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

为进一步方便公积金

缴存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业务，提高办事效率，扬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

建设银行扬州分行合作为

缴存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龙卡。根据扬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发放住房公积金龙卡

的通知》的精神，为做好我市住房公积金龙卡的

发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龙卡的发放对象为全市

范围内所有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二、职工在领取住房公积金龙卡后，原住

房公积金卡自动作废，不再使用。

三、各缴存单位要按照分中心要求，由经

办人携带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件于4月

15日后到建行盂城支行领取单位职工个人

信息数据电子文件。

四、单位核对好每位正常缴存职工姓名

（必须以身份证上的姓名为准）和18位身份证

号码及手机号码，录入领取的数据文件中并将

核实后的数据电子文档

《单位职工公积金龙卡信

息资料》和每页加盖公章

的纸质文档，及时报送建

行盂城支行。

单位批量制卡发放

工作于本通知下发之日正式开始，各单位须在

2013年5月30日前完成申请工作。为确保及

时、准确的发放住房公积金龙卡，各缴存单位

应积极配合住房公积金龙卡发放工作，不得拖

延或拒绝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龙卡。

联系方式：

1、扬州市住房公积金高邮分中心

联系人：陈旭 联系电话：84600817

电子信箱：gygjjcx@163.com

2、建设银行盂城支行

联系人：吴柏 杨晓忠

联系电话：84612965

电子信箱：gyjhgjjl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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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垛扬帆远航的千年古镇
□ 王三宝

在三阳河、澄子河温柔的怀抱，在

安大路、邮兴路宽阔的身旁，有一座千

年古镇———三垛镇。他是高邮东片经

济、政治、文化、商贸中心，里下河一颗

璀璨的明珠。

人们提起三垛，不仅因为它是秦少

游的故乡，还因它和宋朝爱国名将岳飞

紧紧联系在一起。据史书记载，建炎四

年春，宋高宗赵构命岳飞率兵保卫承州

（今高邮），援救楚州（今淮安）。岳飞率

兵移三墩（今三垛），一月内和金兵三次

交锋，三战三捷。1991年，三垛人为纪

念他，在该镇东首塑一座塑像。岳飞面

北背南，手按宝剑，盔甲银光，高大威

武，气宇轩昂。岳飞英雄形象永留三垛

人民心中，他那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

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已成三垛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

源泉。

自古以来三垛就是鱼米之乡，水

把三垛古镇润泽得水灵清秀。三阳河

畔垂柳飘拂，绿草如茵；两岸麦浪滚

滚，菜花芬芳；口口方塘粼光闪闪，一

派田园风光。三垛镇为更好利用水资

源造福百姓，花巨资建闸、造桥、铺

路，给养殖户通水、通电。目前，全镇

养殖罗氏沼虾2.8万亩，并创出自己

的品牌：“少游牌”无公害罗氏沼虾。

此虾个大、肉嫩、味鲜，是餐桌上一道

秀色可餐的风景。养虾时节，虾农早

撒一片深情，晚播一片向往。虾熟季

节，活水车来来往往，拖出鲜活，拉进

希望。近几年，由于科学养殖，虾农每

亩纯收入 3000多元，

特种水产养殖已成三

垛人民重要的经济来

源。他们还利用水资

源精心栽培有机大

米，扬州报业集团在

此种植千亩有机稻，

一年只长一季，另一

季让它通光透气、休

养生息。使用转化的

有机肥 ，生长期较

长。生产的“邮澄牌”

大米色泽明亮、口感

苏软粘香，畅销欧美，

声名远扬。

由于两河、两路

途经三垛，水陆两便，

加之它南邻苏中机

场，北濒盐城机场，西

临京沪高速、宁扬铁

路与运河内陆港口，

交通优势得天独厚。

三垛镇因地制宜，在

省道安大路西侧，规划一个占地 5000

亩的工业园区，他们不断加大园区“五

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到水电安

装到位、道路铺设到位、绿化亮化到

位。为保园内生态环保，建一座日处理

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园区实行一站

式贴心服务，为每个入园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的后勤保障。因此，三垛工业园

吸引了许多投资者来此创业、兴业、乐

业。目前，工业园内拥有4家纺织企

业，24家服装企业，58家消防器材企

业，新增 5000多就业岗位。2012年，

三垛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3.2亿元，

财政收入近7000万元。三垛工业园成

为许多投资者的热土，成为三垛镇强

镇富民的创业平台，为三垛古镇的发

展注入活力。

三垛经济腾飞推动了文化的发

展。斗坛庙缭绕生活芬芳，光福寺传来

催人奋进的钟响。少游广场，绿草鲜

花，点缀曲桥、碧水；诗词碑廊绽放婉

约豪放；综合影院洋溢幸福海洋。三垛

人民不满于此，他们还要在“古”字上

进一步挖掘，让三垛古得深沉、厚重、

大气；让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让文化聚人气、聚名气、聚才气；让

潜在的文化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更好

造福于民。三垛镇已启动少游乡村游

项目，拟将老二街打造成亲水、复古、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明清一条街，成为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时代在发展，三垛在前进。三垛人

