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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东岳大帝寿诞日
又悄然而至，家乡夏集的人们习惯
称之为“三月二十八”。今年的“三
月二十八”却显得出奇的平静，抖
音里刷的尽是毗邻的沙沟镇“三月
二十八”庙会踩街盛况，不由得心
里泛起淡淡的酸楚。

穿越时光的尘埃，四十多年前
庙会的情景又恍若眼前。尤其记
忆中的一次家门口庙会拔牙的经
历，更像一壶老酒，每每启封，总是
让诨名“二榔头”的汉子回味无穷。

那年，二榔头十二岁。一天突
然发现左上颌板牙边露出一颗白嫩
的牙尖，感觉很别扭，便习惯性常用
舌头去舔它，对着镜子拨弄它，就是
想把这个异物处理掉。却不料这旁
逸斜出的家伙反而极快地疯长，没
几个月便凸显出来。他担心咧嘴一
笑露出“獠牙”，心里便有了抹不去
的阴影。母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只因那时集镇医院还没有牙科，便
承诺来年“三月二十八”庙会时拔
牙。从此，二榔头便数着日子，对庙
会多出了一份期待。

彼时的夏集，新辟出东岳路和
人民路，将人流从不堪重负的原后
河老街中分流出来，沿东岳庙旧址
向外延伸。那几天，敬香的、耍把
式的、相面的、逛街的，人潮涌动，
摩肩接踵。临时搭起的商铺一家
紧挨着一家，小贩举着小喇叭声嘶
力竭吆喝着叫卖。当然，最吸引孩
子们的，当数大路两旁小摊上香喷
喷、热气腾腾的馄饨、水饺、烂藕、
油炸脆饼了。树荫下，成排的桌凳
上挤满了人在品尝凉粉，这也是二
榔头的最爱啊，他得在拔牙前品尝
一遍这些美食。

他的老家就在“五河一集”中
的董河北边，紧贴供销合作社西
墙。比起从陆路、水路赶来参加交

流和观光的外乡客，脚一迈就能上
街，优越感自然是满满的。庙会那
几天，家里的伙食也能改善不少，
沾的是前来歇歇脚的亲戚朋友的
光。

供销社有位原插队知青的女
儿叫小艺，跟二榔头是同学。每到
周末，他们常在一块玩耍。这次拔
牙，她非要跟来陪着。

祁先生是夏集附近人，江湖老
牙医。虽然很瘦，却是浑身的精骨
肉。皮肤黝黑亮滑，架着一副金丝
眼镜。因长年在外漂泊，口音变得
杂异，像个外来的“侉子”。“三·二
八”庙会期间，他必定是要急匆匆
赶回夏集，亮亮他的拔牙、镶牙的
本事呢。

每年像是约定俗成，牙医会被
安置在后河街老农具厂南门边。
好多张四方桌一溜边排开，覆上紫
红色绸布，多少年聚集起来的各类
形状的牙齿陈列出来，就像宝箱中
的白珍珠，晶莹剔透，让人一览无
余，以显摆自己的“牙技”。为求得
放心，母亲最终决定还是将二榔头
交由祁老先生“拔牙”。万一有个
小闪失，他是跑不掉的，有毛薅
呢。母亲带着二榔头来了两次，他
都是在忙着，看来生意、信誉的确
不错。今天是会期的最后一天，因
母亲实在分不开身，节日期间生出
的事务又多，二姨娘三舅妈的难得
一会，总不能将这帮老亲晾在一
边。于是便谈好价码，往二榔头口
袋里塞了点钱，将他托付给这祁老
头，站在旁边“候拔”，便放心走了。

来这拔牙的，多为上了些年纪
的人。有的是板牙要脱落了，已没
有了咀嚼功能；有的是被牙虫蛀
了，着凉后反复发炎；有的是外力
受损，直接想换“金牙”等等。看着
多人手捂着嘴，还不停流口水，心

里感觉疹得慌，等得二榔头有些烦
躁不安。

为不离开祁先生的视线，二榔
头和小艺只得转过身，看向旁边的
一位耍把式的老头。这里正热闹
着呢，农具厂南门被堵得水泄不
通。二榔头便知道，这是在推销跌
打损伤“狗皮膏药”。

