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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还是我的老家
——序《西陈庄村志》

♦周逸平

尽管是地地道道的土著
居民，尽管而立之年才真正
走出老家，但是我不知道西
陈庄村得名于皇家刁姓驸马
构筑的御敌土城，也不知道
这里还有苏州阊门那个陈姓
移民的血脉传承。即便如
此，最美的还是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西陈庄村是水
边的一块旧瓷片，她在这里
躺卧了很久。

老家这块旧瓷片形状很
美。她虽然是个庄台较小的垛
地，但是不光清流环绕，而且形
似栖息的凤凰。上苍眷顾，西
陈庄村得天独厚。

老家这块旧瓷片的人文
底蕴别具一格。这里有由来
已久的“二月二”庙会，这里
有简朴端庄的李氏祠堂，这
里有颇具规模的福慧寺，这
里有高高耸立的“水平架”，
这里有扑朔迷离的高大土
坟。西陈庄村魅力满满。

老家这块旧瓷片拥有自
个的生活便利。村子中央是
李国稷和李荣琪开的私塾
馆、缪氏中医诊所和“五六”
联合诊所，南面是经销店和
李逸之的鱼行，西北角是李
文章的肉案子，东南角是贵
海的帮船码头，北边是碾米
磨面的加工厂，还有随处散
落的木匠、瓦匠、铜匠、铁
匠、篾匠、鞋匠和厨子。西陈
庄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西
陈庄村足不出户，生活无忧。

生长和生活在西陈庄村的
我是幸运的，也是值得骄傲的。

我的严父慈母在老家享

用了一辈子的平静安逸。而
今 100 岁的父亲依然康健，
这方水土滋养了他，也偏爱
着他，他在数十载的行医生
涯当中与之结下的情缘不言
而喻。虽然我的老母亲已经
在2011年谢世，但是她这个
老老少少敬重的“三姑奶奶”
始终是我的底气和骄傲。

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在老
家汲取了丰足的人生营养。
老火青砖铺成的齐整整的深
巷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欢乐，
年深月久的四合院氤氲着

“八爹”的启蒙教育，集体劳
动的田头萦绕着生产队长的
悉心呵护，生活紧巴巴的年
代也不乏左邻右舍送到门上
的扁豆、山芋和菱角。

我和我的哥哥在老家长
成 了 飞 出 巢 穴 的 翅 膀 。
1977年的秋深时节，我们赶
上恢复高考的头趟班车，带
着父老乡亲的浓情厚意和殷
切期盼走进兴泰中学考场，
在七零八落的窗扇旁边撸起
皱巴巴的衣袖正襟危坐，在
坑坑洼洼的学桌上面撰写
命题作文《苦战》。当年兄
弟二人被同一所学校和同
一个专业录取，羡慕和赞叹
随之涌来，其时我们没有忘乎
所以——是西陈庄村给了她
的子民耕读传家的油黑土壤。

虽然我所熟知的西陈庄
村是从拮据、局促和坎坷中
走来的，但是她始终以勤劳、
友善和奋发的模样示人。

我在老家品尝过三年严
重困难的滋味。当年的我还

是个三五岁的孩童，竟然能
够一口气喝下八碗稀薄的菜
面糊糊，同样瘦弱的哥哥总
是把难得碰到且小得不能再
小的面疙瘩拨到我的碗里。

我在老家目睹过“文化
大革命”的闹剧。孑然一身，
而且常年吃住在生产队养猪
场的陈三小愤然阻止造反派
揪斗干部，即便当场被挂上
写有“保皇派”三个大字的沉
重木牌并游街示众，他还是
不肯示弱和退缩。

我在老家参加过扑救村
民家中突发的火灾。隆冬时
节的深更半夜，一声“救火”的
惊呼在沉寂的村庄上空炸响，
母亲连声催促战战兢兢的我
提上水桶汇入人潮，随同大家
争先恐后前往并奋不顾身出
手。第二天晚上巷道里就响
起了老荣山苍老而慢条斯理
的声音：“小心火烛！”

我在老家观看过村民在
土戏台上表演的的“样板
戏”。一群“巧农民”竟然能
把一台大戏习练得有模有样，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东村西
两套班子对台上演《红灯记》，
因为人手紧张，那个原本腿脚
不好的王大哥也不得不登台
客串“小伍长”。这些演员白
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饿着肚
子背台词走场子——我的二
姐也在其中，生活的挤兑没
能压扁他们的快乐追求。

我在老家爬行过村东头
的那座老旧木桥。这座桥是
艰难年代的产物，周身都是
木头，木头桥桩，木头桥梁，

木头桥板，木头栏杆。由于
年久失修，置身桥上不但摇
晃得人心悬一线，而且要跨
越间或缺失的桥板，后来东
桥堍又因为泥土坍塌而致桥
梁裸露。我每天都要到三里
之外的小甸址小学去读高小，
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通过
这座危桥，我每天都会在早出
晚归之后久久后怕——赶上
雨雪天气不得不俯伏桥面和
手脚并用，那一点点爬移的情
形实在刻骨铭心。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声张过
一回，更没有因此动过放弃学
业的念头，其实农家孩子谁没
有经受过这样的历练。

