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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征文评选揭晓
为切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及治理工作，引导全

市中小学生以实际行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

督促中小学生养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良好行为规

范。10月 15日至 12月 1日，市教育局、市城市管理

局、市新闻信息中心联合举办全市中小学生“小手拉

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有奖征文活动。活动启动以

来，受到相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广大中小学生纷

纷踊跃投稿，同时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

反响。截止 12月 1日，共收到来自全市近 30所中小

学校的 400余篇作品。近日，经过“小手拉大手垃圾

分类齐动手”有奖征文活动组委会评审，最终按照小

学生组、中学生组分别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10名；按照中、小学校类别，

分别评比产生征文优秀组织奖各 3个。现将获奖名

单公布如下：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征文获奖名单（小学组）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征文获奖名单（中学组）

（★部分获奖作品选登见五八版）

组别序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学校班级 指导老师

小 
学 
组

1 一等奖王璐遥 《迎春花开》 陈增勤

2
二等奖

赵文骁 《噩梦》 高邮实验小学西校区三（2）班 李小霞

3 周思涵 《绿化带的哭泣》 高邮市宝塔小学六（5）班 沈九霞

4

三等奖

陆骁文 《废电池流浪记》 高邮实验小学东校区四（1）班 范一舟

5 仇正华 《由捡垃圾想到的》 高邮镇城北小学六（2）班 陈增勤

6 柯  健 《垃圾的控诉》 送桥镇郭集小学六（1）班 梅亚冬

7 管  潇《用我们的双手呵护地球妈妈健康》高邮实验小学西校区三（3）班 赵爱荣

8 徐锦坡 》 高邮市外国语学校五（1）班 陈  路

9 顾佳卉 《垃圾分类小卫士》 三垛镇司徒小学五年级 陆  燕

10 朱  洁 《小小垃圾分类亭》 高邮市龙虬实验小学五（1）班 吴  悦

11 卢  《一张旧报纸的遭遇》 高邮市临泽小学五（1）班 顾文东

12 徐亦舟 《废旧电池送到哪》 高邮市车逻镇小学五（2）班 朱明月

13 王  鑫 《玻璃瓶找家记》 高邮市秦邮实验小学五（3）班 谢  芳

14 夏文斌 《别让垃圾占据你的未来》 界首小学四（3）班 陆  佳

15 孙梓航 《垃圾篓里的故事》 高邮实验小学西校区三（4）班 钱邦莲

16 王安祺 《争做环保志愿者》 高邮实验小学西校区四（3）班 孙  健

高邮镇城北小学六（2）班

优秀奖

《小手拉大手 垃圾分类齐动手

玥

注：请获奖者凭个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学校组织奖凭学校证明并加盖公章
于 2019年 1月 15日后到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高邮日报》领取奖金及证书。

地 址：高邮市文游中路 176号

联系电话：84683108 18262439821

高 邮 市 教 育 局
高邮市城市管理局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征文优秀组织奖
组别 学校名称 组别 学校名称

小学组 中学组

高邮实验小学 卸甲镇龙奔初级中学

龙虬镇初级中学

高邮市送桥镇郭集小学 江苏省高邮中学

高邮镇城北小学

组别 序号 奖项 姓名 作品名称 学校班级 指导老师

中 
学 
组

1 一等奖 柏林琳 《拾荒者》 高邮市汪曾祺学校八（3）班

2
二等奖

夏银坤 《老龙》 高邮中学高一（1）班 张小莉

3 张语嫣 《难忘的那股黑烟》 送桥初中八（2）班 周  梅

4

三等奖

许  诺 《遗弃与归宿》 卸甲镇龙奔初级中学八（2）班 徐桂平

5 陈  佳 《“玉石”可分》 高邮中学高二（13）班 孙义兵

6 袁亚楠 《那抹橘色的风景》 高邮市龙奔初中九（1）班 吴长春

7 薛川梅 《垃圾分类 自在人心》 高邮中学高二（13）班 孙义兵

8 吕美慧 《垃圾找家》 甘垛镇澄阳初级中学 孙  婷

9 汤  炫 《垃圾分类齐动手》 高邮市周巷初中八（1）班 赵桂珠

10 倪  娜 《我想回家》 龙虬镇初级中学八（1）班 孙礼健

11 圣国萱 《塑料瓶的一生》 高邮市南海中学七（13）班 张  华

12 洪晓婷 《垃圾箱兄弟们》 临泽镇川青初中七（1）班 王  盼

13 王智鸣 《守候那一片净土》 汤庄镇沙堰初级中学八（2）班 韦红芳

14 陈诗瑶 《播种绿色 就是播种希望》 高邮市龙奔初中九（2）班 钱邦华

15 张卞钰涵 《芳香》 卸甲镇龙奔初级中学八（2）班 徐桂平

16 李永 江苏省高邮中等专业学校1807单招旅游生物 印锦松

优秀奖

湉
《轻而易举分垃圾     
举手之劳变资源》 

日子过得真快，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
27年了。父亲生于 1908年，兄弟姊妹 5人，
在男子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
他最小，取名鸿飞，号渐逵，以后一直延用此
名，上过几年私塾。

