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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第三次回邮拾零
□ 陈其昌

朱延庆君以优美、生动、精炼的语言写了《汪曾祺最后一
次回故乡》一文。其文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味、文学味，亦显现了
宝贵的史料价值，好似鸣响了高邮纪念汪老逝世 20周年活动
的前奏曲，回荡在汪迷和乡亲的心中。作为当年参与接待者之
一，拾得活动的碎片，连缀成文，再现汪老最后一次故乡行的
情景，亦是对汪老的深切缅怀。

1991年一个秋日的午后，汪老再一次登上文游台。这台
明明是一个土阜，旧时却被人们颂之为“峨峨百尺台，高耸入
云端”。虽是夸张，登台远望，确实可观湖天稼禾，令人心旷神
怡。这次登台，汪老精神矍铄，步履矫健，除了书写“此翁筋力
未全衰”的条幅赠送相关人员外，还特地为主体楼的匾额题写
了“稼禾尽观”，以对应李一氓题写的“湖天一览”匾额，其中一
个“稼”字，早在 86年就考量了，是“嘉”还是“稼”，最终还是选
了“稼”字，其词性和实景都颇为贴切，让人点赞。

汪老偕夫人下榻于北海大酒店。他住的房间里常常谈笑
风生。他回乡带了几本相册，其中不乏与中外美女亲昵的照
片。我问施松卿老师，对此有何看法，施老师说，他们隔得远
呢，可望而不可即。在房间、客厅、会议室，谈文学、说生活、听
音乐，汪老吞云吐雾，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众多文学青年都围
绕在汪老周围，有人求其签名，有人要与他合影，他都应允，于
是一拨拨人分别单独与其合影。

不知是谁提议，在会议室跳拉手舞。有好几对青年男女跳

着中四的节奏，很快进入佳境。有人邀请汪老跳一曲，汪老说，
早年跳过，现在生疏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玩吧。于是，年轻人跳
了一曲又一曲，着实疯了一把。汪老是个性情中人，也只有他
才能独坐观舞。有个摄影者将此场面摄下，将其乐融融的场景
定格。

在高邮亲戚中，大姐汪巧纹是“老大”。一天下午，汪老约
家人到大酒店叙谈。巧纹说，不！叫他回家叙叙。因此才有了
金家渝、赵京育等人“蜗居”在老家，听他介绍个人创作。他说，
除了《大淖记事》《受戒》《异秉》外，他自己最欣赏《职业》。家中
谈说也少不了酒，花生米就可下酒。家中能够与他等量对饮的
只有海珊。以致两年后，汪老以自身的感悟书赠一副关于酒的
藏尾联：断送一生唯有（酒），消除万虑无过。

汪老最后一次回乡，常与巧纹结伴而行，走街串巷，寻访
旧迹，有时两人共同选买一根耳朵扒子，有时买到用面粉和萝
卜丝做成的油端子，边走边吃，津津有味。他们在回顾历史，也
在回归童年；他们在品味小吃，也在品味亲情。

汪老是把亲情看得很重的人。一次在亲戚家喝酒，听说徐
克明的伯父徐殿华家有汪菊生的画，立马由克明带路赶去观
赏。汪老父亲的画多是写意，徐家的却是工笔花鸟。画是嵌在
橱子上层的，汪老踮起脚看个仔细，连夸好画，是下功夫的。他
感叹道，家乡不乏俊彦之士，因身处户牖之中，声名常不出里
巷。后来，汪老想以自己的画换回父亲的画，徐殿华通过克明

表明不想割爱。几年以后，徐殿华想把汪菊生的画送给汪老，
可惜汪老已辞世了。

汪老在邮时间虽不长，结识的人却不少。文化水平和佛法
道行较高的石香和尚就是其中一位。他对汪老说，你笔下写的
庙里的事，在有些庙里确实存在。你不是写受戒，是在写破戒。
众人听了，相视而笑。

汪老讲课式的讲座有好几次，市委党校礼堂的那一次人
数最多，可谓爆满，八九十岁的张也愚夫妇、老校长曹韵瑜等
都在聆听。讲座结束后，汪老找到张老夫妇，谦虚地说：“请兄
长指教。”当时，主持人是市政协副主席朱主席，他与汪老互
动，台上与台下也互动。有人递条子问：汪老，小和尚是不是
你？我们没有把条子递给汪老，因为我得知，汪老已在吴毓生
送过去的《北京文学》登有《受戒》的页面上有过题词：这不是
我！我们不能硬逼他认账，尽管后来他承认是写他初恋的感
觉。

汪老题诗、题词常有与人不同之处。位于运河河心岛的
镇国寺塔是高邮的象征。高晓声曾为该塔题写：猛士的宝剑，
姑娘的胸花。这是很富有想象力的。可是汪老的《镇国寺偈》
一诗中的“至今留得方砖塔，塔影河心流不去”，将文物、历
史、感悟杂糅一起，让人浮想联翩，非高的题词可及。这塔，就
是见证历史、迎接紫气东来的诺大惊叹，将永远竖立在我们
的心里。

（上接一版）此外，市财政设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专项基金，
并逐年与财力同步增长，重点投向高邮湖生态保护、产业转型
升级、节能减排等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重点工程。

为防止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久拖不办、推诿扯皮和工
作不力等现象，我市建立了定期督查、通报和考评机制，制定
专项考核办法，把此项工作作为乡镇园区和部门工作综合考
评的重要内容，提高考核权重，对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实
行“一票否决”。

