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周 雷

近年来，我区积极加强秸秆离
田收储利用，有效缓解秸秆禁烧压
力，改善农田环境质量。

研究表明，秸秆离田后便于土
地耕翻、播种、施药等农事操作。土
壤紧密更利于保水、保墒、保肥和
作物抗逆、抗倒伏等，从而有利于
粮食高质安全生产，有助于实现农
业节本增效及促进水质提升。

我区不断发展壮大秸秆收储
经纪人队伍。去年夏季，我区组织
100 多名秸秆收储经纪人，各种机
械 100 多台，在入海道开展夏季秸
秆离田行动。共离田秸秆 2 万余
亩，离田秸秆量 5000 多吨，减少了
农田退水给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带来的污染，提升了汛期水质。

今年夏季，我区又实施了顺河
镇渔滨河区域秸秆离田行动。秸秆
如今成为深受农户欢迎的物资，离

田的秸秆可以作为牛羊饲料、发电
厂发电燃料、基料等多种用途利
用，带动了农民创业致富。

我区计划进一步壮大秸秆离
田经纪人队伍，并加强与高校、科
研机构的合作对接，进一步拓展秸
秆利用途径，延长产业链、增加附
加值，拓展秸秆燃料化、饲料化等
方面的利用，提升秸秆利用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讯员 张 彤

连日来，区绿色建造产业园把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做好园区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将学
习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全力奋战四季度，奋力决胜全
年红。

该园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聚精会神抓项目、凝心
聚力优环境, 推进投资 10 亿元的

河北英利效光伏组件智能制造等
项目落地开工。坚持当好金牌服务

“店小二”，跑出建设“加速度”，力
促海螺、盛卓等新上项目年底竣
工。各助企联络员深入企业开展工
作，扎实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紧紧围绕区“2+2+N”统筹发展战
略，重点引进全链条建造产业项
目，大力推动以绿色建材为主，新
材料、新能源及能源加工、电子信
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该园区挂图作战，深化“突击
月”活动，要求在经济发展、安全生
产、项目推进、社会保障等方面做
好事前预先准备、事中策略研究、
事后贯彻落实。按照既定目标，抓
内部督查、出通报，实事求是、严格
按照目标考核，加快落实举措。锚
定考核“关键项”，全体努力、全员
发力、全面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目
标。

今年 11 月 9 日
是全国第 31 个消防
宣传日遥连日来袁我区
各学校尧幼儿园积极
开展野119冶消防安全
主题教育宣传野五个
一冶活动袁即开展一次
隐患排查整治尧开展
一轮全方位宣传教
育尧进行一次火灾紧
急疏散演练尧布置一
个消防家庭作业尧完
善一批消防安全设
施设备袁为校园火灾
防控打下坚实基础遥
图为江淮景城幼儿
园小朋友体验成为
一名消防战斗员。
孙 青 韩学轩
项 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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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基础设施
建设就有了底气。中太村先后筹资
500 余万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整
治河塘沟渠、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村
民生活环境。兴建了 2 个健身广场，
村民休闲健身从此有了好去处。建
设 558 平方米的村级党群服务中
心，铺设 8 公里长的村中心路，为村
民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在加强基层治理过程中，中太村
不断强化制度建设，着力打造一支铁
一般的党员干部队伍。健全村务管
理，出台村务管理十项制度，明确群
众参与重大决策的流程，做到决策让
群众参与、过程由群众监督，“做好

事，群众不支持”的现象彻底消除。
“现在我们的村干部真不孬呢，

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真是要
表扬他们！”村里年过七旬的张大爷
感慨地说。

“在加快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中

太村将坚持绿色导向、生态导向，精
心打造‘农旅融合’的乡村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渔光互补’、农家特色
旅游、农产品销售等壮村富民项目，
奋力建设产业欣欣向荣、乡村美美
与共、生活蒸蒸日上、治理井井有条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全体村民
走向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杨勇信
心满满地说。 渊退役宣冤

“兵书记”让乡亲们钱包鼓鼓幸福满满
———记漕运镇中太村党总支书记杨勇

野老杨冶野杨老
三冶噎噎在漕运镇中
太村袁村民们对党总
支书记杨勇有不同
的称呼袁但很少有人
当面称他书记遥村民
们觉得袁叫职务太生
分遥 杨勇不善言辞袁
却带领村民摘掉了
野后进村冶的帽子袁让
大家过上了以前野不
曾想冶的幸福生活遥

