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的陪伴
♦王根林

十九年前的冬天的一个
中午，我接到哥哥打来的电
话 ，他 的 声 音 急 促 而 低 沉 ：

“看来父亲挺不过去了，你快
回来吧！”

我急忙爬上开往家乡的
公共汽车，下车后顾不上与
迎面的乡邻打招呼，一路小
跑到父亲的住处。

当我气喘吁吁来到父亲
的床前，他已是半昏迷，母亲
坐在床边叹息，手中拿着父亲
喝剩的半盒牛奶。氧气瓶上
头骨碌碌地翻着气泡。见我
回来了，母亲连忙凑到父亲的
耳边说：“老三回来了！”

不知是不是心灵感应，父
亲竟然喃喃地说：“老三在姜
堰哩，咋能回来？”

“父亲，我是王三！”我大
声 说 道 ，父 亲 像 是 睡 着 了 。
黄昏时分，所有的兄妹都赶
回来了，我提议送父亲去医
院。大哥说：“外面风大，天
又这么冷，怕是经不起折腾，
不要在半路上……再说他是
老毛病。”

兄妹六人齐刷刷地站在
父亲床前，老人家突然说要
解大便，我和弟弟连忙将他
搀扶到坐便器上，末了我帮
他擦了屁股——这是我五十
多 年 来 第 一 次 为 父 亲 擦 屁
股，也是最后一次。

当晚我和弟弟提出在父
亲的床前值守。老天爷好像
有意为难我们，呼啸的北风
一阵紧似一阵，吹到脸上麻

酥酥的，我俩感到出奇的冷，
嫂子连忙从家中给我们拿来
棉袄棉裤。我们和衣挤在外
间的沙发上，就像掉进了冰
窖，周身没有一点暖意。我
们不时轻手轻脚地走进父亲
的房间，观察他有没有什么
异常。

下半夜，我和弟弟背靠背
打了不到五分钟的盹，就被披
着棉衣的母亲叫醒了，她说是
父亲呼吸短促。我俩急忙摸
黑去镇卫生院请来值班医生，
医生把了脉，听了心跳，摇了

摇头，说是快不行了。
闻听此言，我们连忙给家

人打电话，替我在单位值班
的妻子也和儿子一起赶回来
了。一家老小聚集在父亲的
房间里不到五分钟，他老人
家就闭上眼睛，走得很安详。

“爸爸……”姐姐的一声
哭喊带出了满屋的哭声。父
亲那历经八十三度风霜雨雪
洗 礼 的 脸 庞 定 格 在 大 家 眼
前，如同刀刻一般的皱纹记
录了他的漫长而悠远的人生
坎坷，见证着他倾心抚育我

们的点点滴滴。虽说父亲是
无疾而终，但我总觉得他走
得太早、太快、太突然。要是
能够让他再安享几年天伦之
乐，再让我们尽尽孝心，那该
多好啊！

我庆幸，我陪伴父亲度过
了最后一夜，虽说经受了一
夜的寒冷，但是比起父亲培
育我们那么多年的付出，实
在是微不足道。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九
年，陪伴他老人家最后一夜
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编辑:周逸平

组版:徐冬梅

2024年9月20日

7版

西陈庄：那巷，那桥
♦曹学林

西陈庄村位于姜堰区溱
潼镇西北隅，为姜堰与兴化
交界的“边村”，可谓地处边
陲地。较长一段时间长在深
闺中，外人知之甚少。虽然
在民间传说中，她是那样的
古老，宋代就已成村，甚至村
落的得名还与皇室一位逃难
至此、筑城抗金并取名“西
城”的刁姓驸马有关，尽管后
来“洪武赶散”时，从苏州阊
门迁徙来一陈姓人家在此安
身立命，并根据自己的姓氏
将“西城”改为西陈；虽然从
地理角度看，她的地形独特，
空中俯瞰，好似一只巨大的
凤凰，栖息于水乡泽国之上，
其头昂立于东南，其尾摇曳
于西北，其舒展的双翼，既佑
护着这一方水土，又时时保
持着飞翔之姿。然而，这样
神奇而美好的传说、独特的
地形地貌，在往昔的岁月里，
也只能留存于村民的记忆
中，而难掩千年古村的落寞
和苍老。