当二榔头心神不宁地坐到祁
老先生面前，准备拔牙时，一旁小
艺不停为他打气。

祁老头在动手前先安慰一番：
“你这犬齿不算大，几分钟就能解
决。过两天你照样可以嚼肉啃骨
头了。”二榔头只得龇起上唇，任他
摆布，用余光扫视着他的一举一
动。只见祁老头拿起一支较细的
注射器在他的虎牙四周推进几滴
麻药，瞬间就有了冰凉的麻木感。

“不能把我的好牙齿给拔了
啊！”二榔头有些担心，说着不关风
的话，口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下来。

“呵呵，真是伢子话，这是闹着
玩的吗？我是吃干饭的？”祁老头
有些忿忿不平，手却不停地用针头
在他的虎牙四周点点戳戳：“疼
吗？还有感觉吗？”

也就几分钟光景，他预判麻醉
剂药性基本到位，便换了一支像测
电笔式的器械，前端雪亮的金属头
蘸过酒精药棉，一边跟二榔头搭腔，
一边慢慢使上劲拨弄他的牙齿。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嘴中。
二榔头只感觉上颌肿胀厉害，努力
张着嘴，一时无法说话，只得任由
祁先生“虎口拔牙”了。小艺一时
也紧张得愣在旁边，一只小手紧紧
拽着他的衣角。

“你小子倒是有一手，还带个
小姐姐来，怕我害你啊？”祁老头怕
二榔头过于紧张，故意拿他开涮：

“小伙啊，现在疼啊？”

“有点疼。”二榔头被撑着嘴，发
音有些含糊不清。谁知竟被这老滑
头接过话茬，故意大声对围观的人
说：“哦，一点不疼，一点不疼！”

祁老头摆弄几下后，又在金属
盒里取出一把镊子来，卡准虎牙，猛
地向外一挑又一拽，还让二榔头配
合着大咳一声。“起……好……好
了！”那颗虎牙竟滚落到了二榔头的
舌尖上，他下意识地甩了甩头，将这
颗白白嫩嫩的长牙吐在了那张红布
上。口水中夹带着血丝，无法控制
地滑落到了裤腿上。小艺不知什么
时候手里多出一只手帕，递给他：

“疼啊？”“感觉还麻吗？”
稍息，二榔头不由得好奇，便

摆弄起这颗让他吃苦不小的牙
齿。由于牙根较粗，牙龈创面较
大，也许是麻药过量，感觉邻近牙
齿也有不同程度地连带受伤，动摇
了根基，近两天要与那么多美食无
缘了。

等二榔头歇定，已是夕阳西
下，便匆匆付了费，小艺牵着他的
手，挤进人流，直接奔家，再无心思
闲逛了。

来到供销社西边，与小艺作
别。小小年纪的她，还挺会关心人
的：“多歇一两天，正好把作业补
上。”

天色渐渐晚了，香客、游人手
提车推，满载而归，陆续退场。停
靠在轧花厂门前维持治安的警车
上扩音喇叭却突然对着人群广播
起“撤摊公告”来。

此后，二榔头再没有生出虎
牙。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夏集的

“三月二十八”也逐渐淡出了人们
生活。而二榔头当年那次难忘的
拔牙，难忘的庙会热闹场景，却一
直萦绕在脑际，成了真正的“没齿
难忘”！

作为一名从田埂上走出来的
乡土诗人和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四
十多年来，我始终把乡土、乡情、乡
音等作为自己笔下永恒不变的“母
题”。在我业已发表的数百万字作
品中，关于乡音题材的东西可谓俯
拾皆是，《醉人的乡音》《永远的乡
音》《麻雀携带的乡音》以及《行走在
方言里》《方言如曲不离口》等等，单
从这些众多见诸报端的作品题目上
就可见一斑。我曾在一首诗里写
道：“我只想把乡音\贴成精神财富
的标签\从老家发来的语音短信\让
我的漂泊\有了丰厚的盘缠。”

写了这么多年的“乡音”，我却
对真正的乡音缺少科学而系统的
研究。尽管在我眼中，乡音有直抵
人心的力量，甚至“从方言里拿来
的优秀传统早已成为我们口语上
的指纹”，但排除文学上或者称之
为“化学上”的乡音，我对地理上或
者称之为“物理上”的乡音却知之
甚少，我所在的县叫宝应县，说的
是“宝应话”；我所在的乡叫柳堡
乡，说的是“柳堡话”……对于它们
的前生今世或者来龙去脉，我几乎
一无所知，即使有心收集、整理，也