那时家里虽然开了一爿德成衣店，但父
亲没有在自家店里站柜台，而在北市口嘉纶
绸缎店学生意，当相公。在这家店里，父亲从
做杂事、站招牌逐步升为二柜、头柜，一做就
是十几年。听父亲说过，站头柜要有一套留住
顾客的本领，遇到为女儿做嫁衣的客户，先叫
相公到店堂上茶，然后热情闲聊，如果是大户
人家的女儿出门，更要当心做好这笔生意；要
熟知各种面料的产地、品质、花色配比，什么
衣服需要多少，说得头头是道，把顾客说得心
里暖洋洋的，再精心为客户配料；要察颜观
色，弄清楚顾客是城上的还是农村的，是大户
人家还是普通民众，高档是高档的做法，中低
档是中低档的做法，心中都要有数，才能留住
顾客，把生意做成，让顾客满意而归，下次再
来光顾。父亲说这些生意经没有师傅口传，全
靠耳濡目染，观察领会。父亲的悟性较高，且
聪明伶俐，接待顾客热情，受到老板和管事的
赏识认可，店里大笔生意都是他上前接待。

父亲在长期经营历练中，有一套识人的
方法。当客人犹豫的时候，他便慢慢走到顾客
面前说：“拿不定主意吧？”然后站在顾客的角
度替顾客着想，提出建议。他常说，无论你的
店有多大，商品有多贵，地位有多高，你一定
要比顾客“矮半头”。他特别强调，只矮半头，
不能矮一头，矮一头是卖不出东西的，要让客
人感受到自己是有地位的。这是父亲接待顾
客的经验总结。

店里的同事们都称他是“头柜能手”，所以
他的薪水比别人高一些，年终还能拿点红利，
分得一大包“机头”（零头布料）回家。能在这家
布店干这么多年很不容易，他曾目睹过不少同
事被老板在大年三十晚上请“坐上席”（解雇）。

父亲对待自己的工作十分尽责，一生中
无论是学生意、当头柜、当股东以及后来在粮
站工作，都是长期睡在店里值宿。特别是在同
德布号时几乎成年在店里，过大年店铺关门休
假几天，其他老板都回家过年了，唯有他陪着
学徒工日夜守店，家里吃年夜饭就缺少他。父
亲对店里的学徒工很关心，每天吃饭学徒工是

不能上桌的，要等老板、管事们吃完后才能吃，
父亲总是要给学徒工留些菜。他退休回家了，
我们发现他吃饭时总是前一碗饭未吃完就去
添饭。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过去在店里
正逢吃饭时有人进店了，就要立即放下饭碗去
接待顾客，做完生意后回桌上，碗里饭凉了，再
加点热饭吃，已经养成习惯了，改不掉了。
在我的记忆中，北门大街这家绸缎庄生

意不错，规模还不小。后来大概由于市场竞争
激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生意渐淡，于民国
三十三年倒闭歇业。最终父亲拿了点解散费
回家待业。

次年春，父亲知道原嘉纶布号的管事宋
桥门、杨本庆等人筹股创设同德布号、筹集十
六股，资本总额计中储券四千万元。父亲一股
要投入中储券二百五十万元。这钱从哪里来？
拿的解散费家用已经花了不少，走投无路时，
母亲花掉一只陪嫁的戒指，又向舅父张又新
和好友王亮功协商，得到二位的支持，在父亲
的名下各附入股中储券五十万元，七拼八凑，
总算凑齐一股。后来由于经济萧条，加之赋税
等因素而歇业。

一家十口人，十张嘴每天要吃饭，生活怎
么维持下去？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经三姑父
介绍去南京珠江路一家酒栈学徒，老二玉璋
出去当兵。那时南京刚解放不久，生意不景
气，老板歇业到一家单位做会计，便给点路费
打发我回家。离家不到两年，回来时看到父母
老了许多。回家当日的晚上，我坐在父母床边
小方凳子上听二老诉说艰难度日的经历。同
德布店关掉了，父亲就在街上摆米摊，两张凳
子、两个大匾、一把秤，每天从北头米厂扛回
百来斤米来卖。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一
双套鞋都买不起。生意好一点勉强糊三顿，生

意不好或下雨，只好三顿改两顿。家里能卖的
都卖了，先卖掉锡香炉烛台，后又把镶嵌在柜
上的铜片撬下去卖，甚至把屋上的瓦抽掉一
些卖掉度日。岁数大一点的弟妹也想办法挣
钱，摆小人书摊，制荷兰水、织鱼网。