让西陈庄村再创传奇、实
现凤凰涅槃般新生，从“边
陲”“深闺”走上前台的，是

“美丽乡村建设”这幕新农村
建设大戏的开场。2008 年，
西陈庄村在上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发挥全村人的智
慧和力量，以美丽乡村建设
和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启
动以“传统村落保护”为特色
的西陈庄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围绕“富民安村、生态美
村”总目标，着力打赢“转型
升级、产业调整、环境整治”
三大攻坚战，绘就起“特色农
业发展、田园乡村建设、生态
旅游起步”三张蓝图，干好

“美化村庄环境、繁荣社会事
业、完善公共服务”三大实
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把一
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小村建设
成为一个融古村落文化和新

农村风采为一体的，天蓝、水
清、地绿、路畅、居美的现代
新型美丽乡村，先后获得全
国文明村、全国美丽宜居示
范村、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等荣誉。西陈庄村这
只凤凰终于腾飞而起，放射
出令人炫目的光彩！

走进西陈庄，让你强烈感
受到的是她的巷道之美。里
下河的村庄都有巷，可西陈
庄的巷子却有它的独到之
处 ，而 且 每 条 巷 子 都 有 说
道。她总共有九条主巷，其
中东西巷两条，分别是宗祠
巷、龙王庙巷；南北巷七条，
分别是育贤巷、康民巷、德邻
巷、神医巷、大董巷、树人巷、
接驾巷。这些巷子有长有
短、有宽有窄，纵横交错，首
尾相衔，一律由青砖铺成，两
旁民居青砖黛瓦，错落缤纷，
巷与巷连接处，建有门楼亭
阁。巷头墙壁上，设置有介
绍此巷历史渊源的标志牌。
宗祠巷是村庄南部贯通东
西、横穿南北七条巷子的一
条主要交通巷道，全长 680
米，宽 2.2 米，巷中有福慧寺
遗址、老年活动中心以及理
发店、鲜肉铺、杂货店等农副
产品销售点，因巷中建有西
陈 李 氏 宗 祠 而 得 名“ 宗 祠
巷”，李氏在西陈庄可是大

姓、望族。清代中期，李氏祖
姑“红姑奶奶”拥有良田百余
亩，终身未嫁，生活节俭，心
地 善 良 ，乐 于 施 舍 。 公 元
1786 年（乾隆五十一年），红
姑奶奶捐资修建李氏宗祠

“青莲堂”，并将全部田产捐
给宗祠作为运转经费。此
后，李氏族人每年清明节都
在李氏宗祠举办“家会”，缅
怀先祖，传承家风。为纪念
德行高尚的红姑奶奶，村人
就将宗祠前的这条巷子叫作

“宗祠巷”。育贤巷是村庄东
头第一条南北巷，巷宽 2 米，
总长286米。民国时期，巷中
曾设公立东台县振东西陈学
校（其时西陈庄村属东台县
第七区），多位老师是地下
党，培养了很多革命干部。
20 世纪 70 年代，县教育部门
又在此巷北头建立了新的西
陈庄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
各年级，为本村及周边村庄
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个巷子
叫作“育贤巷”，不仅名副其
实，而且是对西陈庄所承载
的那一段教育史的铭记。

每一条巷子在西陈庄人
心中都留下过印记，都让人
难以忘怀。龙王庙巷得名于
巷中的龙王庙，而龙王庙又曾
经寄托着人们多少祈求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梦想！康民
巷顾名思义，与健康有关，那
间设立于巷中的中医诊所，不
仅为村民解除病痛，而且为困
难家庭的病人免费诊疗，又积
下了多少恩德。至于德邻巷、
神医巷、大董巷、树人巷、接
驾巷，单从名字就能知道它
有着一段什么故事。九条
巷，如九条龙，游走于鳞次栉
比的民居间，那藏在巷中的
关于西陈庄村的历史片段、
轶事掌故、人文风情，如片片
龙鳞，闪闪发光。在西陈庄
的巷中行走，就是在阅读西

陈庄的前世今生，就是在触
摸西陈庄的文化血脉。

走进西陈庄，让你强烈感
受到的是她的桥之美。西陈
庄村有四座桥，分布在村子的
东南西北。原本西陈庄村是
一个四面环水的垛地，人们出
入村庄都要依靠船。船曾是
西陈庄人行走的“腿”。后来，
西陈庄人在河上建起了桥，但
那时的桥还是简易的木板桥、
水泥桥，直到改革开放和进入
新世纪后，东南西北四座坚
固、宽阔的水泥大桥，才先后
建造起来，由此彻底改善了村
庄对外的交通。

