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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8日，市委市政府决定举
办第二届中国邮文化节，这将是相隔6年之
后，全国集邮界在我市的又一次盛会。

此次盛会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开
幕式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领导将对我市
荣获“中国集邮之乡”称号进行授牌，举行个
性化邮票小版张发行式、第二十三届全国最
佳邮票评选颁奖、邮品精品展览会、邮品交
易会、商机说明会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
式、大型文艺晚会等。届时，中华全国集邮
联合会、国家邮政局多位领导和省（市）、自
治区集邮协会嘉宾，以及全国各地的集邮爱
好者，将云集高邮参加盛会。对此，中华全
国集邮联合会明确要求，领导和嘉宾8月27
日抵达南京禄口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时，由
我市派出考斯特面包车分别接送到高邮。

这样的接站任务在我市尚属首次，近百
人又分在3处。顺利完成接站，意义非同寻
常，责任重大，事关第二届邮文化节的成败，
对我市的接待水平和能力也是一次考验。
时任市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亲自过问。8
月25日上午，在市政府第一招待所会议室
召集时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我和政府办
分管副主任，在听取此次盛会后勤接待工作
汇报后，明确由我带队前往南京负责此次接
站，要求做到热情周到细致，一个不少，全部
安全接送到我市。

准备工作只有2天时间，紧张而忙碌。
首先，请市政府接待处会同市邮政局通过电
话传真，联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国家邮
政局及省（市）、自治区邮协，准确告知参加
邮文化节的领导、嘉宾抵达南京禄口机场、
火车站、汽车站的时间、人数。当时虽有手
机却不能发信息、微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
知；其次，根据抵达人数，除在市内调拨3辆
小面包车外，请市客运公司分管副经理蒋潮
清与南京有关旅游公司联系，调拨4辆考斯
特面包车于27日上午8点，分别前往南京
禄口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等候。那时
全市接待水平有限，还没有一辆考斯特面包
车；再次，请市邮政礼仪公司选派6名邮政

礼仪小姐，作为邮文化节形
象大使，与我们一同前往南
京；最后，经请示同意后，抽
调市委组织部陈玉祥、机关
工委袁红星、市委办公室李

文明、吴玉海4位科长，与我组成一个小团
队，共同完成这次接站任务。

8月27日凌晨4点钟，我和陈玉祥等4
位科长、6名邮文化节形象大使准时在市政
府大门口集中，备足矿泉水，分乘3辆小面
包车前往南京目的地。事先已对人员进行
了分工：陈玉祥负责汽车站，袁红星、吴玉海
负责火车站，我和李文明负责机场，并就接
站人数和时间、接送车辆、形象大使任务、领
导和嘉宾临时休息和用餐场所、注意事项等
一一作了具体交待，要求大家手机开通保持
联系，及时通报领导、嘉宾到达情况。市客
运公司蒋潮清提前一天到达南京，将调拨的
4辆考斯特面包车，于上午8点分别开到规
定地点等候，并贴有第二届邮文化节接待用
车标志，也告知了车牌号和师傅姓名、手机
号码。

因为到达南京禄口机场的领导、嘉宾最
多，我这一组到达机场后，迅速确定了机场
宾馆作为休息和用餐的场所，并与2辆考斯
特师傅进行了对接。当2名身穿邮政绿裙
装、头戴船形帽、身着佩带、青春靓丽的邮文
化节形象大使，手拿指示牌进入机场迎宾大
厅时，立刻吸引了众多旅客的目光，成了机
场当天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正是有了市接待处提供的准确信息，参
加邮文化节的领导、嘉宾陆续到达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在中午安排简餐后，将火车
站、汽车站全部和机场部分领导、嘉宾顺利
接送到我市一招、二招。下午，我们留有1
辆考斯特和自带的面包车，顾不上休息，继
续在机场耐心等候。对下午先后到达的领
导、嘉宾安排好休息用餐，对晚10点以后到
达的领导、嘉宾则准备了干粮、矿泉水。
最后一批领导、嘉宾到达我市时，已是28
日凌晨2点多钟。我尽管很累很困，但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如今，有了扬泰机场和即将通车的
连淮扬镇高铁，我市举办大型节庆活动
前往南京接站的历史，或许将成为一段
佳话。

