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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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高邮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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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社区：合心合力建家园 同心同德谋发展
总面积 0.33平方公里，居民 2888户，

总人口 8701人，6个网格，12个企事业单
位，社区党总支下设 3个党支部……这是
南海社区的“档案”。近年来，该社区将共驻
共建工作作为社区建设的助推器、作为社
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以特色活动为载体，通
过活动联谊，在辖区内营造出全民参与、共
驻共建的良好氛围，推动社区和谐发展，增
强社区工作凝聚力。

充分整合和利用资源是做好社区共驻
共建工作的前提。2016年，南海社区落实了
890平方米的办公楼，其中配备了科普电
视、舞蹈室，公益上网室、健身器材等各类
便民设施。在此基础上，社区组建了以党政
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人才、医疗人才、文化
人才等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清
理环境”、“送温暖献爱心”、“道德讲堂”、“知
识讲座”、“我们的节日”等多种形式的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高社区工作的凝聚
力。同时，社区还整合驻区单位资源，加强
联系协调，争取驻区单位支持，切实解决社
区居民最急需、最紧迫的问题。作为结对共
建单位，市公安局、文广新局、编办、移动公
司、建行、农发行积极为社区贫困群体捐款
捐物，对包括低保户、残疾人、空巢老人、失
独家庭、困难党员，定期上门看望，为他们
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社区活动精彩纷呈。今年5月，南海社
区与公安局、城南医院、农发行等多家共驻
共建单位党员志愿者一起，开展了党员活

动日活动，摆设户外服务台，给来往居民普
及法制、健康、金融等方面的常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今年 6月，为迎接建党 97周
年，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和警示教
育活动，传承良好家风家训，社区会同六家
共建单位党员，来到市看守所接受警示教
育，加强党性修养；今年 9月，社区与共建
单位一起开展了中秋文艺活动和好人颁奖
仪式，不仅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
将推荐“身边好人”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充
分发挥好人传播、带动、影响和示范作用，
让“学好人、做好人”成风尚成为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除此之外，社区
还经常与人民医院、中医院、城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单位，定期邀请专家开展健康
讲座、疾病预防讲座、健康义诊等活动。广
大居民在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融洽了感
情，愉悦了身心，提高了文明素质，有力地
促进了社区的和谐。

每月 20日，南海社区联合网格单位、
辖区单位开展了系列党建活动：九九重阳
节，进行重阳戏曲文艺汇演，展示辖区老
年朋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
貌，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

统美德，为老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精神关
怀；围棋比赛活动，本着重在参与、重在健
康、重在快乐的宗旨，目的是为辖区的老
年人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展示
风采的平台，也让辖区老年人充分体会到
党和政府的关心，为老年夕阳红增添一抹
最美之色……活动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同时，社区将推荐“身边好人”工
作制度化、常态化，充分发挥好人传播、带
动、影响和示范作用，让“学好人、做好人”
成风尚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一道亮丽
的风景。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南海社区联
合市公安局、文广新局及其他网格单位组
织开展了对老旧小区楼道堆积杂物集中清
理的环境整治活动。在社区网格长和公安
局及其他网格单位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
小区楼栋内的杂物被清理，小区内楼道宽
敞干净，社区环境更加宜人。南海社区在改
善居民居住环境的同时，加强了文明宣传
教育，纠正居民过去的陋习，尽可能地杜绝
小区内乱堆乱放现象，为了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而努力。同时，社区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深入开展“好家风”宣传活动，感召更
多的家庭向上向善，争做“最美”，让“好家
风”滋润千家万户，使其在每个家庭扎根、开
花，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南海社区将以“合心
合力建家园、同心同德谋发展”为工作宗旨，
坚持社区工作社会化、社区资源整合化、社
区设施配套化、社区服务群众化，不断提升
共驻共建单位和居民的共建共享意识，实
现服务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同建、服务项目
联办，为推进社区各项服务工作共同努力。

通讯员 李虎 蒋寅

社区风采

北门城内话变迁
□ 陈其昌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改革开放春风拂面
的新时代。其时，位于菜市场与万家超市的北
门城只剩下遗址，这道史称制胜门的城门早
已荡然无存。然而，它向城内至中百二店、高
邮印刷厂一段，与其十字交叉的通湖路东至
农机三厂、西至北水关旁的一截，这一圈内，
是当时商业、服务、文化、娱乐中心，可谓独领
风骚，既沿袭了传统文化的优势，又尽显改革
开放的芳华，说说北门城内的变化，也是纪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一首弦歌。