壮士断腕治污———
做生态损耗污染排放的“减法”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

建设过程中，我市始终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基本、最普惠的
民生工程，以“263”专项行动为抓手，以群众反映强烈、上级督
查通报、媒体公开曝光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多方面齐抓共管，
多领域协同并治，全力抓治理、求突破、见实效，持续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让人民群众在环境改善上有更强获得感。

———铁腕治污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全市上下确立
了生态先行的发展底线。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实行环保一票
否决制，先后拒批或劝阻投资高耗能高污染各类项目 100多
个，关闭了造纸、化肥、磷肥、玻璃等数百家企业，不少是地方
支柱企业。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启动后，我市敲定生态红线保
护区、南水北调输水通道和通榆河清水廊道等重点区域内化
工企业“关停并转迁”的具体名单，对目标企业以铁的纪律、铁
的手腕治理到位，形成震慑力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今年，计
划关闭 11家化工、22家“十小”企业，大幅压减落后化工产能
和能耗高、工艺落后的企业。对环高邮湖、京杭大运河等南水
北调清水廊道沿线不符合要求的 13家小沙石码头、小船厂、
搅拌站全部实行关闭或搬迁。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近年来，我市全面开展黑臭河
流综合整治，先后完成了南澄子河、香沟河等城市河道整治。
同时，对城区中大沟、支农河等 10条河流进行综合整治，今年
启动实施 7条，确保到 2020年全面消除城河黑臭现象，逐步

恢复河道“河清、水净、岸美”的生态水乡面貌。以中小河流治
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工程为契机，对总氮、总磷未达Ⅲ类水的主
要入湖河流逐条评估，进行综合整治，不断促进流域水质持续
好转。推进乡镇污水治理，加快湖西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建
设，推进沿湖乡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率和
处理率。以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特色小镇建设为
抓手，加快村庄污水处理站建设和示范推广，不断提高水环境
质量。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执行规模化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通告，6月底前关闭和搬迁禁养区内 30家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其中沿湖 1公里范围内 6家。大力推进退渔还
湖、退围还湖，今年无证非法养殖面积4.5万亩全部退出，削减
持证养殖面积0.7万亩，并逐年持续推进。

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做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的“加法”
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核心板块，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启

动后，我市快速反应，率先作为，规划实施以“十大生态工程、
百里湖堤运动风光带建设工程、千条河道沟渠整治工程、万亩
土壤湖面生态修复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十百千万”工程，制定
近期、中期共 8大类 55个重点工程项目清单，进一步厚植生
态优势，使绿色发展成为高邮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标识，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高邮样板。

———大力建设十大生态工程。依托我市资源特色、生态基
础，立足发挥优势、放大优势，大力建设融林业、农业、旅游、文
化、休闲、运动、科普、商贸、娱乐等多功能、复合型、创新型的
生态中心，通过构建区域性生态“绿岛”，维护南水北调输水廊
道生态环境，辐射带动全市范围的生态建设。高邮湖生态中
心、清水潭旅游生态中心、龙虬庄生态中心、神居山 -状元湖
生态中心、八桥农业生态中心、城市中央公园、界首芦苇荡湿
地、三阳河生态清水廊道、盐河生态风光带、渌洋湖生态湿地
等十大生态中心建设的责任单位，迅速成立专门的建设班子，
对照目标细化方案，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争取扬州市江淮生态

大走廊建设基金支持等方式，多头多路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全
力促进工程早开工、快建设。

———加快打造百里湖堤运动风光带。大运河和高邮湖是
我市水乡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市生态环境的重要品牌，
我市把 44.1公里的运河西堤和 62.9公里湖西环湖大堤作为
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核心区域，加快打造“市民运动休闲、
游客观光体验、城湖河林相映”的百里湖堤生态景观。结合淮
河入江水道整治工程，按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道和环湖自行
车赛道的标准，科学规划建设环湖堤顶防汛道路，通过举办
各类赛事，扩大影响，宣传高邮。切实加强沿河、沿湖环境综
合整治，不断加大生态防护林建设力度，构筑高标准绿色长
廊。

———全面实施千条河道沟渠整治工程。水是江淮生态大
走廊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水环境治理必须兼顾上下和左右，整
体推进。城区围绕实施“清水活水、不淹不涝”工程建设，加强
城区河道控源截污，畅通水体流动，修复沿线生态，全面推进
雨污分流。农村河道积极争取河道疏浚整治、中小河流治理重
点县、高邮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国家扶持项目，按照
市、乡镇、村分级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河长制责任，全面推进
骨干河道、县乡河道整治工程。通过对城乡 1000余条各级河
道的疏浚整治和水利设施的改造提升，努力把全市境内的所
有河道都打造成流动的风景，提升水生态，维护水环境，做足
水文章。

———积极推进万亩土壤湖面生态修复工程。严格贯彻执
行国家“土十条”“水十条”，积极推进土壤和养殖水体生态环
境修复。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生态有机种养、应用测土配
方施肥等技术，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和高标准粮田建设，增加土
壤有机投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切实减轻化肥、农药污染。大
力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全年新建大中型沼气工程 3个，逐
步实现农村能源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加强罗氏
沼虾产业的统一规划，控制罗氏沼虾养殖规模和养殖密度，积
极试验示范推广罗氏沼虾尾水处理养殖技术，减少养殖尾水
排放，净化养殖环境。

“十百千万”工程建成后，650平方公里江淮生态大走廊
高邮段将呈现出美好生态画卷！

保护好一江春水向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