一次非同寻常的接站
□ 王鸿

国家为了保护长江流域的
自然生态，明令长江流域十年禁
捕。高邮湖流域贯通长江，也参
照执行。这样，高邮的许多渔民
将全部失业或转业。其成本也
是相当可观的。

我突然想起了高邮湖的避风港。
据说，高邮共有四个大的避风港。一个在

界首，一个在湖西。两个在高邮城区，一是镇
国寺西南侧的“石工头避风港”，一是运河二桥
北侧的“万家塘避风港”。

何为“避风港”？就是渔船或其它船只规
避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港湾。高邮湖面积达647
平方公里，气候多变，常会形成强对流天气，并
有“龙吸水”现象，破坏力极大，对渔船和其它
过往船只构成威胁。历史上船毁人亡的事件
时有发生。避风港是避害的方式之一。一般
来说，在湖面上作业的渔船只要及时驶入避风
港，基本上是安全的。港湾外的高邮湖白浪滔
天，风大雨急，港内却是一片安稳和平静。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骑车去探访石工头避
风港。沿老淮江公路骑行，凉风习习。虽然骄
阳似火，公路两侧却大树繁茂，林荫可人。汇
金大公馆北面的运河下，野泳的人颇多。我骑
过二桥向南，现在是西堤文化公园，风景尤
美。西堤景区西侧是高邮湖，东边是运河故
道，高邮人自豪地定义为“一湖二河三堤”。自
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为高邮的旅游发屏预留了
空间。西堤景区现在是芳草萋萋，鲜花万丛，
芦苇迎风，荷花弄姿。还有一条木栈道南延直
达平津堰。不远处便是镇国寺了。镇国寺的
塔和寺都有厚重的历史和传说。

从镇国寺向南折西是“石工头避风港”。
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大石碑，上书“石工头避风
港”，落款是江苏省海洋与渔业管理局和高邮
市人民政府。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向西南蜿
蜒。所谓石工头，就是用石头砌成的人工湖
堤，把辽阔的高邮湖和内港隔开。在高邮湖的

东侧和大运河的西侧之间形成
一个内湖，面积也不小，能够停
泊几百条渔船。其南端有一出
口，可通高邮湖。出口处停靠着

“中国渔政”的两条执法管理船。
“石工头避风港”由省渔管局和高邮市政

府共建，投资数千万元，分二期建成。整个封
闭大堤均是用石头砌成，气势非凡。避风港是
高邮渔民的安全港湾和幸福港湾。这是党和
政府对渔民关心的重要举措。放眼南望，数百
条渔船依次排开，红旗飘拂，井然有序。通湖
出口处有大运河运西船闸，一南一北屹立着两
座高高的灯塔。在港湾北岸有渔船改建的饭
店，上书“高邮鲜”和“高邮湖大闸蟹”。禁捕令
即将实施，对渔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的渔民
头脑活，立即干起了旅游观光服务，用小汽艇
载客去高邮湖观景兜风。现在，数百条渔船停
泊在港内，等待它们的命运似乎是收购和拆
解。为了保护生态，国家的投入是巨大的，渔
民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有点不舍地扭头北
去，炽热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从运河二桥沿湖向北便是“万家塘避风
港”。途经杨家坞。杨家坞曾是湖边最早的鱼
市之一，现已不存。不远处就是明清运河故道
世界文化遗产纪念碑。从这里眺望高邮湖，美
不胜收。蓝天白云，水天一色，船帆片片，杨柳
依依。万家塘也是一个内河塘，据说明清时就
存在。这里曾是轮船码头。河塘有一出口和
湖相通。整个避风港呈长条状，长约三四百
米，亦可停靠近百条渔船。此避风港有些年
头，由于长期有渔民在此生活，环境不够理想。

随着高邮湖水产禁捕的实施，避风港即将
成为历史。一方面既要妥善处置好渔民的生
活，另一方面也要留住高邮湖的历史记忆，这无
疑需要智慧和眼光。似乎还不能一关一拆了
之。最好的安排是将避风港融入高邮湖旅游
圈，使之转化为高邮西堤景区的一个单元，一个
历史文化的记忆符号。如果可行，岂不善哉。

探访避风港
□ 王俊坤

从我记事时起，我家的房
东就是印瑞生，人称印大先生，
文文雅雅，一袭长衫，颇有气
度。他有四男二女，除夭折外，
个个成才。他家在司徒、马棚
等处有田头二百亩。家中有三十多间房屋，大小
三个天井。房屋有天花板、地板、护板，极有气
势，唯下堂屋为九架梁，还有盆景、葡萄架，架下
还养着一对鸳鸯，这在焦、百二巷也是少有的。

印家设有私塾。私塾设在花厅或昌厅，教印
家的孩子，因我祖父拜托，我及表兄蒋宏春得以

“带锅”。我虚六岁开始在印家私塾接受启蒙教
育。教私塾的是许培元先生，我们背后叫他“许
大瘤”（他嘴旁有一瘤）。印先生知道后，把我们
教训了一顿，从此不敢如此称呼。平时许先生教

