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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锹
♦朱爱军

锹是一种极普通的劳动
工具，在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
十分发达的今天，它似乎少了
用武之地，然而它曾经书写过
人生的苦难与辉煌。

记忆中的锹有小锹、大
锹、暗墒锹、铲墒锹、蒲锹、洋
锹等。

先说小锹吧！小锹的铁
制部分长四五寸，锹口宽一
点，锹颈最窄，锹颈上部是一
个用于装木柄的短管。小锹
主要是用来铲草、挖萝卜青菜
的。还记得那些年到生产队
挖萝卜的情景，大地冰冻如
铁，我们顶着寒风用小锹挖萝
卜，一手挖一手捡，手冻得生
疼，只能放在嘴边哈口热气继
续挖。连续几天下来手上都
生满了冻疮，又痒又疼，至今
我 手 上 还 有 冻 疮 留 下 的 痕
迹。小锹还是旱地除草的利
器。在山芋垅里，黄豆地里，
蔬菜地里，小锹可以“纵横驰
骋”。小锹的另一种功能就是

铲烧火用的草、挖麦桩。上世
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村柴草紧
张，烧火用的稻秆麦秆既要喂
牛又要分给社员当烧草，但总
不够填柴草灶。我们生产队
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在田头
看风车的周老伯心灵手巧，他
趁闲空打了一捆草鞋。这捆
草鞋选用金黄的稻草，再加上
一些碎布条，打得非常精致漂
亮。一群劳力在他住的草棚
里发现了这捆草鞋后赞叹不
已，有人提议“贺一下！”怎么
贺呢？买三斤肉，打一壶酒。
周老伯是个厚道人，只好依
了。可肉还没烧烂，锅门口的
柴草就没了，怎么办？只好把
那些草鞋扔到锅堂。为了解
决烧草问题，小锹可帮了不少
忙。踏着天亮前的露水，披着
晚霞时的余光，人们带着小锹
来到田埂上、荒草地铲元巴
草，晒干了再用草绳结成的网
袋 一 袋 一 袋 地 背 回 家 当 烧
草。除此之外，也有用小锹到

田间挖麦茬、稻根桩儿拿回家
烧火的。小锹儿在当年确实
为解决农民的烧草问题立下
汗马功劳。

大锹是挖土深翻、开渠挖
墒的工具。它长一尺多，宽五
至六寸，配有三到四尺的木柄
和五寸左右的蹬脚，是人们战
天斗地的有力工具。当然，一
把 合 手 的 大 锹 也 能 省 工 省
力。记得那时候挖墒要先用
绳子拉线，从田的一头拉到另
一头，然后用大锹开挖，整整
一个上午只能挖出一条“一直
二深三面光”的墒来。当然，
这活儿是有技术含量的，没有
一定的功夫，挖出来的墒只能
像游蛇，弯弯扭扭。我们的队
长不愧是老手，他挖出来的墒
总是那么笔直，那么平坦，每次
大队开现场会，都把他挖的墒
作为标杆，当然这也少不了他
那把锃亮锋利的大锹的功劳。

大锹把墒挖出来之后还
不能算大功告成，需要用铲墒

锹做善后工作。铲墒锹跟大
锹差不多长短，只不过稍窄一
些，略成弧形，便于铲墒时清
理墒底的碎土。阴天下雨时，
铲墒锹也用来清理墒口和渠
道的淤泥积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暗墒
锹。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不
知是哪位农业专家奇思大发，
说是暗墒不占麦田面积，渗水
性好，于是大面积推广。所谓
暗墒就是在原有墒口的基础
上，用暗墒锹向下挖一层，然
后用土把墒口盖上。暗墒锹
特别窄，宽度只有两寸左右。

因为墒口下面的土层板结，用
它挖墒实在费力，一天挖下来
手上会磨出好几个大泡。后
来这种暗墒被淘汰了。

洋锹有方头的，也有圆头
的，主要用于水利工地。“一
根扁担一箩筐，一把洋锨一单
杠，一顶帐篷一战场”。当年
农业学大寨，除了大量民工肩
扛大锹、洋锨奔赴高邮、邵北
挑河外，家乡也掀起了开沟挖
河、兴修水利、改造山河的高
潮。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
队是当年水利建设的主力军，
常常有无名英雄深夜不声不
响地到工地挖土挑泥，那沸腾
的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至于蒲锹，它主要在丧葬
过程中使用。