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力

中太村以前是出了名的经济薄弱
村，也是基层组织相对涣散村。2014 年
前，中太村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没
有一家企业，农田基础设施不配套，集
体负债 50 多万元。在全区村（居）考核
中，中太村经常垫底，是全区经济薄弱
村、软弱后进基层组织的“典型代表”。
如今，中太村集体年收入 100 多万元，
先后获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绿化
示范村、省电子商务示范村、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省首批百名示范村，被省委
组织部授予省一级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示范点等荣誉，实现“软弱后进”村到

“先进模范”村的蜕变，这个转变杨勇
功不可没。

“咱们村能发展到今天，多亏杨书
记！”杨勇当过 5 年兵，1991 年退役，回
到家乡做过水产养殖、粮食流通、化工

行当，样样做得风生水起，是当地村民
眼中的“赚钱锥子”。

2009 年初，当时的南闸镇党委下
决心改变中太村这个“烂摊子”。然而，
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给村民物
色一个靠谱的“领头羊”。走访村民时，
不断有人提到杨勇，建议请他回来带
着大家干。2009 年 9 月，杨勇回村担任
党总支书记，并被选为村委会主任。

刚上任，杨勇就面临三大难题：村
集体欠债，“还款难”；人地不均、零散
经营，“动土难”；民心散、村风乱，“治
理难”。每天早上 7 点，他准时来到村
部。7 点半开始，组织村干部学习、交流
研讨、会办难事。杨勇把部队雷厉风行
的作风“移植”到村“两委”，依据当时
农村形势变化和党员干部队伍实际，
探索实践了一套“333”融和党建工作

法。党员干部以“每日早报到、每周家
家到、有事马上到”的“三到”统一思
想，建立机制，把党员干部动员起来，
营造出农村善治新格局；“流动党员牵
手促学、新老党员牵手共学、先进后进
党员牵手引学”的“三牵手”凝众智、聚
众力，着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群众认
可、储备充足的优秀党员干部队伍，为
乡村振兴、壮村富民注入源头活水；以
组建“党员干部保洁志愿者服务队、帮
收帮种志愿者服务队、助困助学志愿
者服务队”的“三支队伍”来促进和谐
稳定，营造了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服务
群众的良好氛围。“333”党建工作法的
实施，加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建设，破解
了村级治理难题，提高了党组织凝聚
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发展引航鼓足振兴风帆通过不懈努力，杨勇重建了村
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任，村干部成
为村里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和“主
心骨”。村里的发展也逐渐走上了
快车道。2013 年，中太村“两委”决
定对全村的低洼田进行改造，调整
产业结构。田是各家各户的，怎么
整合？村民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
新：“杨书记不分白天黑夜，一户一
户上门做工作。”

六个月之后，低洼田改造顺利
完工，当年就引进 8 名种养大户。

“改造后的低洼田，主要种植芡
实、荷藕和养殖龙虾、螃蟹等，村
民因此年增收 20 多万元，村集体

年获租金 40 多万元。”杨勇高兴地
说。

2016 年，杨勇牵头成立龙虾
合作社，与上海海洋大学对接，引
进最新的稻虾养殖技术，聘请省农
科院亚夫工作站专家到村进行技
术指导，稻香米和龙虾、螃蟹品质
进一步提高，很受市场欢迎。

优质农产品越来越多，如何打
开销路？2016 年，中太村成立了电
商服务站和小堆头种植养殖销售
联社，对农副产品进行统一加工销

售、统一定价、统一包装，在大型超
市设立专柜，销售网点遍布全国。
2018 年，中太村通过网上销售，村
民户均年收入净增 3 万元。截至目
前，共有 316 户农户加入合作联社，
电商销售突破 2400 万元，带动
1700 多名村民就业。

村“两委”班子始终把强村富
民责任扛在肩上，进一步盘活发展
资源，充分利用水面资源丰富的优
势，发展特色经济作物、高效渔业
养殖和农业观光旅游。引进“0517

小笼包”“羽多芬羽绒服饰”等企
业，年开票销售达 4000 万元，年完
成税收 100 万元。

如今，全村有专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 17 家，发展龙虾螃蟹养殖和
芡实、荷藕种植，120 户农民从事特
色种养业，年产值 4500 万元，纯收
入 600 万元左右。村里还成立了“月
牙湾旅游公司”“禾泽土地股份合
作社”，建立月牙湾采摘园，发展桃
梨、黄花菜、西瓜、荷藕小龙虾套养
等集体经营项目，常年用工 800 人
次左右。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首
次突破百万元。