民正积聚能量，在新的起点上，为实现

心中美好梦想，扬帆远航。

芦花摇曳满心田
□ 韩 瑛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

绵，路上彩云追。”--雷佳《芦花》

一句简单明快的歌词，娓娓唱出了芦花随风

而舞的独特神韵。而走进川青小学“芦花少儿诗

社”，那帮稚气未脱的孩子，正用纯真的目光注视

世界，用纯洁的心灵感悟生活，恰如漫天飞舞的花

絮，在翩翩起舞中，吟诵出天真而烂漫的诗章：

挽一缕缕春风/采一片片阳光/把春天的花

冠/戴在大地的秀发上/留下一片浓浓的绿/发

出一路淡淡的香/把春天的温柔/融进我们的心

田里/踏上一路路清香/撒下一串串欢笑/让我

们拥抱自然/拥抱无限的希望———王宋·《春游》

这首诗是由“芦花少儿诗社”的小学生创作

的。诗社从1991创办至今已有22年，至于得名，

则是根据当代诗人沙白到川青采风的题字“川青

秋色好，芦花大如雪”而来，后孙轶清先生亲自题

字并题写刊名《芦花少儿诗选》。一间挂牌“芦花

少儿诗社”的教室，便成为孩子们根植诗歌梦想

的园地。“种植诗歌，放飞心灵”是“芦花”的精神

内核，她用诗歌擦亮了孩子明亮的双眼，唤醒了

孩子稚嫩的心灵，众多懵懂少年在这片放飞梦想

的乐园里自由翱翔，或许世界也会因此多了一点

朴素、少了一些虚荣，多了一点纯真、少了一些虚

伪。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算起来离现在还不

算遥远，但总觉一路走来，相较于川小的孩子们

就显得稍微有些单调了。我看着他们，感受到了

好奇与真诚，不知道他们看我，是否能够看出我

的丝丝羡慕与“嫉妒”。依稀记得，从李白的“床前

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到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再到海子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诗歌越读越多，理解也越来越深，

可却没有动手写过诗歌，更没有胆量去品评。后

来直至大学，因为专修汉语专业，才有机会从文

句格式方面重新认识诗歌。但由于当时老师的一

句话，便将打算自己写诗的念头打压了下去，“学

中文的人一般只读诗、品诗、评诗，最好不要去写

诗，因为你写的诗往往没有非中文专业的人写得

好。”现在想来，虽然有些偏颇，但觉得终究还是

有些道理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专业得将自己

深陷在了“平平仄仄”、“条条框框”里，难以自拔。

我羡慕，也很“嫉妒”川小的孩子们的幸运，他们

能够在没有束缚的心灵世界里徜徉，在充满童真

童趣的时光里自由想象，写出梦想，也诵出天堂，

拥有着令人向往的单纯与自由。终有一天，他们

会走出校园，走进社会，或许没有多少人成为诗

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作家，但根植于心田

的诗歌情怀却能够相伴一生，成为生命里不可或

缺的文化力量。

我在想是否只有临泽这样拥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地方，才能让“芦花”自由成长？是否只有在她的

呵护下，才能铸就起诗歌萌芽的殿堂？思考了很

久，还是没有答案。

但偶然间，听闻有人说临泽已是“古镇风韵寻

无处，笑对今人惜古人”，我倒想让说的人停下脚

步静静看一下这座古镇，纵然已满眼陈旧，也渐渐

沧桑，但你是否看见，一抹新绿正在和煦春风的呵

护下悄然成长，焕发崭新的活力。看着孩子们天真

无邪的脸庞，诵读诗篇时认真的神态，不禁感叹，

在高邮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早已打破文化发

展的桎梏，让“薪火相传”成为推动“古城换新颜”

的力量源泉，这既是历史底蕴的延续，更是文化积

淀的勃发，在这个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不断冲击

固有价值观的时代，我有幸见证了最为质朴的信

仰。

在川小这座小小的校园里，在临泽这片沧桑

的古镇中，在高邮这座古老的城墙下，青春的力

量正在渐渐萌发，将千年文化底蕴作为基石，一

群人众志成城，全社会共同努力，全力打造具有

浓郁江淮特色的全国诗词之乡、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让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在这一代文

化人的手中焕发青春魅力，在一代又一代邮城子

民的薪火相传下，成就梦想，也书写出最为华美

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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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霞