记忆中的锹是一部苦难
的传记，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寻历史风痕，听文化足音
——读曹学林先生的《寻踪与倾听》一得

♦周逸平

寻历史风痕，听文化足
音。《寻踪与倾听》既是一场
独辟蹊径的文化苦旅之回
眸，也是一份由来已久的浓
情挚爱之沉淀。

曹学林先生在后记中轻
描淡写地写道，这二十万字
的文稿是他伏案一年，在键
盘上敲打出来的。其实作者
动笔之前耗费了多少心血是
同行不难想象的，那远远不
是一度春秋和二十万字所能
概括的：他要在乡间的泥泞
小道上举足，他要一次次敲
打知情者紧闭的大门，他要
侧耳辨听耄耋老人的絮语，
他要借着透过窗栅的阳光匆
忙走笔，他要四处寻找并查
阅大量的资料，他要反复梳
理和解读纷冗繁杂的信息。

《三里泽迷云》就是最好
的例证。我的老家是三里泽
的 紧 邻 ，距 离 扑 朔 迷 离 的

“刁庄”也就七八百米，作为
此地的原住民，我不但对石
棺、金盔、银铤、铜镜和玉蝉
未有耳闻，甚至连“刁大王”
和“建陵城”也知之甚少，而
曹学林先生则是娓娓动听地
讲述了村庄的沿革、石棺的
传说、金冠的浮现、斜头的
由来、石鼓的下落、井砖的
卯榫、史籍的记载……其“寻
踪”之辛劳、“倾听”之详实
由此可见一斑。

寻历史风痕，听文化足
音。曹学林先生和他的《寻
踪与倾听》之于姜堰、泰州
乃至整个文化苑囿，都是功
德无量的。

书法 宋质文

贺老伴八十华诞
♦薛宜之

寿比南山福满堂，精彩人生如画廊。
辅佐夫君育桃李，造就儿女成栋梁。
服务社区洒汗水，关爱病残常解囊。
桑榆未晚存远志，余晖犹堪亮四方。

老花放电影
♦陈双贵

“放电影啦！”孩子们边
蹦边喊。放电影是我们儿时
最兴奋的时候。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物质生活匮乏，文化
生活同样如此，每年只能看
三四次电影，轮到村里放电
影，我们怎能不高兴呢？

载着放映队的船都是下
午四点钟左右停靠在学校附
近的码头，这一天我们整个
下午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
放学，根本就没有心事听老
师讲课。好不容易听到放学
的铃声，同学们一个个飞奔
回家，扛起大凳往学校操场
溜去。

这时放映员老花开始从
船舱里往岸上拿毛篙、大锹、
绳子、电影机等，我们这些小
屁孩都抢着去搭手。

老花，年长的年幼的都
这样称呼他，晓得他的大名
的人微乎其微。老花人高马
大，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起
话来文绉绉的，脸上总是带
着笑意，很慈祥，孩子们都喜
欢他。

老花来到操场，娴熟地
拿起铁锹在地上挖出两个
洞，竖起两根上端扎着小滑
轮的毛篙，穿好镶着紫红色
牙 边 的 白 色 银 幕 ，往 下 一
拉，固定起来。他随后又安
装 喇 叭 和 放 映 机 ，接 上 电
源。做完这一切，老花就到
大队安排的代伙的人家吃
晚饭。

吃罢晚饭，天渐渐暗下

来，很像镰刀的月亮挂在天
空，星星眨巴眼睛，像似准备
跟我们抢着看电影。

老 花 调 试 电 影 机 投 射
的 矩 形 光 束 时 ，好 多 调 皮
鬼 就 站 到 凳 子 上 伸 出 手 ，
探出脑袋，让自己的怪模怪
样显现在银幕上，直到银幕
上出现“新闻简报”四个字
才会消停。

孩子们最爱看《地道战》
《地雷战》《渡江侦察记》《铁
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这样
的战斗片。《闪闪的红星》最
受 欢 迎 ，个 个 看 得 全 神 贯
注。小小年龄的潘冬子智斗
恶霸胡汉三，剧情扣人心弦，
李双江唱的插曲《红星照我
去战斗》，我们不但会唱，而
且百听不厌。

