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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高邮既有双黄蛋也有猕猴桃
郭勇是一名退伍军人，他于 2000年应

征入伍，2008年退伍，服役期间，郭勇不仅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还曾荣获三等
功一次，优秀士兵三次，并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

郭勇介绍说，当年从部队退伍后，他曾
在陕西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里，萌生
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为了挖掘创业的“第一
桶金”，郭勇离开了打工地，发挥在部队学到
的技术特长，做了几年工程，赚了 200多万
元。“有了资金，一定要回到家乡创业，回报
一方热土对自己的培养。”2013年，郭勇带
着资金和技术回到了高邮，他决心搞猕猴桃
种植，做猕猴桃种植示范户，带动家乡群众
一起致富。

就在郭勇准备展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
候，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当年应征入
伍，考上军校，就是为了有天能走出农村，如
今，你再跑回农村务农，让左右四邻们怎么
看？”面对父亲的反对，郭勇深知，这是父亲
的面子在作怪。难以转变父亲的态度，郭勇
便瞒着父亲搞起了猕猴桃种植，当年，他便
流转土地120亩，从四川引进 2万株猕猴桃
苗种，成立了郭勇猕猴桃种植园公司。

从此以后，郭勇将心思全放在了猕猴桃
上，从猕猴桃苗子进来，到种植地形的选择，
设施的搭建，他都动手动脑，勇于创新，结合
猕猴桃园的特点进行设计。郭勇创新采用喷
灌技术，整个猕猴桃种植园，他设计了较为
完整的水灌系统，在为猕猴桃给水最后一环
节上，采用的是喷灌技术，这样可以形成雾

状，面积广，降温快。今年高温季节，虽然温
度相对往年高、时间长，郭勇每天早上 5点
和下午 3点进行喷灌，生长的猕猴桃长势良
好，没有一棵猕猴桃干死。他还创新改造了
施肥枪，将肥料用水溶化，形成水溶肥，把小
麦施肥的工具改装制作成施肥枪，通过压力

将水溶肥直接打到土层下 20公分的猕猴桃
根部，实现肥料直接供给，提高了肥料的供
应效率。郭勇种植的猕猴桃今年迎来了丰
收，预计产量达3万斤。同时，他还紧跟信息
时代步伐，建立了微信群，在网上开通了销
售平台，让客户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认购，解
决了销路问题。在郭勇的带领下，周边的人
也纷纷流转土地，种植起猕猴桃。

走进郭勇的猕猴桃种植园，绿油油的猕
猴桃藤蔓枝枝相连，挤挤挨挨的青色果子圆
润而饱满，煞是惹人喜爱。用刀把猕猴桃切
开，饱满的汁液顿时流了出来，散发着猕猴
桃特有的果香，清新扑鼻。郭勇说，在未来的
发展规划中，他将扩大种植园的规模，与有
意向种植猕猴桃的农户合作，和父老乡亲们
一同增收致富。此外，还将通过举办“高邮猕
猴桃节”，提升高邮猕猴桃的知名度，让高邮
“既有双黄蛋，也有猕猴桃”。

通讯员 王红梅 王春华
双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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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邮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
□ 记者 管玮玮

经常观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观
众，对纪连海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这位戴
着眼镜、说话一股纯正京腔的中学历史老
师，曾凭借渊博的史学知识，为大家先后讲
述过《正说和珅》《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
《正说多尔衮》等许多有趣的清朝人和事，受
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和欢迎。7月 28
日，受我市市委、市政府邀请，纪连海来到高
邮，为邮城百姓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借
此良机，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知名的文
化学者。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副其实

记者来到纪连海下榻的宾馆时，他刚刚
游览完我市的文游台、同心当铺和王氏纪念
馆。提起第一次来邮的印象，纪连海频频点
头，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很早以前，我就
在书中知道江苏有个水乡小城，是汪曾祺的
家乡，叫高邮，但我并不知道高邮真的与邮驿
文化有密切关联。此次受高邮市委、市政府之
邀，我终于来到了高邮，亲眼见到了千年古驿
站盂城驿的风姿，才得知原来高邮真的是一
座具有千年邮历史的东方邮都，太激动了！”
纪连海坦言。

除了有令人惊叹的邮文化，高邮所具有
的丰富名人资源也让纪连海惊叹。“就拿清朝
的权臣和珅来说，我曾在《百家讲坛》中专门
讲了多个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但从未想到在
苏中的一个县级城市还能有两处与和珅有关
的古建筑，尤其是高邮籍清代训诂学家王氏
父子，曾在参倒和珅的事件中发挥过巨大作
用，这让我不禁对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文
化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次高邮之行，我
受益良多，说心里话，高邮能成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真的是名副其实！”纪连海感慨地对
记者说。

解说历史已成社会责任

纪连海如今已身兼多职，在这么多的职
务当中，他最喜欢哪一种称呼呢？纪连海谦虚
地告诉记者：“我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我‘纪
老师’。”

“我从1986年开始当老师，到现在已经
是第32个年头了。32年来，我教了一届又一
届毕业生，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老师所获
得的那种‘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纪连海说，特别是当你有时候走在街上，无意
之间碰到以前教过的那些“差”学生，他远远
地向你走来，然后激动地拥抱你说“老师，您
看，您学生我现在成功了，有什么事直接找
我”，听到这番话，自己那种从心底产生的自
豪感和满足感是老师之外任何一种职业都无
法比拟的。所以，每次私下聚会的时候，他总
会和老朋友们打趣说：“我虽然是一名中学老