基层治理构建幸福村庄

通讯员 李大伟 刘苏淮

连日来，区外卖配送行业党委结
合行业特点推进党建工作，开展内容
丰富，不拘一格的讲座、恳谈、咨询等
学习活动，努力为外卖骑手提供良好
的成长环境。

该党委组织先锋带头学，召集
本地 4 个驿站的 20 名先锋骑手集
中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交流收
看体会，鼓励他们在工作之余与同
事分享学习心得，当好大会精神宣
传员。利用晨会集中现场学，在骑手

每日晨会上，邀请市场监管、公安等
部门开设食品安全、交通法规等业
务方面的讲座 4 场，邀请社保部门
开设社会保险等工作权益方面的讲
座 2 场，邀请中医院健康专家开设
职业健康教育讲座 3 场，组织骑手
集中体检 1 次。开展温馨驿站沉浸
学。在全区 35 个“锋行汇”温馨驿站
内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史”“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多个主
题的展板展牌宣传，并定期在各个
驿站流动展示，吸引本地各区域的
外卖骑手汲取“红色营养”。

通讯员 朱宇娟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全力推进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该局切实做好项目资金保障工
作，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细化工作
环节，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
提速增效，并根据项目完成进度及时
拨付财政资金。截至 10 月底，已累计
拨付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 7088 万元，专项用于 8 个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

该局强化资金日常管理，严格按
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将中央财政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纳入省级
直达资金系统管理，加强项目库建
设，收集整理上传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指标文件、支付凭据、
项目施工情况等台账资料，实现对项
目资金分配、下达、支付等环节全流
程动态监控管理。

该局积极开展绩效评价，会同住
建部门定期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
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及时
了解和掌握资金运行情况，以年初设
定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绩效
目标为导向，以财政资金的及时性提
升项目建设的效益性，更好实现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

融媒体记者 王梦娜
通 讯 员 杜于溜

日前，我区以“医保政策送
上门，惠民服务零距离”为主题，
积极开展医保宣传“六走进”活
动，深入社区、村居、企业、医院、
校园、机关，多形式宣传医保政
策。

医保宣传“六走进”工作开
展以来，我区坚持党建引领，紧
扣 《关于开展医保宣传“六走
进”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持
续推进医疗保障政策宣传层层
深入。将“被动答复”转变为“主
动宣讲”，全面提升人民群众、
用人单位和医药机构对医保工
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为医保
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

我区重点围绕医保重大政
策、医保重大改革、医保民生实
事、医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内
容举措进行宣传解读。紧扣参
保缴费、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待遇、异地就医等与群众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度开展
宣传；普及与群众享受医保红
利密切相关的重大改革。聚焦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
众知晓医保便民药店、12393 医
保服务热线、医保零星报销“线
下快速办”“网上及时办”等新
兴便民方式；还将“15 分钟医保
服务圈”“江苏医保云”线上服
务、医保电子凭证使用、医保移
动支付等群众使用频次多的服
务事项开展针对性解说宣讲，
切实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政策
和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熟悉
度，维护群众基本医保权益。

为全面做好医保宣传“六走进”工
作，我区制定了医保宣传活动实施方案，
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
式开展集中宣传和精准宣传。采取“举办
一次医保政策宣传会、做一期医保政策
解读电视专题、发布一组医保政策动漫
视频或情景对话、推送一组医保宣传短
信、编印一套医保热点问答”等方式开展
整体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的良好氛围。
精心选择“六走进”活动地点，根据社区、
村居、企业、医院、校园、机关涉及的不同
群体特点，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展板、悬
挂宣传标语、接受咨询，将医保政策宣传
送到群众身边，融入日常工作生活和经
办服务全过程。

11 月 8 日晚袁区检察院举办第三季度野8 分钟我来说冶案例讲述
会遥王琛尧张颖尧杜大鹏等 7 名业务部门的检察干警袁立足本职工作袁讲
述了叶盲盲人海袁让爱无碍曳叶跑分工具人曳叶抢救失落的民间技艺曳叶别
让冲动毁掉我们的安全感曳等自己的办案故事遥 评委团对参加讲述的
干警现场打分袁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尧二等 2 名尧三等奖 4 名遥

通讯员 王 娟

日前，复兴镇召开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

会议传达了省、市、区召开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的主
要内容，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工作的新
举措、自身的新面貌，展现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新成效。

会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坚
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以上率下
带动学，努力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主动学习者、自觉实践者、模范贯
彻者。要精心制定学习培训计划，
扎实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
的集中轮训。要强化党的二十大精
神基层宣传，迅速行动、积极动员、
精心组织集中宣讲活动。充分发挥
新媒体平台在宣讲中的重要作用，
全方位、多角度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行宣传阐释，掀起基层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要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全镇
中心工作有机结合，干学相辅，以
推动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为目的，以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具体抓手，把
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党的建设、常态
化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人居环境整治等全镇重
点工作中。

