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日下午，在中国出版
集团 15楼会议室里，一场
关于当代著名作家———汪曾
祺的座谈会正在举行。“感谢
家乡对老头儿的挂念，每一
次都能看到家乡对老头儿这
份感情，老头儿对家乡也同
样充满深情厚谊。”汪曾祺长
子汪朗在看完汪曾祺故居纪
念馆设计方案和纪念汪曾祺
诞辰 100周年系列活动方
案后说。

1951年生于北京的汪
朗，是散文作家、美食家，也
是资深媒体人。他生于北
京，长于北京，直到 1981
年才第一次回到高邮。汪朗
回忆，在高邮期间，他受到
了家乡的热情招待，一住就
是一个多月。汪朗说，回到
北京后，他对父亲汪曾祺讲
述这段高邮之行时，父亲非
常激动，甚至非常羡慕。不
久后，汪曾祺也回到了高
邮，实现了归乡的心愿。

明年就是汪曾祺诞辰
百年，作为从高邮走出去的
当代著名作家，我市将举办
纪念汪曾祺诞辰 100周年
系列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化
名人效应，做响做靓高邮文
化名片。活动包含举办汪曾
祺学术研讨会、纪念汪曾祺
诞辰 100周年暨汪曾祺故
居纪念馆开馆仪式、纪念汪
曾祺诞辰 100周年专题文
艺演出、“百年汪老”书画展
等。另外，我市还将出版《回

望汪曾祺》专辑、创作汪曾
祺主题文艺作品、开展汪曾
祺诞辰 100周年主题征文
暨网络纪念活动。“重头戏”
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评选
活动将在今年 7月至明年
2月举行。
汪朗一页页地仔细翻

阅着汪曾祺故居纪念馆设
计方案。“纪念馆不论是从
空间布局还是展陈布置都
设计得非常细致，我完全赞
同，需要我做什么的，我一
定全力以赴。”看完汪曾祺
故居纪念馆的设计图样，他
连连点头。汪朗表示，他愿
意拿出家中父亲的一些书
画、手稿、照片等，在纪念活
动中展示。

对纪念汪曾祺诞辰
100周年系列活动，汪朗提
出，希望将父亲笔下的家乡
美食元素添加到活动中。
“‘跟着汪老头吃高邮美食’
这个主题不错，在活动中加
一些老百姓喜欢的东西，让
老百姓能够参与进来，活动
才更贴近群众，更有影响
力。”汪朗说。
“能看出来高邮现在的

发展越来越好了，怎么将家
乡对老头的这份感情转化
成家乡发展的动力源泉，这
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
题。”汪朗说，今后，他会持
续关注和支持高邮文化品
牌的打造，希望高邮文化名
片越来越闪亮。

汪朗：将这份感情转化为家乡发展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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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三月，北京大学里
一片大好春光。在秦少游学
术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程
郁缀教授的带领下，大家走
进了北京大学。
“未名湖里徘徊着天光

云影，博雅塔顶沐浴着春风
朝阳。那倒映在未名湖里的
博雅塔，就像是巨毫饱蘸着
浓墨，把最新最美的文字写
到辽阔纯净的蓝天上，把最
新最美的图画，画到流动飘
飞的彩云间。”程郁缀兴致勃
勃地为参观人员朗诵了这首
诗歌。

在北京大学大雅堂会议
室里，程郁缀教授与大家就
纪念秦少游诞辰 970 周年
系列活动的细节进行商议讨
论。今年是秦少游诞辰 970
周年，我市将举办第十届国
际秦少游学术研讨会暨“秦
少游与高邮文化”高端论坛、
秦观后裔回邮祭祖省亲活
动、秦少游爱情主题诗词征
集活动、爱情主题邮票展、秦
少游诗词全国书法邀请展、
第四届“秦少游文化奖章”评
选等众多精彩纷呈的活动。
另外，为进一步扩大秦少游
文学作品的影响，我市还将
出版秦少游诗词书籍、读本，
举办秦少游经典诗词作品诵
读活动。

程郁缀说，秦少游是杰
出文学家，他不仅是高邮
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举办
纪念秦少游诞辰 970 周年

活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弘扬和传承。从活动方
案来看，整个活动安排全
面，内容丰富，相信将会是
一场文学盛宴。
“秦少游是北宋文学史

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
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少游
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
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
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
程郁缀说，除了人们熟知的
诗词上的成就，秦少游在策
论、军事上的成就也不容忽
视。特别是秦少游的策论，立
论高远、说理透彻、章法严
紧、文笔犀利，有一种特有的
艺术张力。程郁缀建议，我市
在出版秦少游诗词书籍、读
本时可以适当添加诗词外的
策论文章，向世人展示出一
个完整的秦少游。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这句词是秦少
游最为人所熟知的词句。程
郁缀建议，不仅要把秦少游
的这些名篇佳句汇编成册，
向广大市民以及中小学生散
发和宣传，作为高邮人，每人
也要学背一首秦少游的诗
词。同时他提出，在纪念活动
结束后，还要长期宣传和普
及秦少游相关历史，让每一
个高邮人都了解和熟悉家乡
的名人，并通过这些名人，提
升现代高邮人的文化修养与
内涵，真正让少游诗词传唱
在百姓心中。

