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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插

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逆

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
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

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

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
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
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
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
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践
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
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
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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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 屏淮路 非机动车闯红灯

不文明出行

6月 12日 海潮路 行人在机动车道行走 6月 4日 健民路 电动三轮车违法载人

5月 24日 珠光路 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 6月 12日 海潮路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 6月 12日 府前街 机动车不按规定停车

朱治高：用勤奋点亮人生
□ 陈其昌

197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穷人家的
孩子朱治高经人推荐到临泽公社党委当打字
员。他从我工作过的朱堆中学高中毕业后，担
任小学代课老师刚两个月，便有了新工作，让
同学羡煞。我是他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他品学兼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保存的
学生登记表上，他自己总结：“两年学习，取得
可喜的进步，德智体有了一定进步……今后
我决心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到劳动岗位
上勤奋努力，不断进步。”这是他真实的自白。
他家就在学校对河，父亲种田，也做篾匠。从
1962年起连续 11年超支，压得朱家喘不过
气来。朱治高时常旷课去挖二交茨菰、割青
草、拾鸡粪、捡蓖麻籽。他读初中时还为老师
做过刻蜡纸、改作业的事情。为填平超支的漏
洞，他父亲夜以继日忙编织，可是编织的仍然
是有漏洞的捉襟见肘的日子，苦涩的生活长
期未见改善。他父亲常说太阳总要从我家门
前过的。

可不是，在四十多个同学中，朱治高被公
社领导看中，到办公室当打字员。这就是阳光
洒在了屋檐上。朱治高很快适应了公社大院
繁杂的生活，打印文件，准备会议材料和场
所，轻车熟路；参与填报汇总统计表，把成日
转田头的领导脚印衍化为生产数据报到县
里。时任党委书记的周保桃不是那种“大衣一

披，指东划西”的干部，他要求上报的材料一
定要实，不许有水分。同时，朱治高还得打扫
庭院，整理卫生，卖饭票，卖分配的计划香烟。
与公社的陈会计一起，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
晚十一点，中午不休息，也没有周末，一年很
少休假。每晚最后一件事，关好大门，上好门
档，然后上床酣然入睡，到梦中得以轻松。

如果说，朱治高在公社当打字员，是工作
的起始点，那么，他 1974年底入伍当兵则是
人生转折点。公社领导舍不得他走，破例为他
搞了聚餐，提前穿上军装集体合影，稚嫩的他
站在老书记身后，眼含泪花，从心眼里感谢领
导的培养和厚爱。出发前公社一位副主任受
老书记委托，给他兜里塞了 40元（几乎相当
于两个月工资），也送来一份关爱。

1975年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命运再次
垂青他。刚从遵化山区拉练回来的朱治高被
调到孔原（曾任总参谋部政委）身边担任警卫
工作。在孔原身边的日子里，他留下了一串珠

玑似的记忆。他几乎24小时负责首长的起居
和安全，首长上班或外出，他是跟班，还经常
陪同首长去尚未开放的北海、景山公园散步。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孔原去看望邓大姐，
小朱随同去了西花厅，与邓大姐同桌用餐，标
准是四菜一汤。

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有幸见到许多党和
国家、军队领导，聆听首长的教诲。尤其是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革命胸襟和
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让他受益良多，为今后
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

1979年一次偶然机会，小朱被调去干部
管理部门帮忙。尔后，他又被留下从事干部任
免工作，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新阶段。刻苦钻
研、经常加班加点，使他很快独当一面；潜心
本职、办事一丝不苟，使他对分管业务得心应
手。

38年的军旅生涯，朱治高一直是勤奋努
力的。他在地方大学、军事院校、中央党校学

习进修过，从总部机关到直属单位、部队，再
回到机关，他干一行，爱一行，在实践中成长
提高。1995年、2011年，他两次随领导到五
大洲多个驻外使馆巡视。他还参观过卢浮宫、
诺曼底登陆遗址、比利时滑铁卢等名胜古迹，
也去过纽约大西洋城、穿过荷兰阿姆斯特丹
红灯区。这不是猎奇，而是为了了解驻外人员
工作生活环境。他还曾为某高科技单位广纳
人才，选调了不少行业精英。他参与组建担负
特殊使命的某无人机部队，曾两次在天安门
接受检阅。

军旅生涯结束之前，朱治高策划主编了
历史文化工程系列丛书，洋洋洒洒数百万字，
彰显了他的责任意识和驾驭能力。为完成《当
代中国人物传记》之一的《伍修权传》，他受命
担任编写组长，与有关同志踏访 6省市 10余
个县市，采访近百人。撰写任务完成后，受到
各方好评。

朱治高从正师岗位退休后，以其实践积
累，继续发挥余热，在国家机关某重要平台从
事审查把关工作，大到内容导向，小到画面字
幕，围绕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严格把关，默
默奉献。

“太阳总是要从门前过的。”是啊，太阳已
照耀朱治高迈上了人生新台阶。

二吾照相馆变迁记
□ 陆家先

三垛镇上的二吾照相馆是一家老照相馆，方
圆百里的乡亲都熟悉它。这家照相馆是我父亲陆
慰愚于1935年创办的。

二吾照相馆一开始设在三垛镇北头，兼营
铁炭生意。照相馆名字由我祖父陆亦奇命名。

“吾”即我，真实的我与照片上的我合称“二吾”。
父亲总是自己去上海购照相器材，德国的镜头、
美国的相纸，真材实料，诚信经营，有口皆碑。二
吾照相馆曾开到高邮城的北门大街附近，后因父
亲子女多要照顾，无奈又回到三垛镇上营业。

