观众深受感
染。

2018年4月，谢芳和老伴张目再次来汉，在琴台
大剧院参加“中华好诗词 唱响中国梦”大型朗诵演
唱会。许多观众在后台争着跟两人合影，他们都十
分热情地答应。“刚见面就觉得他们和蔼慈祥，亲切
得就像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工作中觉得他们对艺术
认真严谨，诠释了艺术的力量，堪称人们心灵的导
师。”琴台大剧院工作人员陈丹回忆，当时两位老人
特别恩爱，谢芳老师说他们的老年生活之一，是张目
老师骑着三轮车载着她，穿行在北京的胡同大街，感
受北京的变化……

“外卖柜里的浪费”不容小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熊星星 张乐克
殷秋丽 童晨曦 李光正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近日就浪费粮食问题进行探访，发
现一种隐藏在“外卖柜里的浪费”少有人知，却不容小视。

平日，我们看到食物过期被扔掉、没吃完被倒掉，
心中都会有所警醒。有读者说，若不是一次无意间碰
到工作人员清理外卖柜，真想不到会有很多餐食无人
取，被当成垃圾处理，白白浪费！

“叫外卖”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年轻
消费者。在医院、高校、写字楼等人流密集区域，外卖
骑手无法点对点将餐食送到消费者手中时，外卖柜就
成为一种方便骑手和消费者双方的好选择。

11月28日至12月6日，记者走访武昌、汉口、汉
阳等地共计9处外卖柜，探访现场，采访骑手，发现一
种隐秘的浪费，就藏在这一格格外卖柜里。

根据外卖柜使用规则，基于食品安全考虑，管理人
员会将滞留超过12小时的未取外卖清理丢弃。

11月28日19时40分许，武昌水果湖瑞华酒店一
侧的外卖柜，不少柜格亮着，显示内有物品。记者看
到，有药品和饮品。前来送餐的刘姓骑手告诉记者，经
常见到工作人员清理外卖柜时，将一些无人取的外卖
食品作为垃圾扔掉，“在多处外卖柜都能看到这种浪
费，每天看到的大约在十几至三十份之间。”

11月30日7时许，中北路知音广场外卖柜，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经常见到维护人员将未取餐食拿出扔
掉，“有的顾客点单后又有事，没有取外卖，浪费粮食的
同时，也增加了清理维护环节的工作量。”

12月2日21时许，武珞路中部战区总医院，记者
采访8名外卖骑手，5名表示亲眼见过外卖食物被扔掉

的情景，并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大家爱惜粮食。
12月3日12时许，武汉体院外卖柜，正是送餐高

峰，骑手们不断往外卖柜放物品，几乎都是食物。记者
随机采访5名骑手，3名表示见过外卖浪费情况。“学生
们点了外卖又不取，超时密码作废，食物就被取出扔
掉。”骑手郭朗（化名）表示，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在周
围一众匆忙接单、赶路的骑手中，郭朗特意停下，神情
严肃真诚，他说，作为一个中年人，每次看到这种情况
真的很心痛，“粮食就是生命啊，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处
在饥饿中，我们真不能这么随意糟蹋食物！”

12月3日12时45分许，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只见各个平台的骑手们穿梭送餐，忙得不亦乐乎。记者
看到，外卖柜旁的蓝色铁箱上，放有几份当天12时许送
达的外卖，另有4份落满灰尘，可见已放置多日，分别是
3份饮料、1份食品。记者随机采访多名骑手，多数都肯
定点头：见过，外卖不取，到时间都会被扔掉。

一名骑手告诉记者，在写字楼送餐时，也经常看到
外卖柜里的浪费，“有时别人帮点外卖，取餐的人不知
道或不想吃，还有人点好餐不巧临时需要赶着外出，就
会造成浪费。”

武汉体院的两名女学生说，平时大家点了外卖后，
都期盼着快点送达，看到提示信息赶紧去取，要不是一
次偶然看到工作人员维护清洁外卖柜，居然清理出很
多未取的食物，真想不到还会有这种隐藏的浪费情况。

日常显性的粮食浪费，大家都会重视，互相提醒，进
行制止。但这种隐藏性浪费行为，也在大量耗费我们的
粮食。采访中，市民、学生、骑手纷纷表示，希望大家能
有所重视，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反对浪费，爱惜粮食。

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均表示，目前，对于存
放超过半小时的订单，平台会进行数次短信提醒，避免
遗忘浪费。下一步，将和商家、中国烹饪协会、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一起，探讨进一步完善取餐提示流
程。同时，还会考虑在一些特定日子，对顾客进行全覆
盖的弹窗温馨提示，在减少顾客可能出现的“针对性提
醒”不适感的同时，增强大家节约粮食的理念。

2005年谢芳（左）在北京家中接待湖北《抗
战故地行》摄制组。 （资料图片）

生前，他多次献血挽救生命

逝后捐献角膜
给两人带去光明

湖北日报讯（记者龙华、通讯员敖盼盼）“当时要是没有等到
眼角膜，我的眼睛就彻底失明了！”12月18日，14岁的角膜移植患
者琪琪返院复查，经医生详细检查，她的眼部情况恢复良好、视力
有所提升。半个月前，琪琪因左眼角膜穿孔处在失明边缘。得到
武汉小伙曾辉捐出的角膜后，琪琪顺利接受了移植手术，得以重获
光明。同时，曾辉的另一片眼角膜还帮助一名角膜内皮失代偿患
者重见阳光。