商业服务紧相连

诗人黄先生诗云：“那些年，人民剧场舞
台传来的戏曲很迷人，高邮饭店厅堂飘出的
菜香很诱人。”城上百姓则以大白话表明其
时其地情景：“北门城内有个筐，吃喝玩乐都
可装。”商业服务首推自然是“吃”。国营高邮
饭店是绝好去处，早茶、办酒席、婚宴寿宴，
人们常选它，似乎能在那里设宴招待亲朋是
很有脸面的。我三女儿的结婚宴会，还是托
人找到经理才得以安排。这种红火的日子一
直延续到 1993年，由陈俊章老总将饭店改
建为六层楼的“香格里拉”，取代了高邮饭店
的兴旺，因为在那里，可提供吃、住、开会等
一条龙服务。我记得市领导会见前来投资的
客商就是在那里进行的，于是会见的场面及
背后的大幅国画便见诸报端。随着邮城的东
扩北进，加之“香格里拉”老总投资的多元
化，该店逐渐萧条，楼下出租给商户开起了
小商店。同时，时任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的唐
汇生早在北海大酒店“开轩揖嘉宾”，迎来汪
老最后一次回乡。

当然，“吃”不止一家，在中山路新华书店
旧址上开设的“好吃大王”曾吸引了许多人注
目，让孩子们闻香流涎。近年的市河建设，绮
丽的风光取代了“好吃大王”的繁忙。而那个
筐里“吃”并没有少。通湖路上新华书店旧址，
出现了取名“包打天下”的饮食店，还有水果
店、饺面店等。

商业服务仍有国华理发店，有邮城一流
的理发师，该店南边则是珠湖菜馆。还有工商
巷两侧的百货公司（后为百货二门）和五金公
司门市部，计划经济时期，能进公司当职员绝
非易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是顾客盈

门，人头攒动，在那里人们可以买到放心的货
物。

娱乐中心多功能

人民剧场建于建国初期。时至 1984年，
我的表叔宣康年当了经理，他一面着手多方
求援修建危房，一面规划并实施将剧场打造
成多功能娱乐中心，即集戏曲演出、大屏幕
录相放映、舞厅、书场于一体，满足各种层次
人群的精神需求。我记得 1958年左右，剧场
曾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来邮演出，盛
况空前。而我表叔主管剧场期间，曾邀请众
多明星、大腕来邮献演。王文娟带领上海越
剧院一班人来邮演出《红楼梦》，一票难求，
连我这个表侄也未得一票。其他来邮的名剧
团名演员有谢芳带领的省扬剧团、话剧团，
浩亮领衔的京剧团演出《红灯记》，高秀英带
领的扬剧团，王兰英、沈佩华率领的省锡剧
团。由电影明星刘晓庆带领的歌舞团来邮演
出，轰动一时。我印象深的是六七十岁的肖
文艳带领上淮来邮演出，并与高邮文化、文
艺界的同志在舞厅跳舞联欢。满头白发的
她，舞步规范自如，还主动邀请邮城小伙子
跳了一曲慢四，有板有眼。说到舞厅，在不大
的范围内就有 4家，舞客老中青都有，有人
在唱卡垃 OK，有人弹起吉他，兴趣盎然。还
有一次，是奚美娟带人来邮演出话剧《寻找
男子汉》，演出后，还与我们及农机三厂工人
座谈，十分平易近人。至于汪曾祺回邮在百
花书场举办的讲座，更是充满了文化味、乡
亲味，我已有专文介绍，不再赘言。