在我记忆的优盘里，老
家西陈庄村就是这样一些随
意堆叠而生动鲜活的碎片，
至于她的古老历史和发展沿
革我真的知之甚少。年岁渐
长，念家尤甚，很想知道老家
的前世今生以及她的各种故
事，就在牵念的情感恣肆生长
的时候，《西陈庄村志》编纂组
邀我作序，彼时彼刻的我为之
一振，并且跃跃欲试。这本志
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致的笔
触全景式地展示了西陈庄村，
俨然一部再现我的老家一路
走来的全部情状的纪录片，
可圈可点，可嘉可赞，本人赘
言为虚，阁下展读乃实。

最美的还是我的老家。
我谨以原住民的身份和这篇
信马由缰的小序，向最美的
老家西陈庄村致敬，向朴实
慈祥的父老乡亲致敬，向《西
陈庄村志》的编纂人员致敬。

大西北行吟
♦石如寿

眺望夜黄河
黄河夜景美如画，
万家灯火溅水花。
母亲雕像留个影，
跨入快艇亲手驾。

黄河穿城桥横跨，
群星闪烁添光华。
南岸缓行风拂面，
灯影里头欢声撒。

驻足塔尔寺
金顶高耸向苍穹，
先塔后寺溯旧踪。

梵音缭绕脚步轻，
酥油雕花称奇功。

喇嘛信徒趾接踵，
千手观音动我容。
转经长廊虔诚步，
塔尔古刹回望中。

走近青海湖
青海湖畔风光媚，

盐湖胜景撞心扉。
白云悠悠翔飞鸟，
秀美草原胜画帷。

天水一色惹人醉，
寄身瑶池不思归。
青水千顷云万里，
鸟云倒影紧相随。

攀登玉门关
古关巍巍今犹在，
沙浪滚滚天边来。
长城蜿蜒锁大漠，
羌笛千载逐沙海。

畅游丝路忆当年，
故土情怀随风还。
跨骑骆驼黄沙里，

流连忘返眺天边。

拾级嘉峪关
西部长城明朝砌，
历经磨难欲语迟。
名播天下载史册，
御敌雄关称第一。

登楼遥望千万里，
大漠孤烟风云起。
山麓丛中伴日月，
丝绸路上辨铁骑。

瞻仰莫高窟
莫高佛窟真莫高，
壁画千年色不掉。
戈壁滩中远凡俗，
惟妙惟肖不知老。

领略翡翠湖
翡翠湖边大柴旦，
碧绿如玉卧荒滩。
天空之镜中外誉，

晶盐皑皑担不完。

嬉戏鸣沙山
鸣沙山上数沙丘，
彩粒滚滚任性流。
赤日炎炎悬头顶，
滑坡而下心起皱。

放眼卓尔山
卓尔山巅风光好，
蓝天绿草迎人笑。
七彩丹霞映雪山，
东方瑞士也妖娆。

打卡沙坡头
千奇百趣沙坡头，
登顶遥望风景秀。
驼铃声声追笑语，
大漠茫茫任君走。

水边芦苇夺眼球，
游轮轻舟争先游。
塞上江南风光艳，
移步大桥心悠悠。

五月初，我携老伴奔赴大西北，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畅游13天，饱览壮丽河山，体
味风土人情，领略民族团结，感慨良多，不吟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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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宝华）中
小学生的“开学第一课”、新入
职教师的思政课、准新兵的役
前“加油站”……进入 9 月，溱
潼院士旧居访客盈门。自李德
仁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后，这里形成的文化和影响
更加激励姜堰儿女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报效祖国。

李德仁是从溱潼院士旧居
走出的院士。他的弟弟李德毅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指挥自动化和人
工智能专家，弟弟李德群是中
国工程院院士、材料科学专家，
当 地 誉 为“ 一 门 三 兄 弟 六 院
士”。姜堰籍院士现有 8 位，除
了李氏三院士，还有中国科学
院院士杨元喜、陆夕云，中国工
程院院士缪昌文、曹福亮、陈学

东，他们是我区的宝贵财富和
人文地标。

点亮精神火炬，崇尚科学
之光。早在 2019 年，区政协就
牵头创作出版报告文学集《姜
堰院士》。书中呈现5位院士的
璀璨人生：李德仁锲而不舍，实
现“驻地观天”风范；李德群不
忘初心，成就共和国“材料之
王”；杨元喜蹲守计算机房七天
七夜，练就“北斗人生”；缪昌文
时刻胸怀祖国，成为享誉世界的