通讯员 刘军 夏航 周正芳

11 月 10 日，车桥镇关工委
“五老”宣讲团兵分两路，分别由镇
关工委主任朱荫桃和镇“五老”宣
讲团团长尹炳荣带队，深入村居、
学校、企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

聚焦“弄懂弄通”，注重学习质
效。该镇关工委在宣讲团中开展大
学习、大培训、大调研、大讨论活
动，将党的二十大报告打印成册，
人手一份，坚持自学和集中学相结
合，读原文、悟原理，要求宣讲团成
员结合关工委工作实际，写心得、
谈体会、悟精髓，为准确宣讲二十
大精神夯实基础。

聚焦“关爱工作”，厚积关爱力
量。该镇关工委“五老”宣讲团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两办《意见》融为
一体，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中，
提升对《意见》认识，厚积社会力
量，培养更多的“政策通”，选塑更
多的“代家长”，确保留守儿童教育
工作全覆盖、无盲区，为广大务工、
经商和创业的农民排忧解难，为乡
村振兴助力添劲。

聚焦“立竿见影”，提高实干能
力。该镇关工委注重宣讲实效，通
过宣讲进一步提高全镇干群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特别是广大“五
老”志愿者，结合全市“敢为善为、
勇挑大梁”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区
委提出的“四大工程”，急党政所
急、能“五老”所能，为车桥镇高质
量发展贡献“五老”智慧和力量。

复兴镇党委中心组

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车桥镇关工委

“五老”宣讲团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区财政局

全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区外卖配送行业党委

推进党建工作护航骑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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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绿色建造产业园开足马力奋战四季度

我区加强秸秆离田利用 提升农田环境质量

要要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最美丽的花朵总是绽放在现实地面上袁 浓得化
不开的乡情亲情爱情凝结在于兆文先生的文字里袁
笔端流淌的如水生活与自己灵魂深处的高贵和无边
无际的精神渴求袁让人细细咀嚼之余袁禁不住受他的
气息感染遥

平静如水的生活袁因为文学的方式生动起来袁得
益于一个作家的品质袁 特别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和
热爱袁于文学难能可贵遥文学的方式考量着作家的文
字方式尧道德方式尧良心方式袁思考方式遥兆文先生展
现的文字袁呈现着所有的方式遥

这是个接地气的作家袁阳光灿烂遥
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袁 光明与黑暗都会映入

瞳孔遥读兆文先生作品袁心态开阔袁富于灵性袁语言清
丽鲜活袁文字干净脱俗袁作品柔顺不落于伤感袁激情
而不流于愤懑袁生活的浪花永远融在蜜蜜的爱意里袁
细碎琐事总会流淌在善良多彩的笔下遥 阳光对于文
学袁犹如一座灯塔在茫茫文海里闪现袁这组文字里体
现着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站位遥

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袁生活给了我们灵性袁兆文先
生用文字留下记忆遥真实朴素的书写生活袁忠厚诚实
的记录经历袁作家才能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表袁历史才
能留下人民曾经满怀喜悦或痛苦的诉求与愿望遥 兆
文先生以超越生活经验的文字袁用最诚恳尧最真实的
方式传承着文学袁值得所有基层作家感动遥文学不仅
仅是艺术袁文字不仅仅是心声遥 作家心里有大爱袁作
品才有厚重袁才有对于人事的深切观感袁这组文字浑
然显现生活中如水之爱袁静静地观察着人间万象袁饱
含道德力量袁彰现作者博大情怀遥 没有鼓噪袁没有繁
华袁一切来自生活底色和真相袁庸常生活载入文学竟
也让人听到岁月呼号袁使人慢慢浸润到人性中尧哲学
里袁兆文先生赋予了文字坚实的质地遥

字的独特品质袁来自作者内心世界袁兆文先生是
安静的袁也是热情的遥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袁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袁兆文与很多作家一样忠实于文学袁但更
忠于生活袁所以他的作品读来更温暖尧更动人遥