师，但是我现在出门特有底气，因为无论走到
哪儿，都会有学生‘罩’着我，我可以像‘螃蟹’
一样横着走。”

采访中，纪连海也坦言，如今这种忙碌的
生活，让他十分怀念过去简单悠闲的生活状
态。“因为上了《百家讲坛》后，我多了很多朋
友，与朋友的接触占用了我不少时间，而且寒
暑假都在准备讲稿，还要不断演练，并把讲稿
整理出版，这也挤占了我很多个人时间。”纪
连海说，但是这种又要上课又要上《百家讲
坛》的“脚踏两只船”生活，又不能轻言放弃，
毕竟解说历史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社会责
任。作为一名历史老师，他有义务为中华文化
的传播贡献力量。

文化熏陶因人而异

在谈及目前我市正在实施的聚文化人工
程时，纪连海从一名文化学者的角度给出了

一些中肯意见。“我认为要做好‘聚文化人’这
篇大文章，应该针对不同层次人群开展文化
的普及和熏陶。比如，针对普通百姓，政府应
该多举办一些文化讲坛、讲座之类的活动，邀
请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名家、名人来邮演讲，
以丰富广大百姓的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文
化内涵，并让受邀的社会名人通过这样一种
平台，更多地了解高邮、走进高邮；针对拥有
一定层次的文化学者，政府可以多举办一些
层次较高的文化沙龙、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让
他们通过这样的载体进行更多深层次的沟通
与交流，以进一步激发思想的火花，聚集智慧
的结晶，为更好地研究高邮名人增添文化的
‘厚度’。”纪连海表示。

纪连海还建议高邮在对外宣传方面进行
更多探索尝试，比如，可以将高邮的千年历
史、人文风貌等以文字的形式，分不同时期汇
编成册，让外地来邮的宾客能够通过这样的
宣传媒介全面详细地了解高邮、熟悉高邮、爱
上高邮；可以深入挖掘秦少游、汪曾祺等名人
资源，面向全国举办系列征文大赛，让更多的
文人参与其中，感受古城高邮的文化魅力。

朱恩华:自驾西藏 爱上公益
! 记者 张晓晖

他是高邮自驾西藏第一人。9年来,他先
后进藏 50多次。刚开始他是抱着“玩”的态
度，而藏民们的热情和淳朴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后来他每次进藏就多了一件事———做
公益。他就是朱恩华。

朱恩华今年 43岁，曾经是邮城一家饭店
的老板。饭店不算太大，但是在邮城也算是小
有名气。业余时间，朱恩华参加了越野汽车俱
乐部。

2009年6月，朱恩华看到“越野 E族”的
朋友在网上发帖想自驾去西藏，天生爱玩、爱
冒险的他报名参加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一行 12人，

三台越野车，其他人分别来自浙江、河北、山
东，江苏就我一个。费用 AA制，6月 18日
在成都集合，从成都走雅安 -泸定 -康定 -
新都桥 -理塘 -巴塘 -芒康 -左贡 -八宿
-林芝 -拉萨。”提起第一次进藏，朱恩华记
忆犹新，“大家都是玩越野汽车的，吃苦的精
神都有，有时候路上没饭店或遇到山体滑
坡、泥石流、塌方等，在路上一堵少则几小
时，多则 3天，我们就吃车上备的干粮，晚上
就住车上。”

“沿途的风景很美，藏民朋友特别淳朴
热情，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问题，藏民会很
热情地上来帮忙，我们要给钱，他们都拒绝，
还问我们有没有吃的，并免费给我们牛肉
干、奶片什么的……2013年，我们车子开到

珠峰和尼泊尔交界时，发现快没有油了，好
不容易看到一个加油站结果却没有油卖，我
们只好开到一个村子里，到藏民家求购。虽
然不懂藏语，无法与藏民交流，但当地的藏
民看到我们拎着油箱，知道了来意，便一家
家去给我们找油……每次遇到困难，淳朴的
藏民都会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讲到这些，朱
恩华眼眶有点泛红。

“藏民们的淳朴热情让我十分感动，我觉
得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为此，从2014年起，
我进藏就多了一件事———做公益。”朱恩华告
诉记者，为了自驾西藏，这些年他可谓倾其所
有。2014年，他关了自己苦心经营20多年的
饭店，申请注册了扬州野驴户外俱乐部，专业
自驾西藏。而每次进藏之前，他都会发动身边

所有参加的队友带一些小孩吃的零食、学习
用品以及家里的旧衣物等送给藏民朋友
……”朱恩华特别提到，今年他的俱乐部组织
的7.1川藏公益行，得到了众多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的支持。这次公益行主要去了四川甘
孜州的雅江县一所小学、巴塘县一所小学，西
藏八宿县一所小学，向那里的孩子们捐赠了
600套学习用品、600件羽绒服等，受到了学
校师生们的热情欢迎，地方电视台也来做了
专访。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在一起的
力量是无限的。”朱恩华说，有这么多人支持
川藏公益行活动，他很感激。如今他女儿上大
学了，他和妻子商量，计划在拉萨投资开一个
民宿客栈，将川藏公益行继续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