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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部门批准，现定于2019年9月10日上午10

点在少游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对1处房产进行拍卖：

府前街4号5幢107室门面房4间二层（原赞化中学大

门西侧），建筑面积约293.66㎡，参考价191万元，竞买

保证金80万。详情请咨询扬州市少游拍卖行。

有意者请于2019年9月9日下午3点前携带保证金进账单到

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帐户名称：扬州市少游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高邮市农村商业银行文游支行, 帐号：

3210840401201000338482。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9月8日至9月9日
单位地址：高邮市新237省道城南经济新区中心大道二手车

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0514－84065111 13056324888（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房产拍卖公告

近日，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书法家
王干来邮与我市文学爱好者分享了创作
《王干文集》的感悟和体会。活动中，他妙
语频出，幽默睿智，讲到精彩之处，场下不时
传来阵阵掌声。现场还有不少读者主动上
台敬献鲜花，会后又纷纷请王干在新书上签
名并合影留念。记者有幸参加了王干老师
的分享会，听他讲述了他与高邮的情缘。

文学初心在高邮

18日下午3时，市文体公园图书馆报
告厅内，人潮涌动，原本只能容下100名观
众的报告厅却迎来了200余人。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在这夏末
秋初之际，高邮迎来了今天这场不容错过
的文坛盛事：与王干面对面——《王干文
集》分享会，现在有请王干老师。”随着主持
人周凡的介绍，王干老师春风满面地登上
了讲台。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将如此重要
的活动放到高邮来举办时，王干说：“我在
高邮上学，在高邮结婚，我的女儿也出生在
高邮，更重要的是我的文学起步就在高邮，
我带着感恩之心来到高邮，与大家分享我
的写作感悟。”

“那时候，我向外面投稿用的邮编都是
‘225600’，所以业内人士都认为我是高邮
人，其实不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兴化人。”王
干告诉记者，之所以被认为是高邮人，还要
从他到高邮师范读书说起。

当年17岁的王干带着对未来的无限
憧憬，以高分被被高邮师范录取。尽管当
年在校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的学习，半
年的实习，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王干如饥
似渴地学习中文。在校期间，王干在《雨
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在校期间，对外
发表的文章都是邮寄出去的，都是以

“225600”邮政编码对外发表。
现场，主持人调侃：“王干老师，高邮的邮

编是225600，那兴化的邮编是多少？”王干笑
着回答道：“这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

分享会上，众多嘉宾为王干老师的分

享会致辞祝福，王干几次泪目。他坦言，听
了嘉宾朋友的祝福非常感动，但在台上还
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此激动，缘于
王干老师与高邮不解的地域缘、事业缘和
情缘。

注重提携文学新人

说到提携文学新人，知名作家高邮人
王树兴说：“在很多场合，王干老师提到汪
老，说汪老给了他文学基因，那么对我来
说，王干老师给了我文学的荷尔蒙。”

当时，王树兴从造纸厂下岗后，对未来
的人生道路感到很迷茫，是王干老师把他
带到北京，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说不尽的
王干》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王干
老师当时在高邮文联和我的一些故事。跟
随王干老师这么多年，我看到了一位老师
对我们新人的提携。王干老师不仅影响了
我一个人，而且影响了扬州地区一大帮文
学爱好者。”王树兴告诉记者。

王干说，他特别注重一些年轻作者的
写作，并有意对他们进行帮助。近年来，扬
州女作家汤成难的小说《比邻而居》《软座
包厢》先后登上《小说选刊》。“开始我就知
道她是江苏省作协的，后来才知道她是扬
州的，写得不错，能在《小说选刊》上发表过
两次，就属于我们关注的重点作者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小说选
刊》是国内目前最顶级的文学杂志之一。
《小说选刊》设立《经典回望》栏目后，首篇
作品就是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这是王干
对汪老的一种怀念。刊发出来后，反响极
好。“在我看来，汪老的作品，就是小说中的
经典，耐人寻味。”王干说。

如果说汪老是王干的引路人，那么王
干现在也是很多文学创作者的引路人。
王干说，年轻作家的作品富有朝气、特点
鲜明，遇到有特色，能让我感动的作家，我
都会毫不吝啬地去举荐他们。最让人感
动的是，知名作家南京老克、孙生民、汤成
难、涂晓晴等还现场向王干老师深情鞠躬

致谢。

一往情深到高邮

“天山微云高邮湖，运河脚下流出个秦
少游；大淖河畔汪曾祺，受戒的日子岁寒有
三友。唐塔湖心洲，月照王西楼，雨打盂城
驿文游台，写春秋，千顷嘉禾万亩菱藕，芦苇
荡里数乡愁，声声浓似酒，鸭蛋进口滋溜溜，
温软浪漫人人心中有，能不到高邮……”近
日，歌曲《一往情深到高邮》在各大知名音
乐平台相继推出。