解放后，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
销政策，父亲的米摊被组织起来由粮食部门
统管，设点销售，进货则到指定米厂扛回来。
后来，粮食实行计划供应，各乡镇设立粮站，
父亲的一把算盘刮刮叫，被调到车逻粮站做
记账员，后又到车逻特平粮站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是酒糟鼻子，那一带村民都叫他“马大鼻
子”，提到“马大鼻子”，十里八乡的人没有一
个不知道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虽在乡村做教
师，由于饥饿没营养，得了黄肿病，住进大队黄
肿病房“疗养”十天，吃到皮糠饼、小鲫鱼汤、二
两油等营养品，才知道皮糠是充饥的好东西，
便想到父亲在粮站工作，到那里买点皮糠回
来。于是，我趁假日跑到张庄粮站，晚上悄悄
问父亲这里有没有皮糠？他告诉我皮糠不在
下面供应，由公社批条子在车逻站买。我失望
地对他说：“没有就算了。”那天晚上我睡在父
亲的床上，他值夜班。半夜他把我叫醒：“玉
彪，爬起来吃。”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眼前一
亮，是一碗香喷喷的青菜糯米饭端在我的面
前。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扒光了，连碗边
上几粒饭都舔得一干二净。我问父亲你吃过
了吗？“值夜班一人一碗。”父亲说。顿时我坐
在床上发愣，久久不语，内疚、自责交织在心
头。慈父啊！不是“大馋王”的贪婪，而是在那特
殊年代饥饿所迫。

父亲一生默默无闻，亲切随和，为人本
分，生活勤俭简朴，从没有见他发脾气，跟母

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们调皮犯错，母亲向他
告状，他从不大声训斥，而是批评几句就算
了。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吃饭、穿衣、上学、家
务都是母亲操劳，她有时烦恼起来，便把怨气
出在父亲身上。但父亲从不与她争吵，你说你
的、我做我的事，不恼、不怒、不语，任凭母亲
唠叨，偶尔跑到玉英或兰子两个女儿家“玩”
一天，就算散过心了。记得父亲过 70岁生日，
做了件华达呢中山装，老三（玉麒）给他戴上
“钟山”手表，他穿上皮鞋，在天井里来回踱
步，流露出无限的喜悦。
父亲一生工作认真。在粮站工作 20多

年，从未出过差错，每天在煤油灯下带晚轧
账，算盘打得哒哒响，把销售小票装订好，把
供销存证扎平才放心休息。他很少回家，但心
中时刻牵挂他的儿女。面对贫困，他十分坦
然，把所有困顿、委屈、难过、慈爱统统埋在自
己心里，从不向别人诉苦叫屈。他以诚待人，
无论在私营企业经商，还是到国家粮站工作，
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受领导信任。
父亲胆小谨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为生计忙。他在嘉纶绸缎店那段时光，家里日
子不那么紧巴巴的。入冬以后，父亲有时会带
回一只野鸭、一挂猪蹄子，母亲把它洗净烧一
滚，放进大砂锅里，再小心翼翼把砂锅放进灶
膛。第二天早上取出，揭开盖子，还没进厨房
就闻到特殊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一个草炉
烧饼一碗汤，真是快乐的享受。但这样的口福
一个冬天也只有两到三次，嘉纶布店倒闭后
再也没享受过野鸭汤泡烧饼了。
父亲非常注重亲情。大婶母王氏病故后，

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寿蒸，女儿月娥，儿子十
岁病故，父亲和母亲毫不犹豫收养了月娥。二
婶母赵氏过世了，二伯父在外谋生，留下两个
孩子，也是由父母亲照看。我们称大伯父女儿
为大姐姐，二伯父女儿为小姐姐，她们曾帮助
母亲做家务，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小时候两
个姐姐对我们的关心照料至今难忘。
大伯父晚年只身一人住在中市口菊花

巷，身患重病，无人照应，年迈的父亲从早到晚
不离大伯，喂药、倒尿、洗擦、翻身……父亲对
长兄临终关怀无微不至，直到把大伯父送走。
父亲退休回家后很少出门，到了晚年身体每况
愈下，患了老年痴呆症，所幸他不出门乱跑。
1993年 12月 25日父亲仙逝，享年 85岁。

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眼前一亮，是一碗香喷喷的青菜糯米饭端在我的面前。我狼吞虎咽，
三下五除二扒光了，连碗边上几粒饭都舔得一干二净。我问父亲你吃过了吗？“值夜班一人一
碗。”父亲说。顿时我坐在床上发愣，久久不语，内疚、自责交织在心头———

追忆父亲那些事
□ 马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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