揖短评铱

美丽的风景在身边
葛富

坐在岸边
把激情尧理想尧风尘一起卸下
轻轻安放袁试着自己接管自已

仰望袁一轮温暖来自上方
可我内心有着深刻的忧伤
提醒自己袁我晒不起这里的阳光

我要走袁等你驾马来
你喜欢游历袁你的梦驱驰在诗里
我要在月光里袁一边吟诵你的诗
一边与你浪迹天涯

一起把月光翻转袁把经书翻转
听一段沙弥的木鱼声
向菩萨叩问天下袁普渡众生
叶子始终站在灵魂的高处
我们的眼睛阅尽天书袁找不到
哪一片属于你我

清风穿过耳畔袁穿过晚祷
你纵马的声响徐徐而来
一些词袁一些光向我集中
亡灵也在疯长
你快来吧袁再迟了
我将背着一世的碑文
离开人间

我等你驾马来

峭壁与野草之间
你踩着属于岩石的节拍
有一朵芭茅花袁开在你脚下
那么鲜艳袁你闻了闻
半坡上就有了爱情的温度

每天袁从山脚独自上来
又独自回去
没有人知道你欢喜还是忧伤
你的羊角袁两个方向
一根向着炊烟
一根向着太阳

半坡的那只羊
从没有听过枪响
流了血袁还在试着舔舐
就像舔舐刀背的光芒袁直到倒下
你的眼里还闪着温和的阳光

谁人想起袁半坡上
曾站着一截生命的碣碑

创 建 食 品 安 全 城 ，共 筑 幸 福 中 国 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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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进一步提升本土作家影响力袁推动全区文学
事业繁荣发展袁从本期起袁叶淮安区报曳开辟野文学淮军冶专版袁
每期推介一名本土作家袁充分展示野文学淮军冶整体创作实力遥
今天推出淮安区作协主席于兆文专版遥

【简介】于兆文袁1971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淮安遥江苏省
重大题材签约作家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尧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尧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尧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遥 淮安市政
协委员袁淮安区作家协会主席遥 16 岁发表文学作品袁在叶人
民日报曳叶解放军报曳叶文学报曳叶中国作家曳叶诗刊曳叶中国报
告文学曳叶散文曳叶散文选刊曳等海内外 100 余家报刊发表文
学作品 400 余万字遥 公开出版诗歌尧散文尧小说尧报告文学
等 10 余部文学专著袁代表作有野英雄史诗三部曲冶院长篇报
告文学叶天路淮军曳尧长篇小说叶大胡庄窑1941曳尧长篇报告文
学叶新安旅行团曳等袁6 次荣获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袁获野吴
承恩长篇小说奖冶野江苏报告文学奖金奖冶野淮安文化奖冶
野袁鹰文学奖冶等 10 多类奖项遥

2500 年前，一部春秋大戏由吴王
夫差导演，邗沟打开，沟通南北，运河
肇始。运河与淮安拂袖而舞，舞出一
个河下古镇。从此，一个古镇对于一
条河流的痴恋，整整相守了 2500 年。
2500 年之后，运河依旧敞襟撩怀，一
个城市的前世今生，繁华落寞，尽在
胸腑流过。古镇也是一身素雅，拙朴
自然，没有浓妆艳抹，没有光华四射，
静静地踞守在古运河畔。运河之于河
下，也许他们有了前世的一次相逢，
才有了今生的千年等候。

2500 年的河下，更像是一位精神
矍烁的老者，毫无垂垂迟暮的死寂，
依然神清气爽，身骨硬朗。二十二条
街，九十一条巷，十三家坊，犹如老者
的骨骼和筋脉，阡陌交错，四通八达，
支撑着一个古镇的脊梁。纹路褪去，
光滑起伏的青石板路，这是小镇最为
恒久的记忆，踏上去，脚底便踩上了
古镇的神经，让你如饮一坛历久弥香
的老酒，这时候，你和小镇仿佛融为
一体，成了一段故事，沉淀了千年，香
醉了千年。石板街两边的店铺，一色
的青砖黛瓦，流檐翘角，回廊挂落，雕
梁花窗。古色古香的风格里，各式卖
场应有尽有。据说，当年的古镇行业
相对集中，往往一条街巷只卖一类商
品，就像现在的特色行业一条街。诸
如花巷、茶巷、竹巷、钉铁巷、打铜巷、
摇绳巷，估衣街、螺丝街、鼓子街、板
厂街、琵琶刘街等等，就从这眼花缭
乱的街巷名称里，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河下当年的商业繁盛景象。更不消
说，这里曾是舶船中心、淮盐集散地
了，盐商云集，漕舶连樯，想当年“是
处街市繁华，晚间灯火烛天，管弦盈