文化书香竞芳妍

高邮文化馆位于通湖路与中山路交叉口
的东北角，它曾是关帝庙、城北小学，后改为

文化馆，原为平房。在那里曾展出过吴道子画
的偌大的观音像，真迹挂于东墙，仿制品挂于
西墙。文化馆曾集中了全县（市）的文化精英，
陆建华、朱葵、金实秋、李道琴等都在那里工
作过，抑或住过。没有文联以前，那里是文艺
创作、指导、普及群众文化的中心。朱葵调离
高邮去宁前，曾绘制大幅山水画置于图书阅
览室的东墙，只要一进阅览室，便可以见到朱
氏山水的磅礴气势和雄浑笔法。一个个文化
人从那里飞出去，但仍然惦记“起飞场”，关心
馆里员工。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房林
则是在朱葵影响、指导下成长的知名画家。文
化馆与图书馆后来合为一家，掌门人是秦成
荣，他述而不作，却推动和培养了文化精英从
此走向全省乃至全国，每每提及此事，他会含
笑认可。

新华书店曾搬迁四次，最初在原一小西
大门，后为中山路通湖路两处，直到现在的地
方。我曾是书店的常客，翻阅的多，购买的少。
祝长源在通湖路的新华书店当经理时，常搞
特价书展。我花了 50元买了一本《高邮王氏
遗书》，让我知道了不少资料，也衍生了一些
有关王氏的文章，祝经理还送我一套巴金文
集，引得我跑书店更勤。据现任傅经理介绍，
书店现属凤凰集团。

谈到书香飘逸、享受精神大餐，理应提到
高邮印刷厂。这家国营印刷厂多年是靠铅字
排版，为高邮文化印书报及党委政府召开的
会议印会议材料作过不小贡献。“两会”已召
开，有时重要讲话、报告仍在修改中，这就苦
了排版车间主任徐云霞等厂里的员工，有时
通宵达旦忙碌，确保材料及时发到代表、委员
手上。后来该厂改制解体，许多骨干成了众多
印刷厂的老板。

与印刷厂隔着梁逸湾的是高邮旅社三层
楼，从农村上城办事的住在那里比城外通湖
旅社要舒适得多，更为惬意的是到高邮饭店

嘬一顿，然后去剧场看戏过足戏瘾，再去附近
浴室沐浴，入夜进入梦乡，那是过去做梦也想
不到的好日子。后来，此处改建为苏州城。

盛世众生舞翩跹

煌煌盛世，芸芸众生。我见过摄影家张元
奇拍摄的一张节庆照片：闹市中，人山人海，
人流涌向一条上下翻舞的黄色长龙，蔚为壮
观。那几年，每逢灯节，那里就成了五光十色
的灯的海洋。

当时，人们淳朴、敬业、爱岗，大都是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高邮照相馆的摄影师刘
自平就是其中一位。他工作认真，业务特精。
同行人黄先生说，拍照看似简单，其实，修片、
着色（其时尚无彩照）、放大都是细活。刘自平
还善弈，并将下棋的缜密思维用于工作。如
今，市河旁还留有“高邮照相馆遗址”这一景
点，复原旧时景，牵动昔日情。

与高邮照相馆隔河相望的是知名书法家
杨汝祐的家。杨君是那年代高邮书法界领军
人物之一，以行草见长，为人和善文雅。其退
休前指导后生，教诲有方；退休后，课徒几孩，
传薪后代。其妻亦为才女，辅导少儿，因视力
不好，授课指导从不看笔记。我记得杨君曾为
刚建的高邮中医医院题写院名，其字体大有
龙飞凤舞之势。同他家相距不远的是熊纬书
先生入门弟子、书画名家吕居荣，这位被同行
称为大居的中年人亦受杨君影响，后在高邮
饭店南边开一家书画文房四宝店，亦裱画。其
曾在两间门面店堂里举办熊纬书书画展，开
小城店堂办画展之先河，吸引了不少同行的
眼球，获得点赞。这位既有艺术天赋又有经营
头脑的书画家北上京城，拜师名家，大有长
进，好的不是多几道光环，而是书画水平更上
台阶。

如今，北门城内这一“筐”发生了巨大变
化，北城门广场修建和瓮城遗址博物馆的问
世就是最好的诠释。旧时商业服务、文化娱乐
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风貌依然可寻。穿行于
市河旁烟柳依依中，在河畔小亭休憩，环顾四
周，皆美景如画。迎湖亭有一抱联，为蒋成忠
所撰，周同所书。联为“甓湖水涌波追月，浩宇
云开骛搏风”，表明傍湖古城富有诗意的新时
代正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