正当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时，银幕上出现了“全剧终”
三个大红字，霎时电影场上
一片哗然。外庄的看客连忙
溜之大吉，本庄的人也纷纷

扛起大凳陆续离去。我们总
是依依不舍，奔前跑后地帮
老花往船拿东西，和蔼可亲
的老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

有一次看过小兵张嘎之
后，我和两个发小在放学回
家的路上看见陈爷的烟囱里
冒烟，有个发小到草堆上抽
了把草，让另一个发小给他
打高肩，学着小兵张嘎上屋
塞烟囱。草把才挨近烟囱，
不远处就有人大声喊道：“你
们做什么？！”听到吆喝声，几
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之夭夭
了。第二天我们三个人都被
罚站了，老师说：“你们要学
小兵张嘎的聪明智慧，而不
是用草把塞烟囱。你们考虑
到塞烟囱后果吗？茅草屋着
火的后果不堪设想。”老师的
教导使我们恍然大悟。

后 来 家 家 都 有 了 电 视
机，人们对电影不再那么渴
求了，老花放电影也在 2005
年“全剧终”了。

以溱湖为核心的溱湖湾是我
区打造的总面积达49.5平方公里
的特色田园示范区。湾以湖名，
相携互生，绘就示范区经济、人
文、生态蓬勃生长的绚丽底色。

最美人间四月天，溱湖大
道、丰收路线、环湖沿线的自然
美 景 相 伴 人 间 烟 火 ，赏 景 、品
餐、购物、游乐的新业态、新景
观、新品牌拔节生长，给休闲生
活带来多种选择，溱湖湾绘就一
幅农文旅“清明上河图”。

逐梦湾区，新业态成为发展
新驱动

溱潼会船是溱湖湾的重要
旅游资源。2024“会船季”出新出
圈，3000名新锐篙手登船，溱潼会
船成为充满活力的国家级“非
遗”；活动推介一路向西，挺近长
三角增长最快的万亿城市——安
徽合肥；姜堰籍乡贤齐聚，畅游
溱湖湾，为家乡发展代言。

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期
间，我区接待游客约 61.7 万人

次，同比增长超 4 倍。其中，溱
潼会船开幕式当日，现场观众近
10.6 万，各级媒体宣传报道全网
点击量达6700 万。

近期，溱湖湾人气爆棚，除
了“会船季”，情景音乐、美食派
对、酷野乡村等文创活动与亲
子游乐等休闲业态交相辉映，
成为周边市民流连忘返的时尚
休闲空间、朋友快乐相聚的特
色场地。

建设“康养名城”，溱湖湾以
度假区为载体，打造水上运动中
心、健康睡眠中心、康居颐养中
心 3 个中心，探索“医养融合+旅
居养老”的康养颐居新模式。针
对困扰都市人睡眠质量不佳的
难题，溱湖湾已与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洽谈合作，围绕“睡得着”

“睡得快”“睡得好”，打造以舒
适睡眠为主题的养生疗愈度假

基 地 ，帮 助 人 们 去 疲 劳 、舒 郁
结、养精神、复元气。

“景区里的商业”是梦想实
现的突破口。在业态布局上，湾
区 各 项 目 融 合 超 市 、民 宿 、餐
饮、民俗馆、水上运动等多元业
态，共创美食、音乐、露营、龙
舟、摇橹船等新消费场景，打造
全龄皆可往的休闲场域。

溱湖湾有一条 9.23 公里的
丰收路线，于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2018 年 9 月 23 日）命名。现
在，这条网红线吸引大量游客体
验“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
家屋、干农家活”。今年，溱湖
湾还配建 9 座简易通透、功能齐
全的骑行驿站，给众多骑行者和
游客带来极大便利。

新业态的蓬勃生长提升空
间品质，转型升级的新平台成为
溱湖湾经济跃升的新驱动。

一幅农文旅“清明上河图”
——溱湖湾走笔（上篇）

本报记者 王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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溱潼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干支渠整治工程加快推进

做好引水活水排水大文章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丁微）
近日，区水利局加快推进溱潼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干
支渠整治工程建设。截至发稿，
施工单位已全部进场，木桩及仿
木桩护岸约完成 1.3 公里，项目
计划10月底前完成全部工程量。