曾辉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伢，出生于1986年7月。自2010
年3月起，他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并获得无偿献血奉献奖。此
外，疫情期间，曾辉还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与他人一起积极承
担了居住小区发放生活物资的重任，在艰难时刻帮助他人解燃眉
之急。

今年11月28日，曾辉因病猝然离世。“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曾辉的父母悲痛万分之际，做出了一个充满大爱的决定——捐
献出儿子的眼角膜。“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让儿子的生命
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经武汉市红十字爱尔眼库专业评估，曾辉的眼
角膜质量符合临床移植条件。当父母得知曾辉的眼角膜已帮助到两
名角膜盲症患者重获光明时，他们表达了由衷的欣慰。

据了解，武汉市红十字爱尔眼库成立于2008年9月1日。16年
来，共有1000余位捐献者在眼库留下了“光明礼物”，成功帮助了
2000多位角膜盲症患者重获光明。

巴东法院25天化解大额涉企纠纷

助企业要回2000万元货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谭元贵 郑亚杰

“谢谢法官，对方已付清款项了！”近日，武汉某物流公司（以下简
称“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接到巴东县人民法院法官郑永娥的回访
电话时，连声道谢。

这场纠纷，源于一份未能完全履行的购销合同。
2023年5月，物流公司与长江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

司”）签订砂石料购销合同，约定投资公司向物流公司销售砂石料。
合同签订后，物流公司向投资公司预付货款3400万元。

截至2023年9月，投资公司累计向物流公司提供19.3万余吨砂
石，经双方结算，预付货款结余近2000万元。此后，投资公司没有再
向物流公司供货。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物流公司向巴东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
并要求投资公司返还货款、支付利息。此时，距离双方发生争执已过
了10个月之久。

曾经的合作伙伴对簿公堂。承办法官郑永娥了解案情后认为，
调解或许更能兼顾双方利益。

调解现场，法官组织双方梳理争议焦点。投资公司表示，公司出
现经营困难，因此迟迟没有返还货款。经核对，双方均同意解除合
同，并对应退预付款总额达成一致。

棘手的是，物流公司要求投资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对此
投资公司表示无力承担。

“能否考虑退让一步？投资公司已为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
行表达歉意，再商量商量。”郑永娥试着缓和气氛。

仔细考虑后，物流公司表示愿意放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但
要求应退款项一次性全额支付。投资公司负责人再次面露难色：

“目前企业出现困难，资金紧张，一次性支付有困难，只能分期支
付。”

双方各执一词，眼看矛盾又要“升级”，承办法官马上采取“背
靠背”方式继续调解，避免再起争执。“企业经营困难需相互理解，
争取协商处理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协商也要拿出诚意，即使分期
支付也不能长期拖下去，尽可能减少期数。”郑永娥耐心劝说投资
公司。

经多轮协商，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由投资公司分4期支付
全部款项。至此，这起标的额2000万元的合同纠纷，用时25天圆
满化解。

“涉企纠纷化解不能限于一纸裁判，更重要的是解开症结。我们
将持续努力，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让争议双方合法权益都得到
保障和实现。”巴东法院有关负责人说。

12月19日凌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谢芳出生成

长于武汉，是一位从湖北走出的艺术大家。她离世的消息传来，湖北各界人士纷纷表达深深缅怀和怀念。

社情民声
欢迎提供线索hbrbnc@sina.com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磊、肖露）12月19日，黄石大冶湖
黄荆头村，渔民们合力撒网捕鱼，宣告着大冶湖冬捕季的到
来。

在黄荆头村码头，刘以明与大冶湖沿线的渔民组成了这
支冬捕队伍。他们跳进鱼儿翻腾的湖面，仅用双手就捞出一
条条大鱼，抛进身边的鱼笼。不一会，2米多宽的鱼笼被塞得
满满当当，被吊车吊上岸后装车。

“你看这花鲢，花色里透着黑，劲儿还不小。”说话间，刘以
明怀里抱着的一条大鱼猛甩鱼尾，顺利脱逃，激起水花一片。

早年，这些渔民多在大冶湖围网投肥养鱼，致使大冶湖水
质变差、鱼种退化，加速水草、虾、螺等野生资源消失。2017
年，黄石市大冶湖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获得大冶湖特
许经营权，陆续拆除大冶湖6.2万亩养殖围网。

此后，大冶湖坚持“科学放养、适度捕捞”的生态养殖思
路，以“人放天养”的方式放养鲢、鳙等净化水质的鱼种。

遵循“两次放苗一次捕捞，多放少捕，捕大留小”原则，大
冶湖开启一年一度的冬捕季，时间从12月中旬持续至明年2
月。在冬捕季到来前的一个月，昔日的渔民又被黄石市大冶
湖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请回大冶湖，他们在黄荆头村
附近水域选出一个赶鱼点，并在赶鱼点和码头间用网搭起一
条长800米、宽4米的鱼道。此后，他们从大冶湖不同方向出
发，将鱼赶至赶鱼点集中开捕。

“我们根据每天的鱼获重量拿工资，平均一天能有四五百
元。”刘以明说，这几天，大伙儿每天捕鱼超过20万斤。

黄石市大冶湖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今
年冬捕季期间，预计起鱼突破1000万斤。“部分收益将用于来
年的增殖放流，通过生态修复，让大冶湖‘年年有鱼’。”

黄石大冶湖
开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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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黄石大冶湖黄荆头村码头，渔民进行冬捕季捕捞作业，一
派鱼跃人欢的丰收景象。 （视界网 周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