耳”。“市不以夜息”的河下享尽了风
光。

淮安，一座飘在水上的古城，七
省通衢，九省咽喉，南船北马，交汇于
此。水写的河下，“东襟新城，西控板
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
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居
于淮安西北一隅的河下，地势卑下，
恰扼漕运要冲，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成就了河下，使之环水而眠。一路
水色的河下，恰如春风中的一枝垂
柳，只要你指尖轻扬，仿佛就会苍翠
欲滴。晨昏之时，迷雾笼纱，氤氲空
濛；晴日映照之时，宛见波光潋滟，温
润如玉。进入古镇，坊间人家，枕河而
居，水从桥走，巷随桥转，40 多座桥
梁，为河下搭上脉搏，注入血液，让河
下人得尽了溪水的滋养。小镇人的性
情如水般甘淳，如水般宽柔。无论男
人女人，没有人争强好胜，心胸格外
开阔，家家开门迎客，遇茶喝茶，遇饭
吃饭，遇酒喝酒。一碗香茶，就着茶
馓、薄脆饼；一碗老酒，就着猪头肉、
大头菜，生活“清汤寡水”，没有什么
格外的讲究。水岸静地，河下成了一
座“慢城”。无论男人女人，河下人说
话轻声慢语，做事不慌不忙，走路不
紧不乱，这儒雅的慢节奏陪了河下人
两千多年。

登临湖嘴码头，闻思寺静矗于运
河岸边，这是康熙江南巡视，途经河
下，钦赐寺名。据说，殿堂里的佛像皆
从缅甸进口，白玉石雕制而成，“玉佛
寺”美名不胫而走。静穆回望间，一首
诗从眼前飘过：“十里朱旗两岸舟，夜
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
至西湖嘴上头。”这是明代诗人邱浚

当年为繁华的河
下而写。诗人笔
下的西湖嘴，就
是这河下码头，
也是当年乾隆爷
从此弃舟登岸的
御码头。河下的
神奇魅影，曾惊
艳唐宋两朝，引
得李白、白居易、
刘禹锡、苏东坡、

范仲淹、杨万里、张耒、文天祥等文坛
泰斗纷至沓来，河下成了一座诗城。

走进河下，一边领略着她的水性
逍遥，一边感受着她的文韬武略。每
一条街巷里，你都会遇见你心仪仰慕
的“真神”。 打铜巷里，你会与世界
文学大师吴承恩不期而遇，千古奇篇

《西游记》就诞生在这条“委巷”之中；
竹巷街你刚与抗倭状元沈坤擦肩而
过，罗家桥巷你又触摸到左宝贵将军
的铮铮铁骨；北入口你看一眼巾帼英
雄梁红玉擂鼓抗金的飒爽英姿，花巷
里再去听一段“文采之胜，则当首屈
一指”的邱心如的弹词《笔生花》；姜
桥巷里你可去拜访近代舰船制造奠
基人裴荫森，欣赏一下他登峰造极的
造船艺术，再去中街让医学宗师吴鞠
通为你望闻问切，和他一起探讨中医

“温病条例”……
也许，河下出了一部《西游记》，

就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可是就在这
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土地上，仅明清
两代，就哺育出 67 名进士、123 名举
人、12 名翰林，而且状元、榜眼、探花
三鼎甲齐全。走进河下，你就走进了
实至名归的“中国进士之乡”。此刻，
你不得不嫉妒上天的偏心，因为赐予
河下的太多太多了，多得近乎奢华。
试想，如果河下的文臣武将们回来省
亲，这将是一个何其壮观的“名人方
阵”啊。

这是一个深藏不露、不事张扬的
小镇，你不得不以一种敬畏之情完成
你的参访。因为走在小镇，也许你目
及的每一块青砖，脚踏的每一方石
板，都会镌刻着一首诗，抑或流传着
一个文气十足的故事。“小大姐，上河
下，坐北朝南吃东西”，这是河下一
个小姑娘出的下联，让当年微服私访
的乾隆帝和大学士纪晓岚无言以对，
至今悬挂于河下文楼之上，上联阙
如，引来无限玄机。这份灵秀和明慧，
已然融入河下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块
砖瓦，每一茎血脉。

夜幕下的河下，更有其奇丽的精
彩。远处星光点点，近处霓虹闪烁，相
互辉映在河中，漾出道道涟漪，幻化
成轻摇曼舞的彩绸，让人心旷神怡。

微风过处，到处飘曳着河下古镇淮扬
美食的芳香，此刻正是过往商贾游客
喂养舌尖的时候。这是一个让人垂涎
欲滴的小镇。不仅文楼汤包、岳家茶
馓这些风味小吃让人流连忘返，更主
要的是淮扬菜的根在淮安，淮安的根
便在河下。“醉蟹不看灯、风鸡不过
灯、刀鱼不过清明、鲟鱼不过端午”，
可见淮扬菜的选料之讲究，工艺之严
谨。淮扬菜的口味和河下人的风格一
样，在一种追求本味、清鲜平和中达
到境界。平桥豆腐、钦工肉圆、朱桥甲
鱼、天妃宫蒲菜等等淮扬名菜均荟萃
于此，河下的厨师推陈出新，让你享
尽饕餮盛宴的美味。据说仅仅用长鱼
就能做出 108 道长鱼宴。河下美食，
吊足了天下人的味口。