“人、手、足、刀、尺”，习字是描红。1945年7月，
我祖父病亡，我向许先生说一声，不知印先生怎
么知道，他说：“孝顺重要，你办丧事去吧！”我在
印家私塾只上了一年多，虽识字不多，但那幽雅
的环境，还是让人高兴的。

后来，新四军住过印家，也住过我家。我记
得印瑞生没有逃亡，仍留家中，大概他没有恶名
劣迹，我没有见过他站“望乡台”（即地主站在桌
子摞桌子上挨斗），也没有见到过印家被“吃大
户”（即大批农民到地主家吃喝）。当时各户按成
分情况，分别列入红榜、黄榜、白榜，加以公布。
近邻烧茶炉、卖烧饼油条的王福贵列为红榜，我
家因祖父曾在伪政权“写串”就列为黄榜，印瑞生
等人则为白榜。

高邮第一次解放不久，正值年根岁晚，我从
一片急紧的锣声和人们的呼救声中惊醒了。那

年我虚七岁，被一个人抱着，不知天南地北发生
何事，只见天上飞的“火鸽子”（已着火的飞溅
物）。事后才知道我家屋后近邻师家因床头蜡烛
烧着了帐子，引起了一场大火，是新四军战士将
我抱进印家的花厅，父亲牵着已怀孕的母亲也赶
到印家。事后有人说给我听，印先生并未着慌，
稳住大家的心，招呼：“救火要紧，先救人，不先忙
拿财物！”我的祖母、几个姑母全部赶到印家，找
到了临时的避难所。不幸中之大幸，师家烧成了
废墟，却未殃及四邻，亦未伤人。要不是新四军
战士和百姓合作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事
后，我父亲与近邻高冠常、印瑞生商谈，总要向新
四军表示一下谢意，高、印两位先生颇有同感，就
建议我父亲写谢帖。父亲不知如何下笔，高先生
说：“你就用红纸，裁成长条，上书：‘感谢新四军，
不忘为人民。’”结果如愿进行。

多少年过去了，我听印先生的外孙汪泰说，
大概是1954年左右，其外公就仙逝了，房子由他
人住着。我在统战部，当助理秘书，得知对台工
作需要，印家的祖屋得以发还。如今，我走过东
后街50号，发现老屋年久失修，从贴有对联“花
溅春光谱，化雨润新春”（纸色已经发白）的大门
缝里朝里望，只见杂树丛生，荒草萋萋，交织着，
已遮蔽了祖屋的全貌，一种破败的样子。然而，
我心里还是挺温馨，那是印家的房屋，是我的出
生地和读书的起点。

房东印瑞生及其祖屋
□ 陈其昌

顺着贵阳的母亲河
——南明河，一路前行，巨
幅广告牌“攻坚脱贫，培训
先行”，替代了以前的“要致
富先修路”的口号，足见时
代的变迁。三个小时后到达茅台镇，它位
于赤水河畔，属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下辖
镇。茅台镇是毛主席四渡赤水用兵如神
的第三渡口，也是他人生当中最为得意的
一笔。这里雨水少，日照丰饶，特殊的紫
色砂岩地质结构，使大量的微生物生成和
繁衍，加上纯洁清甜、含有丰富矿物质的
赤水河水，酿造出独一无二的玉液琼浆
——茅台酒，赤水河因此被称为中国的

“酒核”。从汉朝开始，此地酿酒的工艺就
已经初步形成。到清乾隆年间，茅台镇成
为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正是“川盐走贵
州，秦商聚茅台”的写照。

首先来到河滨路国酒文化城，大量生
动的群雕、浮雕、照片、资料、实物和解说，
展现了酒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军事
和外交等方面源远流长的关系。鸿门宴

“刀光剑影”，勾践“箪醪劳师”，以酒为载
体，上演了一场场政治博弈与战争谋略；
秦穆公“送酒盗马人”，以德报怨，收买人
心，终获胜利；卓文君“当垆卖酒”，勇于追
求幸福的精神，深得人们喜爱；酿酒始祖
杜康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王羲之“醉书
兰亭帖”，无酒不成诗的李白对天发问：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对地豪言：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苏东坡半卧
半微醺的雕塑，正徜徉在自己创作的过程
中。据说东坡每次喝酒只饮三杯，因此，
后人称喝三杯酒为“东坡之节”。在感受
美酒构建的诗画世界里，酒除了散发自身
的香醇，又多了一分灵气与柔美。今人的
一副通俗楹联“春夏秋冬酿酒，东南西北
醉人”，横批“守道”，则与现世崇德相呼
应，且有一丝禅意。