迎着桃杏舒红的芬芳，笔者来到

卸甲的巧妹子科技养殖园，看见了

猪满圈、鱼满塘、鸡鸭鹅叫声嚷嚷、

果蔬飘清香的和谐场景。走进充满

文化气息的会议室，听着巧妹子生

态园总经理、知名作家雪安理富有

激情的介绍，为我们“美丽高邮城乡

行”采风团一行描述了一幅花园猪

场、生态猪场、文化猪场的蓝图。据

了解，巧妹子已经在高邮汉留镇曾

珏村扩建养殖园二期，整个工程共

占地1000亩，将建设22栋公寓化猪

舍，预计每年出栏生猪将达到3.8万

头。到时候猪将住空调房、睡上“席

梦思”，用着抽水马桶，除了空调、马

桶，猪舍中还将播放诗歌朗诵和轻

音乐，这也将是未来小猪们生活的

最大变化之一。“猪和人其实一样，

听着音乐，就会更放松，长得也更健

康。”薛巧云向笔者介绍。日本一份

杂志上的文章称：对饲养中的猪放

音乐，可以对猪的肉质进行改善。而

且让猪听舒缓优美的轻音乐，比让

它听激烈强烈的摇滚乐，其肉质的

改善更显著。每当轻音乐响起，母猪

们都会表现得很安静、很享受。高邮

的市民将很快有口福吃上“音乐猪

肉”了。

眼前这位“巧妹子”薛巧云朴质无

华，可也是有着传奇经历的女人。雪

安理先生和我们讲了“巧妹子”的创业

史：
上世纪80年代，薛巧云在市红旗

纱厂当工人。父亲在上海养猪，一头

猪4个月出栏后可以纯赚100元，父

亲第一次卖了 100头猪就赚了 1万

元。这可着实让一个月仅拿93块钱

工资的薛巧云眼馋了，1987年2月，

薛巧云从纱厂辞职并向厂里借了800

块钱，只身跑到上海。

上海有个万头猪场，猪场里有片

猪舍，几年来接连死猪，没人敢租赁，

租金便宜。薛巧云不信邪，她承包了这

片猪舍，分析可能是病菌导致猪死亡。

于是她用石灰垫高地面，四壁用生石

灰反复熏蒸杀菌。此时她仅剩下200

元钱，连抓苗猪的钱都没有。她听说卖

苗猪的老板是浙江嘉善人，就只身直

奔老板家求援。浙江老板极为感动，决

定先提供给她1000头苗猪，猪长大卖

掉后再付钱。以后老板每次运猪饲料

到上海，也给薛巧云养猪场带上一份，

两人也成为朋友。在上海养猪8年，薛

巧云赚了40多万元。

2000年，薛巧云回高邮老家，在

城郊养猪，并开酿酒坊、办绣花厂，家

里每年收入数十万元，小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2008年，在家乡招商引资政策

感召下，闲不住的薛巧妹决定在卸

甲镇周庄村创办万头猪场。在107亩

荒地上通电通水兴建猪舍并非易

事。8000多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和设

备投资需 500多万元，压力很大。

薛巧云邀请专家论证并筹措资金，

先后在上海、本地融资500多万元。

有了资金后，薛巧云和10多名员工

吃住在简陋的工地上，施工队伍日

夜施工……

岁月如梭，但奋斗让光阴有了价

值。

如今走进巧妹子科技养殖园，花

园猪场、生态猪场、文化猪场的印象

油然而生。门前，一口20亩的大鱼

塘，四围绿树长，一排凉亭搭侧旁。

辟有葡萄园、蔬菜地，一群群鸡鹅鸭

在欢歌。远处田野上，麦苗绿油油、

菜花金灿灿，好一派田园风光，休闲

垂钓采摘乐逍遥。说到近期的工作，

巧云直言：“最近的工作并不轻松。”

为了打造放心食品，在选定的放心猪

肉养殖基地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标准

化生产改造，要达到良种化、设施

化、无害化、防疫化、饲养化和产品

无害化的“六化”标准才能够称之为

“标准化生产”。“环保也是我们的重

点工作之一。”薛巧云告诉笔者，她

现在正在使用“发酵床养猪技术”。

在正常的猪圈里挖一个 80公分到

90公分的坑，然后用垫料填满并加

上有益微生物菌种，这样猪排泄的粪

便就会被微生物菌群分解。这样的

技术处理虽然每平方米的造价高达

百元，但每个填充好的坑可以利用 5

年，不仅减少了处理粪便的费用，达

到了环保的效果，而且由于可以分解

粪便的菌群不能够与抗生素同用，还

可以有效避免养殖户给猪注射各种

禁用的增膘针剂。

薛巧云，这个抱着“带乡亲们致

富”的朴素想法的农村女人，已经是一

个名人：她是高邮市“创业之星”、扬州

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省十大农民女

状元、全国“创业之星”、省人大代表、

全国“三八红旗手”。然而尽管如此，她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还是“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她说要致富思源、感