力不从心，无从下手。直到某一天
获赠本土老作家赵征溶先生倾心
编纂的《宝应方言词语汇释》一书，
才有一种如获至宝、如释重负的感
觉。随后我用数年时间，边读边
学，边研边改，对这部辞书式的著
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掌握，在感佩
之余，更生敬仰之情。

1939年出生于宝应的赵征溶
先生，曾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及散
文、传记和小说写作，出版过《让我
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
旋律》《藕思如梦》《又是荷藕飘香
时》和《献宝》等多部专著，并与人
合作主编过《新汉语成语词典》。
耄耋之年的他呕心沥血，历时10余
年，搜集整理宝应方言词语5000多
条，编注而成15万余字的《宝应方
言词语汇释》，完全出于自身对宝
应方言的热爱，对家乡方言文化价
值的珍惜。他凭着一种神圣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满腔热忱，殚精竭
虑，自觉而自发完成了对家乡方言
的“抢救性挖掘整理”，避免其在岁
月长河中消失湮灭，并努力使之始
终葆有强劲的生命力，可谓做了一
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

事。
宝应地处苏中里下河地区。

新石器时代，宝应地域已有人类活
动，境域置县已有 2200 多年的历
史。由于宝应区划几经变迁，县域
辖地沿革多变，人文交流融合频
繁，外来文化和地方语言互相融
合，形成了独特的宝应方言，总体
较为复杂多样。县境内北部、东
部、南部和西部使用的“乡音”分别
被叫作“淮腔”“曹甸腔”；“盐城腔”

“水腔”；“高邮腔”“子婴腔”；“侉
腔”“侉调”等等，这就使得宝应方
言词语的搜集整理成为庞大的工
程。近年来，本地虽有人对宝应方
言进行过零碎的“趣谈”，但总不成
体系，“注不精当”“举例欠妥”及其
他谬误在所难免。赵征溶先生出
于“对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意识”，对
宝应方言潜心搜罗研究，最终奉献
出这样一部薄而厚重的《宝应方言
词语汇释》，真实记录了宝应方言
的特点，反映了荷乡人民的社会生
活，“得存宝应方言词语较为丰富
的历史蕴涵”，为宝应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收集保护和民俗文化的研
究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艰

辛，自是不言而喻。
有人说，乡音、方言是人类情

感的“反射区”。 古往今来，无数文
人墨客歌咏着乡音，无数背井离乡
的游子惦记着乡音。乡音是一个
人的“履历表里无法变更的身份”，
像血脉延伸的大树永远枝繁叶
茂。在本书的“后记”中，赵征溶先
生动情地说：“我是宝应人，宝应是
我生长的地方。几十年来，我生活
在宝应方言的语境里，讲宝应方
言，听宝应方言，宝应方言便伴随
着文化渗透在我的生活里，寄托着
我那浓浓的乡情……”每每读及于
此，我便想起清代诗僧释函可的诗

《遣诸子行后》：“几年无复听乡音，
一听乡音泪更深。收拾乡音担去
尽，不教细碎动予心。”一本《宝应
方言词语汇释》让人对宝应乡音、
方言有了更深层的领悟和了解，全
书原貌呈现的泥土芬芳和民俗气
息，更像一剂“良药”，慰藉着宝应
人无边的乡愁。捧读此书，便有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细碎而
精致的仿佛来自母语深处的乡土
音符和特色滋养，令我心动，撼人
魂魄。

乡音细碎动我心
——读赵征溶《宝应方言词语汇释》有感

□王 垄

都说今年的端午节不一般，是60年才
一遇的“龙中之龙”的大吉之日，难怪小区
里的不少老人与我一样，闲聊之中至今还
沉浸在粽香的氤氲中。

吃粽子，首先得裹粽子，粽箬是必不
可少的辅材。在我们这里，它就是土生野
长的芦柴叶子。其实，到了农历四月中下
旬，正是打粽箬的绝佳时机。打粽箬得有
技巧：一是能“挑”，得选那种宽而韧的叶
子，有两三片即可包得一个通常的粽子
了，而那种窄而脆的叶子费事不说，好不
容易裹起来的粽子却会炸包开裂，而且，
芦柴根部的叶片太老，梢部的叶片又太
嫩，只有中间的叶子正好用；二是会“打”，
须左手扶住芦柴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
着叶柄处向下一摘，否则会撕破叶片，成
了废品，若将苇叶连带叶鞘都给剥下来，
不仅苇叶不好用，有时还会把苇秆折断
了。