展馆内，一面“酉”字墙将我深深吸
引，它应该是涵盖了中国所有“酉”字偏旁
的钢铸字，涉及与酒有关的酿造技艺、器
皿、食品、视觉、味道、哲学态度等等。我

这个平常不怎么喝酒，但
胃口好、喜欢吃的人，一下
子与“酥酪”对上了眼，且
情有独钟，它们将我勾回
在内蒙古用餐的一段往

事。原本“配”好像不跟“酉”搭界，但是喝
酒要配菜，就名正言顺了。还有“醍醐”也
很有意思，似乎在提醒喝酒的人保持清
醒，是多么强人所难。“酩酊醉”像三个喝
大了的兄弟互相推搡，洋相百出，自带喜
感。“酤酒”最亲民。“醊酹”就显得很庄重
很严肃，也只有中国人才有的一种仪式。
还有许多生僻的字，值得把玩。

出了博物馆去饭馆，道路两旁全是各
种字体的酒旗飘展，成为这个镇鲜艳的名
片。贵州的同仁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饭
店，虽不豪华，仍可见东道主的悉心安排，
很有地缘特色。时值清明，良苗怀新，正是
当地人食野菜的时机。桌上有一道凉拌野
菜，叫佛耳草又名香芹娘，看上去像茼蒿，
比茼蒿叶子粗，是蘸佐料吃的。无火锅不
贵州，酸汤鱼火锅的鱼不像我们家乡的鱼
肉嫩，它比较柴，又没有鸡鸭那么柴，主要
是因为山上的雨水经常对鱼儿冲击，使得
它们形体健硕，吃到嘴里饱满有劲。牛腩，
羊肉火锅里面添加各类菌菇、竹荪，鲜美无
比。有种酸藏在香辣中，它们是辣子鸡、糟
辣鱼、酸鲊肉。主食是一大盆用中药材配
肉末的鲜粥、外焦里嫩的糍粑、各种野菜
饼。服务员表情淳朴，像是在家里招待多
年未见的亲戚，脸上还难掩害羞之色。

夜幕下，赤水河上的吊桥，铁索栏杆
上面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红色五角星，格外
夺目，远远望去，桥身宛若凌空升起的彩
虹。桥下，高11.7米的茅台渡口纪念碑临
河而立，寄托着人民对红军无比崇敬和无
限怀念的深情。散步的老百姓，摆地摊的
小商贩，还有卖酒的，随处可见。看到散
装酒很亲切，小时候爷爷酿酒卖过。很奇
怪，一个年轻酒贩对我说：“姐，尝一下我
们的酒吧！”而不是说，“买点酒回去吧！”
难道我看上去会喝酒，还是这里的女人喝
酒是常态？蓦然，沉醉不知归路。

“醉”在贵州
□ 薛丰

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文
明乘车、公交让座问题，一直受到
社会各层面广泛关注。

近几年，政府照顾老年人，只
要一到古稀之年，就可免费乘坐
公交车，古稀老人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尽情地
体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古稀老人乘车
不仅不必买票，还会有人给他们让座。我有时
在邮城办事，或去扬州参加笔会、读书会等，在
公交车上每当上车刷卡时，刷卡器里报出“幸福
卡”“老年卡”的提示音后，不管车上多么拥挤，
总会有人主动起立让座，甚至有时好几个人同
时站起来。

在尊老爱幼蔚然成风的今天，文明乘车过
程中，有时我也看到与之不和谐的地方。有一
次我去扬州办事，在公交车驾驶室后面找了个
座位坐下。这时上来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
大约三四岁的小孩。我旁边一位老年朋友把手

提包放在了小孩专座上，那中年
妇女示意他把包拿开，让小孩
坐。这本无可非议，可是她竟要
那位老同志也起身，让她坐。小
孩坐是应当的，你年纪轻轻的，

站着又何妨？这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大力宣扬和普及文明和谐理念，营造关爱

他人、服务社会的良好风尚，增强广大市民主动
让座的公德意识，当文明乘客，主动为老、弱、
病、残、孕、抱婴者让座，努力使让座成为一种时
尚，一种人们自觉的活动，这是时代文明和社会
进步的体现。让座，让出的是车厢文明，让出的
是人间温暖，让出的是社会和谐。通过文明让
座小小之举，把小小的车厢变成文明、和谐的流
动载体，让礼让精神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把
礼貌让座的文明之风吹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
这朵承载着爱与和谐的文明之花开遍城市每一
个角落。

让座与文明
□ 葛国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