进入古镇北入口“承恩坊”，一路
的红灯笼亮了起来，道路两旁的垂柳
迎风起舞，招呼着人们走进梦中的极
乐世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路过的
地方，正星罗棋布地坐落于临河水
街。西侧的瑶池阁、济达轩、聚仙楼、
万寿阁、龙宫御舫、西游记大舞台，与
东侧状元楼府邸附近的牌楼、小桥曲
水、绿柳回廊相映成趣。天上人间，彩
霞拂照中的河下，如梦如幻。

顺水而行，不知不觉中，走上一
座桥，桥上三三两两的乘凉人有的坐
着，有的倚着。此桥名为程公桥，连接
着河下、河北两岸人家。白矾石做的
桥栏，桔黄条石铺成的桥面，青灰块
石建起的桥壁，与两岸的房屋色调和
河下人的性情相得益彰，在恬淡素静
的水乡风俗中，透出浓浓的淳朴儒雅
的意境。河下的妹子清纯着呢，清纯
得如河下的溪水。放声地唱吧，也许
你的梦中情人就坐在楼上的窗里，在
为你梳妆，为你打扮；也许就走在青
石板的街巷里，打着一把油纸伞，像
结着愁怨的丁香一样；也许就在河边
洗衣淘米的浣女里，嬉戏的笑声，甜
甜的，脆脆的，一下子钻入你的心扉
里。

不妨留下来吧，做一回河下人。
千年河下的梦里，为你留一段故事，
留一个情节。

1200 年前，白鹿洞坪地上，满腹经纶的王
贞白端坐在风雨斑驳的唐诗里，一脸沉静。那时
的唐朝，远处狼烟四起，兵戈铮响。一阵风起，暮
春的细雨洇过砚纸，一颗少年雄心伴着琅琅书
声，沿着烽烟的方向飞翔：“读书不觉已春深，一
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
寻。”

从此，一座城池与一个诗人，一起徜徉在光
阴里，翩若惊鸿，穿越千年。

广丰———“中国光阴之城”，我与她邂逅，是
一个烟雨迷濛的冬天。

这是一个让人在浪漫时空里容易迷梦沉醉
的地方。不消说这里三省交界，江南丘陵，“七山
一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不消说千年封
禁的铜钹山，奇山秀水，满目葱茏，霓裳羽衣，风
情万种；不消说处处都是像着了火的丹霞地貌，
六石岩“出双山，望六石，六石磊磊”，真不愧“一
座山峰一扇屏，一泓清泉一部琴，有声诗与无声
画，尽在六石峰中寻”；不消说不经意间与“江南
天池”九仙湖撞个满怀，一池幻影，一池碧波，让
你如临仙境；不消说曲径折道、斜坡陡壁之后，
与巨石高耸、断崖削天的白花岩不期而遇，让你
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造地合……沐浴着
这里清新无比的空气，仿佛漫步在天然氧吧里，
心肺像涤洗过一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如
走进传说中的“绿色天堂”。

我们是黄昏时分抵达一个叫东阳龙溪的地
方，那时天空放亮了许多，只是依然飘着细雨，
仿佛这雨是追随我们而来。下车伊始，我便听到
了水声。一座四墩三孔的古老石拱桥现入眼帘，
穿孔而去的是一条清澈碧澄的溪水，犹似一条
蓝绿相间的飘带，又如一条游龙，向着远处的村
落蜿蜒而去。所谓龙溪便得名于此。此刻我撑着
一把雨伞顺着溪流而行，天上的雨水细密而下，
河里的流水淙淙作响，仿佛置身“嘈嘈切切错杂
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行》里，心境顺势
涤荡开来。这里已是江西的最东边，同时与浙江
毗邻，赣山浙水，日出东阳，梦回龙溪，享尽了风
水灵秀的滋养，一个古老神秘的村庄竟然憩息
在这龙江深处已达 600 余年。

寻得了一条河，就如寻得了龙脉。有了龙溪
的润泽，村落的经络一下子打开，村巷交错，四
方纵横，水网密布，井然有序。云翳缭绕、绿水环
抱中，白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古民居鳞次栉比、
星罗棋布。祝氏先祖迁居开族，在这条河的润泽
下，繁衍绵延历久不衰，这也算是奇迹。