恩图报，带领更多养殖户致富，与当地

农民共建共享，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

和美好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美丽家

园。

张叶沟流淌在我心中的河
□ 刘金友

老家卸甲有条小河，叫张叶沟，我虽然不

知道小河究竟形成于哪年哪代，从哪里来，流

向哪里，但确信它在这里一直流淌着。她弯弯

长长，长长弯弯，似一条玉带穿镇而过；又如

一支饱蘸油彩的画笔，涂抹着家乡的田园风

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妆扮一新的张叶沟

河成了乡亲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老家独

特的景致。

她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时至今日，每当

忆起那条河的时候，心境就会莫名的开朗与

欣慰。那时，我们一群差不多大的调皮鬼，总

喜欢冒着酷暑，瞒着大人，脱光衣裤，跳进河

里嬉水。打水仗，扎猛子，仰泳，“狗刨”等等样

样能行。疲倦时，索性在水里观赏一漾一漾的

浪花扩散着轻吻河岸和野草，惬意的情愫顷

刻间油然而生。有同伴呛水了，我们发扬团队

精神拯救；有同伴腿脚抽筋，我们合力把他抬

上岸去；有同伴游技欠佳，我们轮流着示范、

传授。就这样，我们的游技在“吃一堑、长一

智”中更加娴熟，我们的喜悦洋溢在稚嫩的脸

庞。运气不佳时，乡亲们赶来，边责备我们不

听话，边折根柳条，还把我们的衣裤收起来，

准备来个“深刻的教训”。不幸难免发生，柳条

在我们屁股上飞响，喊痛的啼哭声回荡在小

河两岸。“下回不了”的保证表态得无可奈何。

其实，大人们何尝不疼爱自己的儿女们，只是

盼望着儿女一生平安，才高扬起惩罚的柳条；

我们何尝不知道私自下河洗澡的危险，只是

为了童真，才铤而走险地到河里寻觅属于自

我的天地。不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我们憋

慌了，经不住怂恿，又邀约着扑向清澈见底的

河里，继续畅游。因为那才是我人生中最真诚

的部分，流露出了我们年少懵懂的无邪、狂

野，甚至还有一些叛逆的个性。

春换秋移，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张叶

沟。到了离家较远的龙奔上中学，到镇江上了

中专，再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漂泊他乡的我却

始终惦记着老家弯长的张叶沟河，她的风姿

已牢刻在我心里，那“哗啦啦”动听的歌声始

终在我耳旁回响。尽管离开小河已二十多年，

但确信我身体的细胞里仍然饱含有小河给予

的水分和营养。

一天下午，宣传部的同志电话通知我参

加市里面组织的“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活

动。看到采风路线时，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老家的“张叶沟河”居然在列！几年前去汉留

办事时曾经过张叶沟河上的一座桥，但只是

一路而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次必得

深入了，哪怕是近乡情怯。

我们一行从天山神居山、菱塘民族乐

园、临泽生态度假村、龙虬庄遗址、三垛少游

广场一路走来。到了张叶沟河，车刚停稳，我

就急不可耐地冲下了汽车，仿佛见到了阔别

已久的恋人，左看右看，或远或近，熟悉而又

有点陌生。儿时嬉闹的影象，历历在目，内心

怦然震撼，变化太大了。整齐的护坡，高高的

驳岸，成片的绿化，红的花，绿的草，如果不

是空间定位，我还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魂

牵梦萦的张叶沟。看河水还那样静静地淌

流，依旧那么清澈，水中荡漾着的水草好像

在跟我诉说着什么；小河就像一个打扮一新

的新娘，用她那温柔的眼睛仰望着我；甩入

水中的瓦片还是如以前一样在水面顽皮地

跳跃，仿佛在向我宣扬着它的身手矫健。我

知道，这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建设“五个高邮”

的战略部署，得益于镇党委一班人的务实之

举，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惠及更多农

民。去年把张叶沟河改造作为镇十大工程之

一，投入了 1200多万元，疏浚了河道，新建

了驳岸，便民活水；东西两岸码头，依河而

建，河上大桥，似长虹卧波，浑然一体，美观

大方，漂亮雅观。河两旁一座座楼房都用乳

胶漆刷了，黛瓦明壁，仿佛穿上簇新的衣裳。

不远处居民小区屋舍俨然，鸡鸣狗吠，路面

整洁平坦，原来零乱黝黑的猪圈都拆除了，

畦畦菜园，块块花圃，碧绿凝翠，飞红着绿，

生机盎然。河里鸭鹅三五成群，或悠然自得，

或戏水高鸣。沿河堤前行，亮化、绿化一步到

位，层次分明，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沿河两

岸依堤铺展的是层层叠叠的花草，红的绿

的，一株株，一片片，浓墨重彩，肆意泼染。触

目所及，满眼皆是春花烂漫。原来杂乱无章

的河堤经过整修，也都栽上了树苗，一行行，

一列列，挑着几片树叶，有点清秀惹人怜。路

边柳枝随风飘摆，仿佛害羞似的，不用心还

真抓不住它。

闲谈中，一位老人告诉我：“现在这条河

一天到晚都很忙，白天河里有船来往，晚上岸

边有人走动，灯一开，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跟

城上不得区别。原来我们晚上跑路都要点个

火把、带个电筒，现在什么也要不着，不光走

路亮堂，心里更加亮堂。”老人家不经意的一

席话，我蓦然觉得这条小河变美、变靓，变得

生机盎然，富有朝气，不正是家乡新农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吗？看着张叶沟河与家乡的亲人

