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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洗涤心灵的文化之旅
———《高邮日报》读者团走进“扬州讲坛”活动侧记

□ 管玮玮

随着星云大师创办的“扬州讲坛”走上顶
级高端文化论坛的行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市民尤其是文化爱好者都把走进“扬州讲
坛”，亲身感受大师们的风采当作自己的梦
想。23日下午，经过本报积极争取，首批30多
位市民终于一尝夙愿，乘坐本报与市作协共
同开通的公益文化专车来到“扬州讲坛”，现
场聆听著名作家蒋子龙作的题为《人成精了，
文化怎么办？》的精彩讲座。而这次《高邮日
报》与市作协为高邮读者联合送上的精神“文化

大餐”，也让大家感触至深。他们纷纷表示：“此
次扬州行，是一次洗涤心灵的文化之旅，为我们
点亮了心中的文化之灯……”

幸运，市民首次走进“扬州讲坛”
23日中午，室外高温已达到了38℃以上，但

如此酷热的天气挡不住我市文学爱好者向往文
学、亲近文学的脚步。12点30分，首批获得扬州
讲坛赠票的我市市民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坐上
了公益专车，从高邮出发，一路前往扬州。

在这辆专车上，大家都对此次文化之旅充

满期待。他们当中，有一对父女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经过询问，记者了解到，这位父亲名叫金飞
声，女儿叫金天天，都是《高邮日报》的忠实读
者。“我和女儿都是文学爱好者，平常喜欢写写
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那天，在《高邮日报》上
看到‘扬州讲坛’将向高邮市民赠票的消息后，
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便在第一时
间打电话预约，替自己和女儿报了名。”金飞声
说，最初，自己还担心父女俩不会同时进入首批
获得赠票者名单，直到接到《高邮日报》的电话
通知后，他和女儿才放下心来。

与金飞声心情一样激动的还有今年68岁的
退休教师陆士荣。这位一生酷爱文学、头发花白
的老人告诉记者，30多年前，自己第一次从报刊
上看到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立
即就被蒋子龙作品中鲜明的人物形象所吸引。
此后的30多年，自己一直是他忠实的粉丝，他的
每部作品自己都必读。“因为对蒋子龙的崇拜，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亲眼
见一见自己的偶像，现场聆听一次他的讲座。”
陆士荣感慨地说，没想到这次通过《高邮日报》
的争取，终于让自己的美梦成真，心里特别开
心，自己会永远铭记这次扬州之行。

启发，“文化大餐”点亮青年心中文学之灯
在当天2个小时不到的讲座中，蒋子龙通过

大量的现实事例阐述了“人是怎样开始精变
的？”“在当代社会人们应怎样应对一系列精变
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等诸多问题，让现场听众
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对当今社会种种现象的精
准剖析、对现代人人性及文化精变的各种深入
思考，给我市许多文学青年以深刻的启发，点亮
了他们心中的文学之灯。

来自市财税系统的文学青年徐之标在接受
采访时说，蒋老师通过言简意赅的事例阐明了

一个道理：“要想写出一部经久传世、人人称颂
的好作品，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久的
思想积淀。”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应该坚守自己心中的一
方净土，多脚踏实地、深入生活，写一些富有精
神内涵、接地气的好作品，切不可急功近利、随
波逐流，创作一些低俗的“文艺垃圾”。

来自市政府办的龚晓斌认为：“《人成精了，
文化怎么办？》专题讲座给人的启示就是，无论
社会如何变化，人们的思想怎样精变，我们年轻
人都不应该放弃学习、放弃读书，放弃心中对文
学的梦想。同时，我们也要在创作中，学会用个
性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去看待社会现象、探寻不
一样的风景。”

期盼，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精神食粮
此次扬州之行不仅让30多位市民受到了文

学熏陶，更让许多人因此而感慨良多。
“这些年随着高邮文化事业不断快速发展，

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各式各样的精神文
化大餐，但放眼远观，我市目前仍缺乏像‘扬州
讲坛’这样在扬州乃至全省、全国叫得响的知名
文化品牌，因此作为一名高邮的文化老人，我衷
心希望，今后，相关部门应继续注重对文化品牌
的打造，不断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让高邮真正
成为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市诗词学会副会长
蒋成忠说。

今年79岁的市民邹正寅表示，“通过《高邮
日报》与市作协的组织，我们第一次走进了‘扬
州讲坛’，享受了一场高规格的精神大餐，领略到
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希望今后我市的文化宣传
部门能多组织或举办这样的文化惠民活动，让老
百姓有机会走出家门享受更多的文化盛宴。”

王斌：出租车“跑”出见义勇为省十佳
□ 李久强 殷建荣 金婧/文 王林山/摄

前不久，我市平安出租车司机王斌因多次
救人，被评为江苏省“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他
的事迹在交通系统内一时被传为美谈。

