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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高邮镇高质量发展，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聚焦聚力开
启“十四五”新征程，全力提升中心城区首位
度，2020年12月22日至26日，高邮镇举办
了2020—2021年度党员干部冬训活动。本
次活动以开展“开心”共庆新发展、“知心”话
语干群说、“爱心”惠民到心坎、“红心”教育
走基层、“安心”生活享幸福为主要内容的

“五心”教育为抓手，在全镇上下掀起学习热
潮。22日至23日集中学习，24日至26日分
组学习，会训结合、统分结合，形式新颖，全
面开花。

“开心”共庆新发展。“十三五”期间，高
邮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百姓富裕程度明
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社会文明
程度明显进步，高邮成功创成全国文明城
市。作为中心城区的高邮镇，功不可没。高
邮镇党委书记史美山主持开班仪式并讲话，
他指出，2020年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退捕禁捕三大攻坚战，值
得庆贺；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值
得期待；大家要上下同心，共谋高邮新发展。

“知心”话语干群说。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突出主题主线，分层分类
组织开展生动活泼接地气的融合宣讲。22日
上午，集中开展市党课、理论＋文艺精品进冬
训汇报展演活动。其中大淖社区党总支书记
冯春娟宣讲的党课《老年人的笑声就是小康》
让人耳目一新，给“如何融洽干群关系，更好
地为民服务”提供了思路。22日下午，扬州市
委党校蒋伏虎教授主讲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宣讲》，让学员们深入领会中央最新决
策。23日上午，高邮镇邀请结对共建单位税
务局、民政局领导来上党课，重点围绕贯彻新
发展理念、开启“十四五”新征程，合力剖解制
约和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23日下
午，扬州市委党校王寅教授所作的经济形势
报告，为今后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方向。24日
至26日，镇领导班子成员徐进、赵帮定、卢登
祥、周峰、唐椿分别到挂联的大淖社区、琵琶
社区、新联社区、湖滨村、南海社区开展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将党的声音
送到最基层。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讨论，让
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

“爱心”惠民到心坎。高邮镇着眼于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爱民、惠民行动落实到

基层，落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25日，月塘社
区、武安社区组织开展慰问困难家庭活动，将
党的关怀送到老百姓的心中。学习期间开展
的以送讲座、送政策、送服务、送项目、送技
术、送书籍、送演出、送电影为内容的“八送进
冬训”活动，深受欢迎。24日，大淖社区为党
员播放了抗战电影《八佰》；御码社区为党员
播放了红色教育片《日出东方》；高谢社区“五
彩志愿服务队”为行动不便、年龄较大的老党
员提供送学上门服务，开展“文化走亲”文艺
演出活动。25日，黄渡社区组织开展“建党百
年话党史”专题教育讲座，让党员们切身感受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辉煌历程。

“红心”教育走基层。“一颗红心献给党”，
这应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24日，康
华社区党总支组织社区党员参观市检察院法
治教育实践基地、市法院廉政文化长廊，开展
了廉政文化、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活
动。25日，新华社区党总支开展“忆往昔 展
今朝 喜看邮城新面貌”为主题的党员教育活
动，组织党员同志参观高邮镇镇史馆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水部楼社区党总支走进周山
烈士纪念馆，开展了以“重温峥嵘岁月 传承
红色精神”为主题的党员冬训活动；琵琶社区

党总支带领党员参观吴登云事迹展览馆和抗
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牢记初心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24日至
26日，新联社区、琵琶社区、十里村还安排了
高邮市道德模范事迹宣讲，在党员干部中引
起较好反响。

“安心”生活享幸福。如今的高邮已迈入
“高铁时代”，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得到进一步提升。开展党员干部游高邮活
动，让老同志们切身感受高邮的新变化、新发
展。24日，奎楼社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 汲取红色营养”活动，带领党员
代表参观高邮周山烈士纪念馆和高铁站。25
日，武安社区、新联社区组织党员干部观看高
铁站、游览汪曾祺纪念馆活动。26日，南海社
区组织党员走进中国集邮家博物馆，从邮文
化中感受祖国的变化。高邮镇教育党总支还
在全镇中小学组织开展“我与高铁”主题征文
活动，评选出优秀稿件，并组织了巡回演讲。
大家正享受着美丽高邮、幸福高邮、文明高邮
给我们带来的实惠。

总之，“五心”教育已深入人心，在邮城遍
地开花。

通讯员袁清贤陈卉

守正创新办冬训“五心”教育展华章
——高邮镇党员干部冬训活动侧记

《解放日报》副刊在2018年10、11月期
间连载了解玺璋先生撰写的《张恨水传》。读
后深感张恨水先生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一座丰碑，甚至无与伦比！

很久以来，人们总以为张恨水先生是一
位专写哀情小说的作家，属鸳鸯蝴蝶派。其
实这种认识是很偏面的，极为肤浅。事实上，
张恨水先生首先是一个报人，一个新闻工作
者。他在1918年至1948年的三十余年间，
一直在多家报社做记者、编辑、总编辑；而且
他还是中国作家中自己出钱办报纸的第一
人。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报纸上副刊尚处于
萌芽状态，并不多见，直到张恨水办副刊，通
过连载自己写的小说吸引读者，从而增大报
纸的发行量，副刊才成为了报纸的一大支
柱。而他的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
笑因缘》也借助副刊轰动一时，可谓两者相得
益彰。从此也就开启了张恨水的报人、小说
家两栖职业生涯。