们彼此相伴，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着实让人

羡慕。

张叶沟河，这条流淌在我心中的河，我怎

能不想，如何能忘？

“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作品选登（二）

三垛扬帆远航的千年古镇
□ 王三宝

在三阳河、澄子河温柔的怀抱，在

安大路、邮兴路宽阔的身旁，有一座千

年古镇———三垛镇。他是高邮东片经

济、政治、文化、商贸中心，里下河一颗

璀璨的明珠。

人们提起三垛，不仅因为它是秦少

游的故乡，还因它和宋朝爱国名将岳飞

紧紧联系在一起。据史书记载，建炎四

年春，宋高宗赵构命岳飞率兵保卫承州

（今高邮），援救楚州（今淮安）。岳飞率

兵移三墩（今三垛），一月内和金兵三次

交锋，三战三捷。1991年，三垛人为纪

念他，在该镇东首塑一座塑像。岳飞面

北背南，手按宝剑，盔甲银光，高大威

武，气宇轩昂。岳飞英雄形象永留三垛

人民心中，他那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

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已成三垛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

源泉。

自古以来三垛就是鱼米之乡，水

把三垛古镇润泽得水灵清秀。三阳河

畔垂柳飘拂，绿草如茵；两岸麦浪滚

滚，菜花芬芳；口口方塘粼光闪闪，一

派田园风光。三垛镇为更好利用水资

源造福百姓，花巨资建闸、造桥、铺

路，给养殖户通水、通电。目前，全镇

养殖罗氏沼虾2.8万亩，并创出自己

的品牌：“少游牌”无公害罗氏沼虾。

此虾个大、肉嫩、味鲜，是餐桌上一道

秀色可餐的风景。养虾时节，虾农早

撒一片深情，晚播一片向往。虾熟季

节，活水车来来往往，拖出鲜活，拉进

希望。近几年，由于科学养殖，虾农每

亩纯收入 3000多元，

特种水产养殖已成三

垛人民重要的经济来

源。他们还利用水资

源精心栽培有机大

米，扬州报业集团在

此种植千亩有机稻，

一年只长一季，另一

季让它通光透气、休

养生息。使用转化的

有机肥 ，生长期较

长。生产的“邮澄牌”

大米色泽明亮、口感

苏软粘香，畅销欧美，

声名远扬。

由于两河、两路

途经三垛，水陆两便，

加之它南邻苏中机

场，北濒盐城机场，西

临京沪高速、宁扬铁

路与运河内陆港口，

交通优势得天独厚。

三垛镇因地制宜，在

省道安大路西侧，规划一个占地 5000

亩的工业园区，他们不断加大园区“五

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到水电安

装到位、道路铺设到位、绿化亮化到

位。为保园内生态环保，建一座日处理

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园区实行一站

式贴心服务，为每个入园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的后勤保障。因此，三垛工业园

吸引了许多投资者来此创业、兴业、乐

业。目前，工业园内拥有4家纺织企

业，24家服装企业，58家消防器材企

业，新增 5000多就业岗位。2012年，

三垛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3.2亿元，

财政收入近7000万元。三垛工业园成

为许多投资者的热土，成为三垛镇强

镇富民的创业平台，为三垛古镇的发

展注入活力。

三垛经济腾飞推动了文化的发

展。斗坛庙缭绕生活芬芳，光福寺传来

催人奋进的钟响。少游广场，绿草鲜

花，点缀曲桥、碧水；诗词碑廊绽放婉

约豪放；综合影院洋溢幸福海洋。三垛

人民不满于此，他们还要在“古”字上

进一步挖掘，让三垛古得深沉、厚重、

大气；让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让文化聚人气、聚名气、聚才气；让

潜在的文化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更好

造福于民。三垛镇已启动少游乡村游

项目，拟将老二街打造成亲水、复古、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明清一条街，成为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时代在发展，三垛在前进。三垛人