在溱潼灌区项目干支渠整
治工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
正在利用大型打桩机加紧作业，
将一根根仿木桩打入岸坡。建设
现场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

据施工单位施工人员介绍，

目前施工的是周家舍一号河，这
条河总长 540 米，目前正在进行
仿木桩护岸施工，总桩数 5200
根，已经打桩近2000 根。

据了解，该工程针对干支渠
淤积、输水能力衰减、渠道缺乏
防护、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充
分利用已有灌溉设施实行配套
改造。该工程总投资约 4010 万
元，改造范围包含一支河、尤北
河等 10 条镇村河道。为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区水利局成立工程
建设处，督促涉及镇街开展好清

杂清障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
该工程 3 个标段的施工单位已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溱潼灌区项目干支渠整治
工程通过对干支渠实施清淤疏
浚、挡墙防护以及水土保持绿
化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提升
河 道 引 水 、活 水 和 排 水 能 力 ，
改善沿线水环境，让农田灌溉
和 排 水 问 题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区 水 利 局 水 建 科 工 作 人 员 陈
涛 说 ：“ 我 局 将 指 导 督 促 建 设
处严格落实规范审批手续，加
快 组 织 推 进 。 建 设 处 牵 头 与
涉 及 镇 街 加 强 沟 通 、紧 密 配
合 ，重 点 协 调 汛 期 、灌 溉 期 间
的施工组织实施，统筹现场工
序 、工 种 之 间 的 调 度 ，保 障 工
程安全度汛、不误农时。工程
完工验收后，我们将及时跟进
管护，落实责任，确保工程长期
发挥效益。”

本报讯（记者 应婷婷 通讯员 郑
根虎 林洁）日前，梁徐街道英烈馆收集整
理了 200 多位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资料，整
理成图表形式公布于墙。

梁徐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总支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优势，创建红色记忆英烈馆。英
烈馆将于节假日开放，供居民参观瞻仰，让
更多人了解革命历史、 （下转2版）

梁徐街道创建红色记忆英烈馆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姜堰城
区污水厂提标、扩建改造工程在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挂网招标。

姜堰城区污水厂位于城北村 23 组，占
地面积约 84 亩，目前处理能力达到每日 6
万吨，主要处理城区生活污水及开发区部
分工业废水。该厂污水处理工艺目前采用
水解酸化+CAST+絮凝沉淀+过滤+紫外消
毒，根据 2023 年 3 月正式实施的《城镇污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DB32/4440-
2022），老工艺无法满足要求。

我区计划投资 2.9 亿元对原厂区改扩
建提升。通过改造，尾水排放将达到相关
标准，污水处理规模提升至每日 9 万吨，能
更好地满足全区污水处理需求。

据了解，本次污水厂改造项目建设内
容多样，包括将南区水解调节池改造为改
良 AAO 池、北区水解酸化池和 CAST 池改
造为改良AAO池；新增旋流沉砂池、周进周
出矩形沉淀池、高密度沉淀池、V型滤池、消
毒池、加药间、配电间、污泥脱水机房等单
元；配套新增厂内电气自控及其他公辅设
施；新增尾水排水管道。区住建局将督促相
关单位加快手续办理、尽早开工建设，让污
水处理厂焕然一新、生态环保更上一层楼。

我区计划投资2.9亿元
提标扩建改造城区污水厂

本报讯（记者 卫婉倩）4 月 21 日，我
区举行“结对伴成长 牵手向未来”活动启
动仪式暨“手拉手心连心 共读一本书”汇
报分享会。

此次活动由区关工委、区教育局、区慈
善总会、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妇联联合发
起、分别实施。整个活动涵盖 10 个子项目，
关爱对象为全区家庭经济特困、家庭特殊、
身体特殊（残障）的青少年（简称“三特”青
少年），关爱内容包含学习、生活、身心健
康、权益维护等方面，今年目标帮扶 100 名
以上“三特”青少年。

启动仪式上，区慈善总会捐赠 10 万
元。现场还展示了关爱项目之一“手拉手
心连心 共读一本书”活动的阶段成果。

区关工委联合多部门今年目标
帮扶100名以上“三特”青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