1943年，父亲在三垛镇东三街上买下孙氏
的房产作为新照相馆。这房子古色古香，高大宽
敞，开北门，跨两级厚条石台阶再跨高门槛方可
进门。大厅两侧是东西房
间，天井不大，正屋的西边
有个很大的院子。父亲设
计了三间联通的凹型楼房
与正屋相接成口字形。

照相馆是个连家馆，房
子里住着我们一家十多人。
近20平方米的照相室设在西边的楼上。屋顶盖的
是透明玻璃，里面用深颜色的布帘遮挡，照相时根
据天时阳光，调节布帘，设计用光。东边的楼上用木
板隔了一间狭长的不足5平方米的暗房，洗印照片
专用。暗房的两头各有一扇窗子，西头窗子用的是
红玻璃（暗房只好用红光），东头是木板窗，窗外与
別人家屋顶相连，木板窗平时一直关着。

这间小暗房还有个惊险的故事。三垛解放
前夕，反动政府抓壮丁。一天晩上，他们到我亲
戚家抓人，知道人在二吾照相馆后，随即到我家
门外不停地敲门。父亲入神细听，发觉来者不
善，立即要这位亲戚上楼，从暗房东窗出去，躺

到屋面上的天沟里。敌人进门捜查，又到楼上寻
找，最后只好空手而归。

我祖父陆亦奇晚年居住在东边楼上，房间
兼书斋紧靠暗房。祖父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
曾是江苏省督军程德全的家庭教师，书法功夫
驰名江沪。解放后是高邮首届政协委员，他吃斋
信佛，勤于读书练字，自称浪翁居士。

三垛解放后，二吾照相馆在镇上仍是独家
经营，技术业务由我大哥负责。大哥遗传了父亲
勤劳好学的基因，拍照、洗片、修底片，样样精
通，并练得一手好字。

父亲有时会接到三垛派出所拍摄案件照通
知，他就让大哥带上照相机随侦破人员奔赴各

地，现场拍摄罪犯作案后留下印迹等，然后回家
赶忙洗好照片送到派出所，受到好评。

60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二吾照相馆
生意也清淡了，濒临倒闭。父亲利用自已镶牙技
术创收，还学会做伞的手艺，赚钱补贴家用，支
撑着照相馆经营。

后来，随着三垛中学和小学师生增多，给照
相馆带来转机。毎年暑假之前，大哥就会肩扛外
拍相机，手拎三脚架，到三垛中学操场上，为初、
高中毕业生拍集体照。洗印好的照片上大哥手
写的一行秀美毛笔字格外引人注目。

每逢春节，许多人会穿上新衣服，到照相馆
拍张照片。这是二吾照相馆最热闹繁忙的时候。

照相室里挤满了人，大家排着队等候着。大哥总
是认真为每个拍照的人摆好姿势，调准灯光，发
觉拍时眨眼的，就即时重拍，一丝不苟。

有小伙子参军到部队后，思念家乡的亲人，
亲人们就拍张照片邮递过去。有些人要求快点
拿到照片，父亲和大哥总是有求必应，带晚加
工，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照片了。

文革期间，二吾照相馆因私营性质，受到冲
击。但因三垛人民需要照相服务，二吾照相馆仍
正常营业。

1981年，南水北调工程造福人民，三阳河从三
垛镇穿过。二吾照相馆拆迁了，大哥在镇上的健康
路北首重建了楼房，仍旧照相。

改革开放的政策让老
百姓渐渐富裕起来，也给
二吾照相馆带来生机和活
力。大哥更换了照相座机，
添置了灯光和布景，新买
了各种道具，照相室设计
成欧式场景。大哥的二儿

子积极协助老爸照相，料理相关业务。
进入新世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傻瓜相

机、自拍手机大普及。人们已习惯于自拍自娱，
甚至中小学校的学生毕业照也自已拍摄了。二
吾照相馆陷入惨淡经营的境地。这时大哥已是
七十多岁的老人。最终二吾照相馆于2008年关
门停业，结束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

二吾照相馆用影像艺术，为三垛周边男女老
少留住了很多精彩瞬间，为许多单位提供了珍贵
资料。虽然二吾照相馆已经关门歇业，但它是三
垛镇文化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是三垛几代人
的美好记忆，也是三垛陆氏家族的光荣与骄傲。

同窗聚会
! 潘朝霞

三年的同窗

三十年后的再见

掩饰不住的激动和泪水

儿时的灿烂，如今的沧桑

彼此热情的拥抱

彼此惊愕的眼神

晶莹剔透的目光变得扑朔迷离

刹那间气氛由凝重到温馨

畅所欲言，欢声笑语

旅游途中的追逐打闹

抓拍一个个搞笑镜头

对着广阔的天地呼喊

我们爱你……同学

那懵懂稚气重新找回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像群顽皮的孩子打闹嬉戏

饭桌上的沸沸扬扬

乐此不疲的载歌载舞

说不完的情，道不完的爱

愿天天如今日，快乐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