民正积聚能量，在新的起点上，为实现

心中美好梦想，扬帆远航。

芦花摇曳满心田
□ 韩 瑛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

绵，路上彩云追。”--雷佳《芦花》

一句简单明快的歌词，娓娓唱出了芦花随风

而舞的独特神韵。而走进川青小学“芦花少儿诗

社”，那帮稚气未脱的孩子，正用纯真的目光注视

世界，用纯洁的心灵感悟生活，恰如漫天飞舞的花

絮，在翩翩起舞中，吟诵出天真而烂漫的诗章：

挽一缕缕春风/采一片片阳光/把春天的花

冠/戴在大地的秀发上/留下一片浓浓的绿/发

出一路淡淡的香/把春天的温柔/融进我们的心

田里/踏上一路路清香/撒下一串串欢笑/让我

们拥抱自然/拥抱无限的希望———王宋·《春游》

这首诗是由“芦花少儿诗社”的小学生创作

的。诗社从1991创办至今已有22年，至于得名，

则是根据当代诗人沙白到川青采风的题字“川青

秋色好，芦花大如雪”而来，后孙轶清先生亲自题

字并题写刊名《芦花少儿诗选》。一间挂牌“芦花

少儿诗社”的教室，便成为孩子们根植诗歌梦想

的园地。“种植诗歌，放飞心灵”是“芦花”的精神

内核，她用诗歌擦亮了孩子明亮的双眼，唤醒了

孩子稚嫩的心灵，众多懵懂少年在这片放飞梦想

的乐园里自由翱翔，或许世界也会因此多了一点

朴素、少了一些虚荣，多了一点纯真、少了一些虚

伪。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算起来离现在还不

算遥远，但总觉一路走来，相较于川小的孩子们

就显得稍微有些单调了。我看着他们，感受到了

好奇与真诚，不知道他们看我，是否能够看出我

的丝丝羡慕与“嫉妒”。依稀记得，从李白的“床前

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到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再到海子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诗歌越读越多，理解也越来越深，

可却没有动手写过诗歌，更没有胆量去品评。后

来直至大学，因为专修汉语专业，才有机会从文

句格式方面重新认识诗歌。但由于当时老师的一

句话，便将打算自己写诗的念头打压了下去，“学

中文的人一般只读诗、品诗、评诗，最好不要去写

诗，因为你写的诗往往没有非中文专业的人写得

好。”现在想来，虽然有些偏颇，但觉得终究还是

有些道理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专业得将自己

深陷在了“平平仄仄”、“条条框框”里，难以自拔。

我羡慕，也很“嫉妒”川小的孩子们的幸运，他们

能够在没有束缚的心灵世界里徜徉，在充满童真

童趣的时光里自由想象，写出梦想，也诵出天堂，

拥有着令人向往的单纯与自由。终有一天，他们

会走出校园，走进社会，或许没有多少人成为诗

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作家，但根植于心田

的诗歌情怀却能够相伴一生，成为生命里不可或

缺的文化力量。

我在想是否只有临泽这样拥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地方，才能让“芦花”自由成长？是否只有在她的

呵护下，才能铸就起诗歌萌芽的殿堂？思考了很

久，还是没有答案。

但偶然间，听闻有人说临泽已是“古镇风韵寻

无处，笑对今人惜古人”，我倒想让说的人停下脚

步静静看一下这座古镇，纵然已满眼陈旧，也渐渐

沧桑，但你是否看见，一抹新绿正在和煦春风的呵

护下悄然成长，焕发崭新的活力。看着孩子们天真

无邪的脸庞，诵读诗篇时认真的神态，不禁感叹，

在高邮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早已打破文化发

展的桎梏，让“薪火相传”成为推动“古城换新颜”

的力量源泉，这既是历史底蕴的延续，更是文化积

淀的勃发，在这个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不断冲击

固有价值观的时代，我有幸见证了最为质朴的信

仰。

在川小这座小小的校园里，在临泽这片沧桑

的古镇中，在高邮这座古老的城墙下，青春的力

量正在渐渐萌发，将千年文化底蕴作为基石，一

群人众志成城，全社会共同努力，全力打造具有

浓郁江淮特色的全国诗词之乡、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让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在这一代文

化人的手中焕发青春魅力，在一代又一代邮城子

民的薪火相传下，成就梦想，也书写出最为华美

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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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霞