有谁能想到，桥还会变成
西陈庄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呢？桥本无言，它只默默地
承载着重荷，服务于民众。
它何曾想要如此华丽转身？
何曾想要成为村庄的地标？

美丽乡村建设给予了它这样
的机遇。早有名人说过，生
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西陈庄人以自己的慧
眼 ，发 现 了 蕴 藏 在 桥 上 的
美。一庄四桥，而且分布于
东南西北，要是对桥进行整
修出新，再在其上建起亭台，
给每座亭台进行命名，使其
既有实用功能，供行人休闲
憩歇、遮阳避雨，又有文化气
息，给人“河上有桥、桥上有

亭”的美感和诗意，岂不妙
哉！由此，从 2012 年到 2018
年，四座大桥中央先后建起
四座景观亭，均采用防腐木
结构、梁板印花工艺。东大
河大桥为双层四角翘檐，命
名“祥瑞亭”，寓意紫气东来，
祥瑞驾临。西陈庄村李姓居
多，民间传说，李氏鼻祖老子
曾由此经过，有诗曰：“紫气
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
地，青牛驾车载老翁，藏形匿
迹混元气。”南大桥也为双层
四角翘檐，但在北侧增加了
一 段 桥 廊 。 命 名 为“ 鸣 翠
亭”，用杜甫诗句“两个黄鹂
鸣翠柳”之意，而桥南桥北、
大河两岸确实也是绿柳依
依，流水潺潺，亭角飞翘，相
映如画。西大河和北大河桥
面中央，则分别建有一座单
层四角翘檐的亭子，其名曰：

“福荫亭”“孝睦亭”。西陈庄
自古人杰地灵、贤才辈出，孝
老爱亲、睦邻友群、守诚敦礼
是一贯的美德，村民希望先
辈福泽荫庇子孙后代，更希
望淳朴的乡风代代传承。此
两亭设立于村头，于当今中
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构建，可
以说有深意存焉！

西陈庄村四座亭桥矗立
于村头，如村庄之眼，“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迎接八方
宾朋；九条村巷，蜿蜒于庄
内，如村庄血脉，通古今，接
地气，聚人气。当你从亭桥
进村，漫步悠长的巷道之中，
你会被她的古朴、宁静、祥和
所打动，你会被她浓浓的烟
火气、乡土风所浸染，你会流
连忘返，为她的美而惊叹！

古石桥
♦于生银

大伦庄东古石桥，

贯穿东西英姿豪；

石狮八头迎风坐，

镇守一方不自傲。

西陈庄的桥西陈庄的桥 曹学林曹学林 摄摄

西陈庄的巷西陈庄的巷 曹学林曹学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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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舞动新时代，36支队伍炫彩
两支强队将征战全省广场舞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邓雪）昨
日上午，天目山街道负责人带队
开展防汛防台专项检查。

检查组查看通扬社区、通前
社区、正威集团工地、欧洲花园
历史易积水点等隐患整治情况，
要求各社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
自查，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抓
住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集中

力量整改形成销项闭环；加强台
风来临前的宣传巡查，及时提醒
居民、商家将窗口阳台易坠物移
至室内安全处，在风雨期间尽量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将各类风险
隐患消除在前。

检查人员指导相关工作人
员 在 地 势 较 低 处 提 前 布 置 沙
袋，及时清理窨井盖上的树叶，

做好高空抛物防范，做好居民
防汛防台宣传和提醒，遇到紧
急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确保人
民群众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苏闽）昨
日，我区社区运动会暨 2024 年江
苏省农民广场舞选拔赛在文体
中心广场拉开序幕。经过前期
推荐选拔，36 支代表队竞相展示
城乡居民新风采，尽情活跃精神
文化生活，生动反映新时代农业
农村发展新成效。

比赛现场，《中国范儿》等 36
个精彩的参赛舞蹈接连上演，广
场舞融合现代舞、爵士舞等舞蹈
元素，活力十足，让人耳目一新，
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
宴。“我们队伍带来的《我们是农
民》体现党对农民的关怀，如今
家家户户都奔上了小康，过上了
幸福生活。”蒋垛镇文艺宣传队
领队钱芝平介绍道。

59 岁 的 熊 华 是 广 场 舞“ 狂
热分子”，她赛前带着队伍抓紧
时间排练，尤其在队形变换方
面下足功夫。她告诉记者，舞
蹈是自己的爱好，平时和队员
们每天一早就到社区操场上练
舞，通常她会上网找视频先学
习，学会了再教给大家。为了
契 合 本 次 赛 事“ 振 兴 新 农 村
幸福舞起来”的主题，她和队员
们赛前排了新节目《好收成》，
表达她们希望金秋大丰收的美
好愿景。“全体队员积极备战，
时 间 紧 任 务 重 ，我 们 排 练 了 4