不远处，河岸边芦苇掩映的地方，矗立着一
个巨大的水碓磨坊，急流激起的浪涛推动着硕
大的水轮转动，碓木和碓锥起起落落间，与青石
臼相击，发出咚咚的闷响。水碓磨坊，集砻磨碾
榨四大功能为一体，是旧时用来舂米、磨面、榨
油的，这里曾是赣闽浙三省交界乡亲加工粮油
的首选地，可以想见，这巨大的碓车像是承载着
小村繁盛不息的巨轮。这撞击的声响，曾让小村

的仓禀变得日益富足。如今，喧嚣退去，空空地
转着，也只为了向世人细细诉说一个村落的前
世今生。

脚下的土地依然春耕秋播，依然春华秋实，
这一切不仅已与水碓无关，还与不远处农耕文
化馆里的每一件器物无关。破旧的编篓、箩筐，
已背不动稻谷；生锈的刀锹、斧铣，已翻不动农
事；褪色的各式水桶，盛不下一滴甘甜的滋味。
这些农耕的工具和曾经的生活用品，都在玻璃
罩里展示着，与我们的目光对视着，在光阴的座
标上离我们越来越远。

循着河流的方向，我们的目光继续向古村
的纵深处游弋。村落依山而建，傍水而居，走向
布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处处体现出“道法自
然”的美学思想。穿过青砖灰瓦，穿过五岳朝天
封火墙，穿过雕梁画栋，穿过曲径幽巷，我们依
次参观了香火空灵的水仙阁，美轮美奂的祝氏
宗祠，气势恢弘的文昌书院，四面邻空的江浙
社。耕读传家、重教尚学的族规家风，让这里的
一切变得安静淳朴，变得文气盎然。谁曾想，一
个弹丸之地，3000 人口的小山村，竟然硕士、博
士、教授、科学家、作家、画家比比皆是，科级以
上干部竟达百人之多，这在全国也是罕见其匹。

我们一行人从“龙江桥”上进村而来，现在
从“木勺井”旁迤逦而去，我突发奇想，觉得这里
就是我梦里向往的故乡的样子，因为馈赠我太
多的不舍与依恋。临上车的时候，有人说，这是
一条寻根之旅，一条文脉之旅，一条乡愁之旅。
当地人正在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乡愁文化园。而我陷入了沉思：外面的
世界着实很精彩，如今许多年轻人纷纷走出了
村落，走出了大山，这是时代进步的潮流，似乎
无可阻挡；但他们走后，留给村落的是什么？空
巢的老人，留守的孩童，斑驳的陈迹，遥远的记
忆，试问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乡愁？

上了车，我们在等着后面掉队的文友。这时
候，雨终于停了下来。回望间，突然，一幅画面跃
入眼帘，让我一下子激动不已。远处空旷的田野
里，一个女子，身披一条红色的围巾，举着手机，
对着村落的方向在拍摄。黄昏偌大的旷野里，仅
有她一人，而且色彩搭配极其鲜明：黑色的外
套，红色的围巾，绿色的田野，枯黄的草垛，以及
远方白墙黛瓦的民居。这样的画面非常具有视
觉冲击力。这是远方归来的游子，还是即将离去
的游客？她是想把乡愁摄入镜头带走，还是让漂
泊的灵魂梦回故里？

此刻，有一种顿悟袭来：其实不仅她在画
里，我也在画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画里。“南北
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不必嗟叹，不必
悲悯，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故乡。走过千山
万水，千世的光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岁月不移，宠辱不惊，唯有感恩，唯有珍爱，才会
让梦找到栖身的家园，才会留住离我们越来越
远的乡愁。

有一个地方，叫河下

千世光阴，一夕梦回

半坡的那只羊

想起春天袁心上就会长草
草是我的病袁难以除根
只因想你袁一阵风起
草就更加潦草
风和草的颜色让我几乎病入膏肓

风在袁你不在
你透明的隐喻在雨中停顿袁呼吸
寻不到喻体
有风袁便有了失忆的雨
一段岁月挡在雨外
你我竟素不相识
沾到了草尖微颤的忧伤
一地的琴声袁活生生地
听得都在流浪

风在袁你不在
每一片叶子都朝着你出走的方向
每一片心思都洗得干干净净
怀念和遗忘一样漫长
怀着洁净的云朵
对天仰望袁你的那轮新月
不在中天袁天天落在我针尖般的心上

风在，你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