迎着桃杏舒红的芬芳，笔者来到

卸甲的巧妹子科技养殖园，看见了

猪满圈、鱼满塘、鸡鸭鹅叫声嚷嚷、

果蔬飘清香的和谐场景。走进充满

文化气息的会议室，听着巧妹子生

态园总经理、知名作家雪安理富有

激情的介绍，为我们“美丽高邮城乡

行”采风团一行描述了一幅花园猪

场、生态猪场、文化猪场的蓝图。据

了解，巧妹子已经在高邮汉留镇曾

珏村扩建养殖园二期，整个工程共

占地1000亩，将建设22栋公寓化猪

舍，预计每年出栏生猪将达到3.8万

头。到时候猪将住空调房、睡上“席

梦思”，用着抽水马桶，除了空调、马

桶，猪舍中还将播放诗歌朗诵和轻

音乐，这也将是未来小猪们生活的

最大变化之一。“猪和人其实一样，

听着音乐，就会更放松，长得也更健

康。”薛巧云向笔者介绍。日本一份

杂志上的文章称：对饲养中的猪放

音乐，可以对猪的肉质进行改善。而

且让猪听舒缓优美的轻音乐，比让

它听激烈强烈的摇滚乐，其肉质的

改善更显著。每当轻音乐响起，母猪

们都会表现得很安静、很享受。高邮

的市民将很快有口福吃上“音乐猪

肉”了。

眼前这位“巧妹子”薛巧云朴质无

华，可也是有着传奇经历的女人。雪

安理先生和我们讲了“巧妹子”的创业

史：
上世纪80年代，薛巧云在市红旗

纱厂当工人。父亲在上海养猪，一头

猪4个月出栏后可以纯赚100元，父

亲第一次卖了 100头猪就赚了 1万

元。这可着实让一个月仅拿93块钱

工资的薛巧云眼馋了，1987年2月，

薛巧云从纱厂辞职并向厂里借了800

块钱，只身跑到上海。

上海有个万头猪场，猪场里有片

猪舍，几年来接连死猪，没人敢租赁，

租金便宜。薛巧云不信邪，她承包了这

片猪舍，分析可能是病菌导致猪死亡。

于是她用石灰垫高地面，四壁用生石

灰反复熏蒸杀菌。此时她仅剩下200

元钱，连抓苗猪的钱都没有。她听说卖

苗猪的老板是浙江嘉善人，就只身直

奔老板家求援。浙江老板极为感动，决

定先提供给她1000头苗猪，猪长大卖

掉后再付钱。以后老板每次运猪饲料

到上海，也给薛巧云养猪场带上一份，

两人也成为朋友。在上海养猪8年，薛

巧云赚了40多万元。

2000年，薛巧云回高邮老家，在

城郊养猪，并开酿酒坊、办绣花厂，家

里每年收入数十万元，小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

2008年，在家乡招商引资政策

感召下，闲不住的薛巧妹决定在卸

甲镇周庄村创办万头猪场。在107亩

荒地上通电通水兴建猪舍并非易

事。8000多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和设

备投资需 500多万元，压力很大。

薛巧云邀请专家论证并筹措资金，

先后在上海、本地融资500多万元。

有了资金后，薛巧云和10多名员工

吃住在简陋的工地上，施工队伍日

夜施工……

岁月如梭，但奋斗让光阴有了价

值。

如今走进巧妹子科技养殖园，花

园猪场、生态猪场、文化猪场的印象

油然而生。门前，一口20亩的大鱼

塘，四围绿树长，一排凉亭搭侧旁。

辟有葡萄园、蔬菜地，一群群鸡鹅鸭

在欢歌。远处田野上，麦苗绿油油、

菜花金灿灿，好一派田园风光，休闲

垂钓采摘乐逍遥。说到近期的工作，

巧云直言：“最近的工作并不轻松。”

为了打造放心食品，在选定的放心猪

肉养殖基地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标准

化生产改造，要达到良种化、设施

化、无害化、防疫化、饲养化和产品

无害化的“六化”标准才能够称之为

“标准化生产”。“环保也是我们的重

点工作之一。”薛巧云告诉笔者，她

现在正在使用“发酵床养猪技术”。

在正常的猪圈里挖一个 80公分到

90公分的坑，然后用垫料填满并加

上有益微生物菌种，这样猪排泄的粪

便就会被微生物菌群分解。这样的

技术处理虽然每平方米的造价高达

百元，但每个填充好的坑可以利用 5

年，不仅减少了处理粪便的费用，达

到了环保的效果，而且由于可以分解

粪便的菌群不能够与抗生素同用，还

可以有效避免养殖户给猪注射各种

禁用的增膘针剂。

薛巧云，这个抱着“带乡亲们致

富”的朴素想法的农村女人，已经是一

个名人：她是高邮市“创业之星”、扬州

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省十大农民女

状元、全国“创业之星”、省人大代表、

全国“三八红旗手”。然而尽管如此，她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还是“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她说要致富思源、感