打回来的粽箬需要用开水烫一会儿
或稍煮一下，一是杀死粘在叶片上的小虫
及虫卵，二是让粽箬的韧性更强，包裹起
粽子更爽手便捷，煮熟的粽子味道更香
美。一时用不完的粽箬还可十来片为一
叠，两端稍稍对招，拿一根稻草或裹粽子
的线绳轻轻一扎，用竹竿将每扎粽箬中部
拱起的孔挂起来凉干。时下有了冰箱，爽
净水后趁鲜放入冰箱冷藏。这样，一年四
季都能用它们裹粽子。

裹粽子原本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
诗人屈原的，现在我们这一带，除了端午
节裹粽子，渐而演变成每当家里有人参加
中高考之类的大考，或砌房造屋上梁、进
宅，或是男女青年订婚时都会裹些粽子，
粽，“中意”“称心如意”也。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们水乡最不缺的
就是水，不仅到处都是河流池塘，还有大
片大片的芦柴滩。到了夏天，到处都是令
人心旷神怡的绿色。下雨的时候，芦苇丛
在风中摇曳，苇叶闪动着雨的光亮，风吹
过苇丛沙拉沙拉地作响。

然而，年近古稀的我，始终难以忘却
打粽箬的事。小的时候，我只是跟随着大
人，看着他们打粽箬。记得有一次，我看
得眼馋了，便悄没声息地学着打起粽箬
来。因没有经验，加上我人小个子矮，总
是用左手慢慢把苇秆捋弯，右手使劲把苇
叶往下拽，粽箬没打几片，小手却被粽箬
叶儿的边缘划破了。我一见鲜血直流，竟
吓得哇哇大哭。再看看爸爸打粽箬那才
叫行云流水，他根本不用扶苇秆，左臂挎
一竹篮，只用右手的两根手指捏住苇叶，
向下一抖，苇叶便“啪”地应声而落，一点
也不会带叶鞘。后来，我逐渐学会了这个
不起眼的技术活，粽箬打得又快又好，而
且，这也成了我每年端午节前乐此不疲的
差事。

不过，那时打粽箬经常要约上几个小
伙伴一同行动，一是惧怕芦柴滩的旷野，
人多壮胆；二是有了同伴，才有得玩。大
家赤着脚，穿着短衣裤，走进芦柴滩就像
小矮人进了大“森林”，那种既紧张又兴奋
的感觉特别有意思。我们随处捉迷藏，唱
儿歌，追野鸭，找鸟蛋，有时还会在芦柴滩
边的小河里洗澡，摸河蚌，待要回家时才
忙着干打粽箬这一“正事”儿。

记得我们的伙伴中有个“小华子”，虽
然我们都是仿佛年纪，但他家“成分”不好，
不招人待见，因我俩是邻居，他常常随我而
动。有一次，我们趁放晚学比较早，便结伴
打回来粽箬。没想到，他妈妈不会裹粽子，
而他却不依不饶地定要他妈妈裹。他妈妈
气得没法，只好淘了一些糯米，将他打回来
的粽箬洗洗干净，平铺在饭锅头上，煮了半
锅的粽箬糯米饭。若在当下，左右四邻肯
定会有人主动帮他家裹的，可那时，“黑五
类”的家庭谁敢“搭理”啊！

如今，曾经广袤而茂密的芦柴滩早已
被改造成鱼塘、藕田了，可城乡河边沟畔
的芦柴还是并不少见，虽偶见三三两两的
老人前往打些粽箬，但真想知道现在的年
轻人和小孩子会打粽箬吗？他们没少吃
粽子，但无法寻找到在大自然中的快乐时
光，而我所咀嚼的，只是一腔热情，一缕乡
愁，一种思念……

拔 牙
□金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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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粽箬
□夏顺发

◀接1版 并请他指导新式农机具的使用方
法。

氾水镇农机手杨贵龙过去一直使用东风
1004的拖拉机作业。由于马力小，作业效率
低，他想更换新式智能拖拉机。但新式拖拉
机出现故障难排除，加之感应器非常灵敏，还
需要电脑操作，他便打起了退堂鼓。在王益
民的指导下，杨贵龙渐渐掌握了新式拖拉机
的操控技术，并于 2022 年春购买了东方红
1504大马力拖拉机，“新农机省油，作业效率
也高。”这几年，杨贵龙驾驶新式大型拖拉机
跨区作业，年收入超过20万元。