高邮是王干的文学启蒙地，他对高邮
的情感毋庸置疑。活动现场播放的歌曲
《一往情深到高邮》，就是由王干作词。明
快动人的旋律、意境优美的歌词，融入对高
邮的热爱和崇敬，歌曲唱出了高邮这座城
市独特的韵味，唱响了高邮这座“爱情之
都”爱的主打歌。

“当时我是带着深情和对高邮多年的

感情，写了这首歌词，我将对高邮所有的感
情都放在这首歌里，我对高邮是一往情深，
也希望大家带着感情唱这首歌。”王干说，

“高邮是我的文学故乡，是我文学出发的地
方，高邮人重仁重义，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
出现更多的文学作家。”

据悉，今年5月，CCTV音乐频道播放
的《乐游天下》栏目专题聚焦高邮风土人情
及音乐文化，演唱者汤非作为嘉宾不但介
绍了高邮盂城驿，还演唱了这首《一往情深
到高邮》。

分享会结束后，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南京老克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一场

“故乡情、文学梦、汪曾祺精神”的高邮文坛
盛会。朱延庆、陈其昌的发言更是真挚动
人。所有的嘉宾发言都是捧着一颗心来，
这么多熟悉的师友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场景
里，有恍如梦境的感觉。“对高邮的一往情
深，《一往情深到高邮》这首歌足以表达。”
王干感慨地说。

一往情深到高邮
——《王干文集》分享会侧记

□ 记者 赵妍东方

距离新学期开学还剩几天时间，许多家长和学生开始实
施购买计划，新一轮“开学经济”悄然升温。记者走访了我市
众多书店、文具店、眼镜店等，发现文具用品、辅导书、眼镜等
销量迅速攀升，学生开学季花销普遍较高。

文具、辅导书籍依旧是热销主流

记者走访市内众多商店发现，文具用品和辅导书籍依旧

是“开学经济”的热销主流，一些大型综合性的书店更受家长
青睐，既可以买到文具用品，又可以买到辅导书籍。

27日上午10点左右，在我市东区某书店，记者看到书店
一楼琳琅满目的文具用品吸引了不少前来购买的孩子。“9月
2日就要开学了，今天特地带孩子将新学期需要的文具用品和
辅导教材提前买好。”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购买学习用品几乎
是不变的开学“项目”，她的孩子即将读三年级，她提前就为孩
子买好了必需的学习用品。

相较于文具用品的热销，该书店的辅导书籍售卖更是火
爆，只见店内教辅书专卖区都设在显眼位置，从小学到高中
的辅导用书一应俱全，各学科都分类规整好，以方便前来购
买的顾客。该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入八月中旬以来，
店内的文具用品和各类辅导用书的销量比之前增长不少，尤
其是近几天初中和高中的辅导用书销量较之前提升了四五
成。按照往年的售卖情况，过几天客流量会更大，他们已早
早做好准备。

网购成开学消费新风向

即将步入大学的准大学生们更青睐于网上购物。这些新
生不再像N年前的大学生携带着大包小包去上学，一个简单
的行李箱就带足了家当。

家住欧洲城二期的小刘今年考上了沈阳一所本科院
校，8月底他就要前往学校。由于学校路程较远，中途还需
坐车转飞机，他觉得带太多东西实在不方便。他在得知录取
结果后就在网上了解了学校的相关情况，并咨询了一些在当
地就读的学长学姐，最终还是决定在网上购买开学用品。小
刘还给记者展示了他的淘宝购物车：“你看，台灯、笔记本电

脑、无线音箱、洗衣盆等什么都有，加起来大大小小几十
样，开学前一两天下单，开学时就会陆续收到，省去了不少
麻烦。”

网购开学用品也深受一些上班族父母们的欢迎。家住
陆宇中央郡的倪女士告诉记者，她平时上班都比较忙，没有
时间陪孩子到实体店，就在网上购买学习用品，非常方便。
只要在购物平台输入“开学必备”，很多商家链接都会自动跳
出来，网上的商品除了有价格优势，款式也更多更新颖，孩子
非常喜欢。

应让“开学经济”变成“经济开学”

现在很多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都“不差钱”。尤其
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家长和新入大学的学生家长对于孩子
新的转折点都比较看重，往往都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采
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家庭的“开学账单”数额少则近千元，多则
数万元。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苹果三件套”成了当下很多大学新
生入学的标配，一套下来就将近两万，配置高的价格更高。不
少新生坦言，看到其他同学已经配齐，自己心里也开始痒痒
的，但是对于工薪层家庭而言，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甚至
还有一些孩子与家长闹起了别扭。根据经济实力为孩子购买
开学必需品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不经济”的行为并不值得提
倡，尤其是一些经济实力弱的家庭。

对名牌产品的盲目推崇，也容易滋生出攀比之风。绝大
多数的学生目前并没有赚钱能力，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在“开学经济”面前一定要理性消费，
变“开学经济”为“经济开学”。

暑期余额不足，“开学经济”迅速升温
□ 记者 翁正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