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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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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冯振芳 李林 记者 杨晓莉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记者如约来到
陈根田家中。推开大门，满园绿色植物让庭
院里生机勃勃，63岁的陈根田正坐在走廊
上品着茶、读着报，享受着惬意的生活。得
知记者的来意后，热情的陈根田道出了自
己的庭院情。

身在城市追逐“田园梦”

陈根田老家在菱塘回族乡，从小生长
在农村的他，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情怀，特别
喜欢农村的自然风光。1980年，25岁的陈
根田离开老家，到城里拜师学艺，油漆工便
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学成后，他留在城里四
处做活，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湛的手

艺，渐渐地有了名气，找他做活的人越来越
多。“当时，高邮城虽然没有太多的高楼大
厦，但古色古香的房屋却有很多。”陈根田
说，那时候，他经常为人家装修新房，活干
多了，看得也多了，不知不觉中，也喜欢上
那种古色古香的房屋。买一套那样的房屋，
再像农村一样，在家前屋后种上花草树木，
在城里享受田园风光，成了陈根田心中最
大的梦想。

1985年，陈根田开始经商，一步一步
积累财富。1988年，陈根田拿出 3万元积
蓄在馆驿巷内购买了一处约 300平方米的
民房。陈根田告诉记者，当初购买这处民房
时，家人都不太赞成，因为那时候，高邮城
主城区在中市口一带，馆驿巷非常偏僻，交
通也不方便。然而这并没有打消陈根田购
买的念头。“买这处民房时，就看中它的面
积大，可以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陈根田
笑着说。

1991年，陈根田对购买的房屋进行翻
建，青砖小瓦、白墙照壁、回廊挂落、圆柱花
窗、假山池塘……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成
了他的首选。为了给自己的“田园梦”留下
空间，300平方米的面积，建房面积只占了
其中的一半。 古色古香的房屋造好后，陈
根田又开始打造院子。记者看到，院子的最
南边是一口约 10平方米的池塘，池塘周边
配有假山，偌大的院落内，数十种花草树木
错落有致，犹如一个大花园，身在其中令人
心旷神怡。

用时间和汗水换来快乐人生

说到院中数十种花草树木，陈根田感
慨地说：“这些花草树木都是我栽培的，我
对一树一木、一花一草都有着很深的感
情。”

在院内，记者看到地上铺着一块块麻
石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里还冒着一撮撮
小草，郁郁葱葱。陈根田告诉记者，这些都
是之前撒下的草坪种子长出来的，为的是
增添院内的绿色。他还定期对麻石缝隙进
行清理，防止缝隙堵塞，阻碍了草坪的生
长。院内有一颗大大的枣树，树上挂满了
果实。“这颗枣树和我的儿子同龄。”陈根
田说，房屋建成后不久，爱人夏宏梅生下
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便买了颗枣树种在
院子里。除了枣树外，其他大部分花草树
木都有属于家庭的意义：爱人名字里有

“梅”字，他就在院子里种上腊梅、三角梅；
他偏爱树类植物，就种上了桂花、杏树、芭
蕉等；孩子们从小也喜欢花花草草，他就
学习养花养草……

陈根田说，既然养花养草，就要把它们

养好。为此，他购买了不少园艺方面的书
籍，根据书中的知识，每天挨个服侍它们：
浇水、修剪、病虫害防治。对此，家人和左右
四邻都笑称老陈养花养草犹如养孩子一般
仔细。“社会发展越快，钢筋混凝土的高楼
越多，城市接近自然的地方就越来越少。”
陈根田说，这100多平方米的院子是家人
们接近大自然的一个好平台。

除了养花养草，几年前，陈根田又开始
用陶罐等容器，春天种草莓，夏天种番茄、
茄子，秋天种菜，冬天种豆，每季都忙得不
亦乐乎。院内种菜并不全是为了食用，最主
要的是让家人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能与
大自然零距离接触。他说，一年四季，花开
花谢、此消彼长……栽花种菜的人，付出的
是时间和汗水，收获的却是多少金钱也换
不来的快乐人生。

田园式庭院成乐园

陈根田精心打造的田园式庭院不仅成
为一家人的乐园，也成了亲戚朋友、左右四
邻们前来游玩、赏花观景之地。

陈根田告诉记者，如今他与妻子都已
退休在家，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尽管
如此，他们的生活并不孤单，每天家中都非
常热闹，来家中玩的人很多。有时是左右四
邻来看一看、玩一玩，有时是亲戚、好友来
打打牌、喝喝茶，孩子们也经常带朋友来家
中做客。“我和爱人生活既稳定又安逸。”陈
根田说，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到院中
看看花草树木，照顾好它们；下午约上几个
朋友，聊天、打牌、喝茶。他还学会了上网，
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扬州私家庭院艺
术研究会高邮分会，结识了许多同样喜好
花草树木的同龄人，大家时而通过网络分
享经验和喜悦，时而一起外出参观、游玩，
十分充实。记者了解到，在陈根田的带动
下，夏宏梅在退休后也开始种植多肉植物。
近年来，盂城驿的扩容改造工程让馆驿巷
的面貌焕然一新，到陈根田家中参观的人
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还有路过的外地游客。
每当看到陈根田300多平方米古色古香的
住宅和种满植物的庭院，大家都羡慕不已，
直称这是别墅、豪宅。每每听到别人这样
说，陈根田都会摇摇手说：“这不是别墅，更
不是豪宅，只是农舍而已。”陈根田通过努
力，实现了自己的“田园梦”，如今，在一花
一草一木中，陈根田和爱人的晚年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美满幸福。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向往田园式生活，希望每天回家都能看到一片绿意，闻到花草的清香，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琵琶社区馆驿
巷内，就有一处带着乡村气息的田园式小庭院，院子里的一花一木皆出自院子的主人陈根田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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