恩图报，带领更多养殖户致富，与当地

农民共建共享，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

和美好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美丽家

园。

张叶沟流淌在我心中的河
□ 刘金友

老家卸甲有条小河，叫张叶沟，我虽然不

知道小河究竟形成于哪年哪代，从哪里来，流

向哪里，但确信它在这里一直流淌着。她弯弯

长长，长长弯弯，似一条玉带穿镇而过；又如

一支饱蘸油彩的画笔，涂抹着家乡的田园风

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妆扮一新的张叶沟

河成了乡亲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老家独

特的景致。

她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时至今日，每当

忆起那条河的时候，心境就会莫名的开朗与

欣慰。那时，我们一群差不多大的调皮鬼，总

喜欢冒着酷暑，瞒着大人，脱光衣裤，跳进河

里嬉水。打水仗，扎猛子，仰泳，“狗刨”等等样

样能行。疲倦时，索性在水里观赏一漾一漾的

浪花扩散着轻吻河岸和野草，惬意的情愫顷

刻间油然而生。有同伴呛水了，我们发扬团队

精神拯救；有同伴腿脚抽筋，我们合力把他抬

上岸去；有同伴游技欠佳，我们轮流着示范、

传授。就这样，我们的游技在“吃一堑、长一

智”中更加娴熟，我们的喜悦洋溢在稚嫩的脸

庞。运气不佳时，乡亲们赶来，边责备我们不

听话，边折根柳条，还把我们的衣裤收起来，

准备来个“深刻的教训”。不幸难免发生，柳条

在我们屁股上飞响，喊痛的啼哭声回荡在小

河两岸。“下回不了”的保证表态得无可奈何。

其实，大人们何尝不疼爱自己的儿女们，只是

盼望着儿女一生平安，才高扬起惩罚的柳条；

我们何尝不知道私自下河洗澡的危险，只是

为了童真，才铤而走险地到河里寻觅属于自

我的天地。不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我们憋

慌了，经不住怂恿，又邀约着扑向清澈见底的

河里，继续畅游。因为那才是我人生中最真诚

的部分，流露出了我们年少懵懂的无邪、狂

野，甚至还有一些叛逆的个性。

春换秋移，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张叶

沟。到了离家较远的龙奔上中学，到镇江上了

中专，再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漂泊他乡的我却

始终惦记着老家弯长的张叶沟河，她的风姿

已牢刻在我心里，那“哗啦啦”动听的歌声始

终在我耳旁回响。尽管离开小河已二十多年，

但确信我身体的细胞里仍然饱含有小河给予

的水分和营养。

一天下午，宣传部的同志电话通知我参

加市里面组织的“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活

动。看到采风路线时，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老家的“张叶沟河”居然在列！几年前去汉留

办事时曾经过张叶沟河上的一座桥，但只是

一路而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次必得

深入了，哪怕是近乡情怯。

我们一行从天山神居山、菱塘民族乐

园、临泽生态度假村、龙虬庄遗址、三垛少游

广场一路走来。到了张叶沟河，车刚停稳，我

就急不可耐地冲下了汽车，仿佛见到了阔别

已久的恋人，左看右看，或远或近，熟悉而又

有点陌生。儿时嬉闹的影象，历历在目，内心

怦然震撼，变化太大了。整齐的护坡，高高的

驳岸，成片的绿化，红的花，绿的草，如果不

是空间定位，我还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魂

牵梦萦的张叶沟。看河水还那样静静地淌

流，依旧那么清澈，水中荡漾着的水草好像

在跟我诉说着什么；小河就像一个打扮一新

的新娘，用她那温柔的眼睛仰望着我；甩入

水中的瓦片还是如以前一样在水面顽皮地

跳跃，仿佛在向我宣扬着它的身手矫健。我

知道，这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建设“五个高邮”

的战略部署，得益于镇党委一班人的务实之

举，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惠及更多农

民。去年把张叶沟河改造作为镇十大工程之

一，投入了 1200多万元，疏浚了河道，新建

了驳岸，便民活水；东西两岸码头，依河而

建，河上大桥，似长虹卧波，浑然一体，美观

大方，漂亮雅观。河两旁一座座楼房都用乳

胶漆刷了，黛瓦明壁，仿佛穿上簇新的衣裳。

不远处居民小区屋舍俨然，鸡鸣狗吠，路面

整洁平坦，原来零乱黝黑的猪圈都拆除了，

畦畦菜园，块块花圃，碧绿凝翠，飞红着绿，

生机盎然。河里鸭鹅三五成群，或悠然自得，

或戏水高鸣。沿河堤前行，亮化、绿化一步到

位，层次分明，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沿河两

岸依堤铺展的是层层叠叠的花草，红的绿

的，一株株，一片片，浓墨重彩，肆意泼染。触

目所及，满眼皆是春花烂漫。原来杂乱无章

的河堤经过整修，也都栽上了树苗，一行行，

一列列，挑着几片树叶，有点清秀惹人怜。路

边柳枝随风飘摆，仿佛害羞似的，不用心还

真抓不住它。

闲谈中，一位老人告诉我：“现在这条河

一天到晚都很忙，白天河里有船来往，晚上岸

边有人走动，灯一开，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跟

城上不得区别。原来我们晚上跑路都要点个

火把、带个电筒，现在什么也要不着，不光走

路亮堂，心里更加亮堂。”老人家不经意的一

席话，我蓦然觉得这条小河变美、变靓，变得

生机盎然，富有朝气，不正是家乡新农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吗？看着张叶沟河与家乡的亲人

们彼此相伴，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着实让人

羡慕。

张叶沟河，这条流淌在我心中的河，我怎

能不想，如何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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