著名作家解玺璋先生也是个报人，他
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后一
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晚报》
副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任编辑多年，其经
历和张恨水先生有诸多相似。他怀着对张恨
水先生的敬佩之情，不辞辛劳，到处查证，花
了四年的时间写就了《张恨水传》，并在《解放
日报》副刊上连载了近一个半月。

张恨水先生作为报刊办副刊的“鼻祖”，
几年后，被后来的报人立传，并连载在当今大
报的副刊上，他生前是万万想不到的。代代
报人们的情意、良知和责任心，让人们非常感
动！

张恨水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不
仅文才好、文德好，而且人品高尚，他无愧为

中国的脊梁、骄傲和榜样！
就文才而言，张先生是真正的著作等

身。他一生写了三千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中
长篇小说就有一百二十多部。他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
上，从报纸创刊之日到1929年1月24日，连
载了五十七个月；小说《金粉世家》在《世界
日报》副刊《明珠》上，从1927年至1932年
连载了五年零四个月；1934年，《啼笑因缘》
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了近
一年……而且，这些连载小说，在时间上并
不首尾衔接，常常是交叉、重叠的；甚至还有
过六、七部长篇小说同时在各家报刊上连载
的情形。除了写小说，他每日还必须写新闻
稿及其他小文章，这样加起来，每天都要写上
数千字，而且从不间断，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这样的高产作家，至今应该无出其右！

张先生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还深受
上至鸿儒、下至白丁的喜爱。每天下午两、三
点钟，报馆门前就有读者排队等着购买新报，
以先睹为快。《啼笑因缘》等小说还被争相搬
上影幕和舞台……

张恨水先生不但有文才，而且还有文
德。在写作过程中，他以真善美为目标，奉行
温柔敦厚的文学创作原则。他认为写作不能

不讲“诗人敦厚之旨”，要有“怨而不怒、哀而
不伤”的美学原则。他还自我检讨了《春明外
史》的失误，从而在此后的《啼笑因缘》《金粉
世家》中就明显少了讥讽，多了宽容。

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的布局设计上，
他是以对社会的影响为考量的。中国的女
人们历来喜欢看悲剧的情节和喜剧的结
尾。张恨水并不迎合这种心态，而是诠释、
演绎了“啼笑皆有因缘”的道理，从而通过作
品教人向上、向善。例如对《啼笑因缘》中女
主沈凤喜结局的处置上，人们总希望看到她
悔改醒悟，能与樊家树重归于好。对此，张
恨水说：“至于凤喜，自以把她写死了干净；
然而她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意志薄弱
的女子，何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可是要把她
写得和樊家树坠欢重拾，我作书的又未免

‘教人以偷’了。总之，她有了这样的打击，
疯魔是免不了的。”这一番话充分显示了张
恨水的善良和社会责任性，他的创作是有道
德标准的。

在人品方面，张恨水先生是极其高尚
的。他17岁突然丧父、辍学，生活瞬间坠落
低谷，前途迷茫。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追
求，而是刚毅地选择了忍受和担当。小小年
纪，他就能把苦和痛深埋在心底；在饥寒交

迫、贫病交加中四处闯荡、寻觅生机。他始终
不忘在父亲临终时所作的承诺，毅然扛起了
养家的重担。1919年，刚到北京，月工资才
五六十元，他就把一半寄回家；1923年，工资
有了一、二百元，他立刻就把母亲、弟妹安排
到芜湖好友家；随着收入渐长，1925年，他把
全家十四口人全部接到北京供养。他的一
生，用一支笔，辛勤耕耘养活着一大家人。这
种孝道、亲情、担当是罕见的，值得世人敬仰
和学习！

对待友人恩人，张先生的为人处世也是
值得称道的。1929年，他应邀赴沪拿到了八
千元钱的稿酬，其中四千元是卖掉《春明外
史》版税的钱，还有四千元是四部小说预支的
定金。卖文十几年，张恨水第一次见过这么
多钱，他意识到自己走出了困境。就在这时，
他首先想到的是老朋友郝耕仁——那个长他
十岁，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邀他一同出游散
心的人；那个自己尚靠朋友接济，一天只能喝
一顿粥的时候，还带着他一起喝粥、去图书馆
看书、谈诗论文，极其乐观豁达，仰之弥高、钻
之弥坚的人；那个在他四处流浪、一筹莫展
时，指点他出路，并把自己《皖江日报》总编辑
的机会让给他，领他入行的人……他立即把
这个已有十一年未相聚的恩人郝耕仁叫到上
海，又是给钱，又是同逛西湖，以至共商未
来。张恨水不忘旧情、知恩图报的人格境界，
令人折服！

在张恨水先生的祖籍安徽潜山建有纪念
馆，内设铜铸像，但前往的人毕竟不多。《张恨
水传》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张恨
水先生的精彩人生和君子品行，宛如见到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深受教育
和鼓舞！意义赫然！

一座丰碑
——读《张恨水传》有感

□ 何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