天，争取好成绩。”天目山街道
光明社区朝阳舞蹈队队员熊华
笑着说道。

也有不少青中年热衷于广
场舞。40 岁的李文娟说：“晚上
一有空，我就去跳舞。广场舞
已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成
为一种时尚休闲方式。”罗塘街
道太宇社区小样儿广场舞队队
员带来的参赛舞蹈节目《新一
路狂飙》充满青春活力，队员们
的 发 饰 和 眼 妆 都 经 过 特 别 设
计，蓝色的亮片装饰尤其引人
注目。

伴 随 着 慷 慨 激 昂 、动 感 十
足、悠扬婉转等不同的音乐节
奏，参赛队员们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随着节奏翩翩起舞。队员们
时而绕成圈、时而分散，变换各
种队列，特别是雨中更添豪情、
更显舞姿优美。观众边看边议
论，并用手机拍下精彩表演。饱
满的热情、精湛的舞技展现老百
姓的蓬勃活力和良好精神风貌，
更彰显广场舞作为全民健身项
目的独特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罗塘街道三
水舞韵舞蹈队带来的《堰上莲花
向阳开》获得 95.83 分，罗塘街道
古田健身操队表演的《中国梦》
获 得 93.53 分 ，名 列 选 拔 赛 前
二。这两支优胜代表队将参加
江苏省广场舞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春华）昨日，张甸
镇离退休干部党总支举办“银发家庭档
案”业务讲座。

“全省最美老干部志愿者”骆宏才应
邀从家庭档案的收集、分类、装盒、编号、
索引等方面展开详细辅导。区史志办副
主任沈凯就建立老干部家庭档案相关业
务作了指导。

区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离退休干部
工委副书记曹春森指出，推进老干部家
庭档案工作，要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
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兼
顾一般”的原则，全面收集，合理分类，
科学编号。他希望张甸镇老干部党总
支迅速推进“银发家庭档案”建设，在全
区率先做家庭档案的记录者、家庭记忆
的保护者、家庭历史的探寻者、家庭文
化的传承者。

张甸镇举办
“银发家庭档案”业务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顾莉莉）日前，区财
政局召开新提拔新入职人员集体廉政教
育谈话专题会议。

会议强调，要立足本职岗位做好份内
事，强化服从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
新提拔新入职的同志要尽快熟悉情况、
尽快进入角色、尽快开展工作；要围绕履
职尽责用好手中权，学会在工作中正确、
规范使用权力，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
职、负其责、尽其事；要遵守党纪条规守
好廉洁关，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
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

区财政局
廉政教育谈话会强调“三要”

天目山街道开展防汛防台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娴）为降
低台风“普拉桑”带来的影响，区
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面部
署，扎实做好台风应急防范工
作，确保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财
产安全。

昨日，我区受台风“普拉桑”
影响，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区

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组织 8 个
工作组，出动 120 人次以上，下沉
一线，对种植业、水产业、畜牧业
分别开展应急防范指导工作。
上午，记者在梁徐街道周埭蔬菜
生产基地和莓美果蔬园看到，种
植指导小组工作人员指导农户
采取加固作物支架、清理排水沟

渠等措施，减少台风对农作物的
损害；同时建议农户及时收获成
熟作物，避免因风雨受损。

区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微信
工作群、短信及电话等方式，结
合实地督导，加大台风预警力
度，切实增强农户科学防范意识
和应对能力。

区农业农村局一线应对台风“普拉桑”
区文体广旅局强化
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石玉）9 月 14 日上午，
区文体广旅局召开“保安全 护稳定”专
项整治暨“中秋”“国庆”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部署会。

会议对规范做好文体广旅系统行业
安全生产督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重点
布置“中秋”“国庆”安全生产专项督查。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强化
责任意识；要进一步落实各项制度，加强
规范建设；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要求，加强
团结协作；按照行业科室监管清单安排，
围绕 2024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紧密结
合当前开展的“保安全 护稳定”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行动和“中秋”“国庆”双节安
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切实抓紧落实，做到
分管负责人带队，坚持条线作战，加强组
织推进，确保全局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稳
定有序、持续向好，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
工作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