服务三农，王益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20年，他被评为“扬州市劳动模范”。王益
民表示，自己将以工匠精神干好农机维修工
这一行，不断学习智能农机新技术、新技能，
努力推广农业机械新产品、新技术应用，为全
县广大智能农机用户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
此外，王益民说，目前跟他学习维修的徒弟有
10多人，自己将毫无保留地向徒弟们传授农
机维修技术，让更多的人为三农服务。

◀接1版 实施部门联合检查，加大检查力度
和频次，切实将农机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

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县将以夏粮丰收为核心，落实落细“三
夏”农机化作业保障，抢收快收，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以提高机插机播质量为抓手，全力以
赴确保秋粮种足种好，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不断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为全县粮食
安全支撑保障。

尊敬的电力客户：
我公司自2024年4月起再次

开展销户一年以上用户预存款的
清退工作。前期我公司已就相关
事宜进行了公示，并对具备条件
的客户逐户通知，目前大部分客

户已办理了退费，但仍有少量用
户无法联系或尚未办理。为持续
做好供电服务工作，请相关客户
尽快持证照办理退费手续至供电
营业厅办理，其中企业客户需提
供：1.退费申请单（加盖与电卡立

户名称一致的公章，退款账户需
与电卡立户名称一致）；2.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3. 经办人身
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个人需提
供：1.退费申请单（退款账户需与
电卡立户名称一致）；2.户主身份

证复印件；3. 银行卡复印件。感
谢您对电力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国网宝应县供电公司
2024年6月12日

关于清理已销户客户电费余额的公告

综合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 胡银玲 美编/邹玉飞02 校对/胡 娟

日前，曹甸镇老年大学教
育舞蹈类教学成果展在该镇楚
甸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老年学员们身
着鲜艳的舞蹈服装，精神抖擞
地走上舞台，每一个动作都饱
含着他们的热情与专注，充分
体现了曹甸镇老年大学在老年
教育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卓越成
效。

鲁加新 郝思年 摄

本报讯 近日，县第二人民医
院宿舍楼资产户职工及亲属代表
将一面绣有“一心为民办实事 服
务周到有担当”的锦旗送到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服务大厅，由衷感谢中
心为他们40户职工及亲属解决了
困扰 30 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完成
了县第二人民医院 40 户首次登
记。

据悉，县第二人民医院宿舍楼
共有住户 40 户，于上个世纪 90 年

代建成。经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土地利用处、住建局档案室联系
查找，发现该宿舍楼用地手续齐
全，但因历史原因，房屋竣工手续
只办理了竣工证明，不符合竣工备
案要求，宿舍楼一直未能办理房产
登记，这成为了住户几十年来解不
开的心结。

今年，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
求，4月底制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自建用房及职工住房专项行动

计划，5月初对全县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自建用房及职工住房进行
全覆盖、零遗漏的调查摸底，摸排
出县第二人民医院职工住房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随即中心负责人
召集相关人员分析研判，制定各阶
段化解任务，根据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办证的不
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文件精
神，主动帮助申请人联系房屋安全
鉴定机构和消防评估机构，指导住

户按照规定要求完善相关登记资
料。目前，县第二人民医院宿舍楼
40户完成了首次登记。接下来，中
心将主动靠前服务，加快推进转移
登记工作，提供送证上门，尽快将
不动产权证送到每位住户手上。

锦旗虽小，真情凝聚。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将持续推进不动产登
记服务效能提升，加快历史遗留问
题处置，帮助群众办事拿证，为群
众幸福保驾护航。 （常晓舟）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为二院宿舍楼40户完成首次登记
本报讯（记者 王智洋 张旭）近期，县住

建局联合多个部门，出动整治力量 30 余人
次，对水韵江南住宅小区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本次整治主要进行楼道杂物清理，公共
绿化区域占用治理。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现
场，针对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等突
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他们与小区物
业密切配合，逐一排查并制定详细的整改措
施。同时，向居民宣传环境整治的重要性，
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小区环境。在整治过程
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了强大
的工作合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小区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县物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要求各物
业企业加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打造美丽宜
居小区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县住建局联合多个部门

推进水韵江南小区环境整治

加快农机智能化绿色化推广应用步伐

王益民：全国农机“土专家”技能助农富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