仗义司机 该出手时就出手
王斌今年 51岁，家住高邮镇新联社区，从

小家境贫寒。但王斌的父亲是菱塘原嵇家小学
的校长，伯父是教师，叔父是军人，他从小受家
庭的熏陶，秉性善良。1994年的一天，当时在菱
塘供销社工作的王斌被派到扬州出差，在扬州
老汽车西站的一家小旅馆中，解救了一位被拐
骗的菱塘智障少女。这件事情在王斌的家乡一
时传为美谈。

1996年，王斌从菱塘供销社下了岗，但他并
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勤勤恳恳地四处打
工，先后做过电焊工、电信外线工等工作。辛苦工
作了几年后，2001年王斌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
夏利面的，挂靠客运公司，开始了出租车经营。王
斌走遍了邮城的大街小巷，他骨子里见义勇为的
一腔热血也随着出租车的行驶在不断翻涌。

2004年的一天，王斌送客去界首，在路上
碰见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司机是位开着电动
三轮车运送木棍的 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该男
子在撞人后径直逃走。王斌见状一路向北飞车
追踪，最后配合宝应氾水警方将肇事司机拦住。

就这样，王斌一直默默地做着好事，直到
2014年 7月救人事件被本报及其他媒体报道
出来，他才渐渐被人熟知，当年王斌还因此当选
为第五届“高邮好人”。

王斌在此次当选“江苏十大见义勇为好司
机”后，感慨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小小的事

情，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没想到
政府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称职司机 高标准严要求
作为出租车司机，王斌努力做到送一个客

人、结一个朋友。2009年的一天晚上 8点多，一
位男子坐上了王斌的出租车，在下车的时候将
随身的公文包遗落在了车上。王斌看到包里面
有 2万多元钱的现金，还有手机、工资存折等重
要物品，当即按照包里的资料，辗转联系上了这
位男士，并亲手将公文包交给了他。这位男士对
于王斌拾金不昧的行为大为感动，之后的日子
一旦有乘坐出租车的需要，便主动和王斌联系。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

由于信誉度高，客户都很信任王斌，总有人
找他接送。而王斌接送客人也是有原则的。王斌
白天开出租，有晚上在家小酌两杯的习惯。如果
这时有熟人打电话来，请王斌开车带客，王斌是
绝不会答应的，但是他会把客源介绍给他信得
过的同伴。王斌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乘客负责。

目前，王斌在我市平安出租公司工作，每个
月都由公司组织去交通运输局客管处参加一次
继续教育学习。除了学习出租车客运服务规范、
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客运管理法律法规等知
识外，还学习了解邮城旅游景点知识，以便给外
地的游客当好导游。与此同时，王斌还学习了丰
富的急救知识。

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处主任戚晓峰告
诉记者，客管处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已经持续举
办了近五年时间，五年来，王斌没有一次擅自缺
课，而且学习起来特别认真。过硬的基本功，为王
斌在突发事件中抢抓救人时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爱心司机 行动感染身边人
王斌还是江苏交通广播网高邮爱心车队

的一员。能成为我市 10辆爱心车队队员中的

一分子，他感到很光荣。每次爱心车队组织活
动，走进社区、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等处送温
暖、献爱心时，总能看到王斌忙前忙后的身影。

在爱心车队里，他还是大家的生活委员。
每次爱心车队开会的时候，王斌总是和他的队
友讲：“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遇到别人有困难的
时候都要帮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就很有可
能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失。”

今年 3月 28日，爱心车队指导员陈世民
偶然载卸甲镇龙奔村“五保户”曹登田上城看
病，得知曹登田因治病家中已一贫如洗，他当
即将这种情况告知爱心车队成员，大家在商量
后一致决定义务接送曹登田就医。每次轮到王
斌接送曹登田时，他总会买几十个包子给曹登

田带着，生怕曹登田饿着肚子。在王斌的带领
下，爱心车队的其他队员，每次接送曹登田时，
也会给他捎点吃的。爱心车队队员王翠香这样
评价王斌，“他平日里对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
对有困难的人总是慷慨解囊。”

为了宣讲文明交通知识，宣传爱心服务理
念，带动更多的驾驶员做好事、献爱心，王斌拿
出“省十大见义勇为好司机”奖金的一部分，筹
建了驾驶员图书室，让驾驶员在休息之余，补充
精神食粮。王斌对记者说：“出租车就是城市流
动的窗口，我们的形象就是整个高邮的形象。我
建这个图书室，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驾驶员提升
自身素养，增强集体荣誉感，将这份荣誉感带入
到工作生活当中，做好事、献爱心。”

王斌（右三）与爱心车队成员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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