程郁缀：让少游诗词真正传唱在百姓心中

拜访的最后一站来到
了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
北京语言大学。在北语的
会议室里，我市相关人员
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汉语古文献研究所
所长华学诚等训诂学研究
领域的教授进行了座谈。
王念孙、王引之是乾

嘉学派的杰出代表、扬州
学派的中坚学者。王氏父
子不仅对许多文献典籍进
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在音
韵、文学、训诂校勘等专门
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王
氏纪念馆就是王氏父子的
故居，它位于我市老城区
市河中段。今年，我市启动
了王氏纪念馆扩建修缮工
程，工程除对原王氏故居
馆进行修缮之外，还新建
了王氏纪念馆新馆，修缮
后的王氏纪念馆总面积达
1900余平方米。
新建的王氏纪念馆包

括王氏宗族交流厅、国学
讲堂、文创休闲区、户外景
观区等。故居馆和新馆两
馆相辅相成，布展整体创
意因地制宜，在坚持尊重
历史、还原历史原则的同
时，运用现代的展陈设计
理念和新颖独特的展示手
段，力求将王氏家族的历
史、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
及王氏家风家训一一呈
现。我市将在今年五月份
举办王氏纪念馆开馆仪

式，同时举办训诂学研讨
会和王氏父子精品展。
“高邮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新扩建王氏父子
纪念馆并举办相关活动有
利于进一步丰富高邮的文
化内涵。”在听取我市新扩
建王氏纪念馆建设进程和
开馆相关活动介绍后，华
学诚欣喜地说。在馆藏展
品征集中，华学诚也给予
了专业指导。他建议，要对
散落在民间的王氏父子遗
存进行征集，不仅要征集
王氏父子在训诂学研究方
面的资料，还要收集后人
直至当代研究王氏父子的
文献资料和相关学术论
文。同时，积极挖掘王氏后
人手中的资料，并记录和
保存下来。
“王氏父子在国内外

训诂学界广为人知，有很
多内容值得研究，这是一
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希望高邮能以当地特色推
动王氏研究成果的普及。”
华学诚说，要在保护建设
的同时传承和发展，除了
物理空间的扩大，还要加
强对王氏父子的宣传力
度。“让高邮真正成为全
国、甚至是全世界王氏父
子的研究中心。相信到时
候将会有来自各地的王氏
研究学者走进高邮，给高
邮的旅游经济带来活力。”
华学诚坦言。

华学诚：在保护建设的同时传承发展

20日至 22日，我市市领导专程赴京拜访文化界专家和高校教授。座谈会上，专家教授纷纷为
擦亮高邮文化名片建言献策。

1、年报对象：2018年 12月 31日前（含 12月 31日）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有
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中
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含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
工商户）

2、年报时间：各经营主体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申报上一年年度报告，并
向社会公示。

3、年报方式：目前可通过两种方式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www.
jsgsj.gov.cn:58888/province）"进行网上年报申报公示，一种为 "工商联络员 "登录，另
一种为电子营业执照登录。采取 "工商联络员 "登录方式的，自 2016年度年报起，无论以
往年度是否年报过，市场主体均需指定一名负责本单位年报公示工作的 "工商联络员 "，
先在公示系统按照页面提示进行 "联络员注册 "，注册成功后，凭手机获取的验证码登录
公示系统进行年报。( "工商联络员 "已注册的，无需重复注册)。市场主体亦可采用电子营
业执照直接登录，电子营业执照在市场主体的登记机关申领。

4、违法责任：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报公示的企业，将进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并
在 "公示系统 "进行公示。进入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的企业在补报年报后可书面申请从
"经营异常名录 "移出，但将保留不良记录。满 3年未履行公示义务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

企业名单，并在 "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5、年报咨询：各经营主体可向下列单位咨询操作详情。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3月 25日

2018年度年报公告

联系方式 地址 联系电话
高邮市监局 屏淮路35号 84068028
东城分局 邓桥路2巷 84661508
西城分局 府前街150号 84642603
城南分局 平安路399号 84646296
城北分局 开发区民营路1号 84681801
临泽分局 临泽镇 84322084
三垛分局 三垛镇 84812296
汤庄分局 汤庄镇 84742012
卸甲分局 卸甲镇 84732079
高新区分局 送桥镇 84212029
界首分局 界首镇 80366357
甘垛分局 甘垛镇 80366362
高邮人社局 府前街65号 84612213
高邮统计局 海潮东路89号 84688229

专家教授建言献策擦亮高邮文化名片
———赴京拜访文化界专家和高校教授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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