“大坝之神”；曹福亮以“一棵银
杏树”根植出了一座城市的产业
兴旺……现在，《姜堰院士》成
为我区全民阅读的推荐好书。

2022 年，溱潼院士旧居入

选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基地以李德仁、李德毅、李德群
三院士共同旧居为核心，依托
院士风采馆、家风家训馆、学习
强国线下体验馆、小镇客厅、古
镇测绘主题园等平台，采取“线
上+线下”模式开展系列科学家
精神教育活动，构筑起完整的
院士精神展陈宣教体系，每年
接待访客10多万人次。

科学家携手企业家，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 4 月 5
日，我区召开创新发展大会，
诸多姜堰籍院士专家分别围绕
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作主旨
演讲，为我区新发展提供科学
指南。 （下转3版）

赓续科学家精神 激发全民创新力

“智慧姜堰”装上“最强大脑”

我区锚定“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总目标

万亩现代化灌区治理绘就水利兴农新图景

本 报 讯（记 者 黄 文 婧
刘钰婷 通讯员 徐纪元）一
道长虹连绿野，两弯坚堤护清

流。日前，记者在位于三水街
道大杨社区的井贤农场附近的
渠道旁发现，水流清澈，渠道两

岸整齐排列的绿化灌木为干渠
披上“绿色妆容”，支渠介绍牌
写着“四号支渠”4 个大字，与几
年前的景象大不相同。

“‘四号支渠’今年5月进场
施工，整治内容是疏浚 0.65 公
里，两岸新建木桩护岸 1.12 公
里，并对岸坡进行植物防护。”
该项目负责人、江苏盐城水利
建设有限公司徐欣告诉记者，

“目前，整个工程已完工待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四号

支渠”地处井贤农场附近，整治
后水流蜿蜒流淌，缓缓进入周
边粮田。 （下转3版）

我区举办公民道德
宣传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家国同庆”文明集市活动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沐 浩
然 张菁雯）截至目前，我区实
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4470 万元，为全区 9.6 万农户提
供风险保障9.56亿元，其中农户
自缴保费 770 万元，财政补贴保
费3700万元，补贴比例达83%。

今年来，区财政局紧扣乡
村振兴发展规划，发挥财政引

导作用，千方百计统筹各项资
金，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为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的财政支撑。

该局着力统筹整合各方资
金，配合相关部门争取到市级
及以上财政补助资金4.42亿元，
统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人
居环境提升、和美乡村补助等

方面。其中，中央直达资金2.63
亿元，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溱潼
灌区改造提升项目国债资金1.4
亿元，有效缓解我区财政压力，
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该局安排财政资金 3550 万
元，统筹用于高标准农田、农村
水利工程、一事一议工程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下转3版）

本报讯（特约记者 宋永宽）日前，省数
据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李道明带领省数据局党
外人士来姜开展调研。

调研组观摩航菱微（泰州）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泰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在创新创业、孵化育
成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黄文婧 刘钰婷）昨日下
午，区委宣传部主办，区委天目山街道工作委
员会、区人民政府天目山街道办事处承办的
公民道德宣传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家国
同庆”文明集市活动在区博物馆广场举行，旨
在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建设，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优秀文化，让文明之花在姜堰大地绽放更
加绚烂的光彩。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按下活动启
动键；播放公民道德宣传日系列活动安排视
频；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城乡社区工
作者邱阳、江苏“最美基层干部”孙飞、江苏好
人钱存海、泰州好人钱卫宏现场发出“崇德向
善”倡议。

活动在歌舞《共筑中国梦》中拉开帷幕。
“有这么一位乡村教师，守正育新人，丹心铸
师魂，坚守乡村讲堂 20 多年，义务辅导数千学
子。他把床板当黑板，挑起乡村的未来；小屋
变教室，稳住孩子们的心；有人看到他的沧
桑，更多人看到他年轻的心”……“中国好人”
马如松的美德故事令现场观众深受感动，以

“江苏好人”邵银明无微不至照顾智障瘫痪姐
姐 57 年为原型创编的小剧《三个承诺》传递向
上向善正能量，歌舞《公民道德歌》让观众在
欣赏演出的同时激发向榜样学习、向模范看
齐的热情。

启动仪式后，“家国同庆”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大集市开市。来自人社局、民政局、市场
监管局、公安分局的多支志愿服务队，根据自
身服务特点，围绕人才招聘、便民义诊、法律
科普、防骗反诈等内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文婧）日前，区政协副
主席李荣圣带队开展“走近委员”活动。

座谈会上，李荣圣传达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区政协委员、中天控股集团、泰州
市中溱泰城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卫国，
区政协委员、江苏鑫环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钱月红，区政协委员、区农业园区综合
管理部部长夏阳分别交流前期履职情况，聚
焦教育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下转3版）

区政协领导开展“走近委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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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千方百计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