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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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全市经济总产值预计达839亿元，百亿元级
企业不再是梦。正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坚定的信心，才使
高邮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正如市委书记韦峰所说：“如
果说经济是一座城市的‘硬实力’，那么，文化就是它的‘软
实力’。”住建人正是依靠这两种“力”，基于“眼界高处无物
碍，心源开时有波清”的理念，敢于担当、部门协同、全心全
意、共筑新城。正是众多部门的支持，才能将蓝图投影于
大地，变为现实和“绿化、美化、亮化”的美景。为此，市领
导还实施项目的“领养制”、“管养制”、“包养制”，以及美丽
的市河“河长制”，上下同心，持之以恒，共绘新猷。

让各种人才在邮聚首，让“人”成为“四个高邮”（即实
力、美丽、和谐、幸福）建设活力的源泉，他们更愿意将诗意
和梦想，激荡在人们的心头。让一条运河、一条高铁、一座
城市，永远的风流。而新建成的汪曾祺纪念馆及附近街区
的改造，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走进高邮，走进央视电视屏
幕。正如著名评论家王平在写歌词《一汪情深到高邮》时
所唱：“温软浪漫，人人心中有，能不到高邮。”如今，成千上
万的人在画中游，美丽的高邮在芸芸众生心中留。高邮的
住建人将古城保护与新城拓建同频共振，将习近平视察扬
州的指示和韦峰书记多次重要讲话，“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将推动高邮不断向高处跃升，向更远处前行。以此庆
贺建党百年华诞，宜居乐业的高邮人会自豪地说：“高邮很
美丽，建成不容易，我们真幸福。长住此地，终身不悔！”

高铁飞扬好地方

长街短梦长街短梦 古城新歌古城新歌
□ 陈其昌

因敬重汪曾祺，铁凝主席记住了高邮城，也爱上了高
邮城。2010年五月，正是通红灼亮的红石榴盛开花朵的
季节，那时，她从扬州开会后，特意来到高邮，观瞻汪曾祺
文学馆，向汪老塑像献上了花篮，与市领导一同栽下桂花
树。她执意要去汪老的故居，临离别的时候，不知何故，她
眼噙泪花，汪丽纹送上纸巾，擦泪。身旁的著名作家毕飞
宇拍拍她的肩头“别这样！”后来，她在送给我的书《长街短
梦》上签下了如文题的字样。众所周知，读汪老生前的最
后一篇短文《铁凝印象》，只要记住一句话：“生子当如孙仲
谋，生女当如屈铁凝”就够了。而铁凝在赠书中有一篇《温
暖孤独旅程》，写汪老关心铁凝为什么脑门没有留海呢？
汪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因此，铁凝感悟到，像汪老这样的
作家“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
学”。铁凝在赠书的前言写道：“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
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汪老为高邮

市委曾题词：“神珠焕彩，水国新猷。”铁凝和汪老的题词何
其相似乃尔。

汪老在《他乡寄意》真挚地说：“我希望地方的有识之
士动动脑筋，也可以把在外面工作的内行请回去出出主
意，到2000年，我的故乡应当会真正变个样子，成为一个
开放型的城市。”可以告慰汪老，由于一任又一任市里领
导，带领全市干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殊荣后，近日，市委书记韦峰要求全市上下：

“要持之以恒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久久为功，确保两个
目标永远在路上，永远进行时。”要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以

“敢争第一、勇创一流”的拼劲，咬定目标拼命实干，善作善
成、争先进位，为扬州“好地方”贡献高邮力量。城市建设，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倘若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
一条宽阔的长街，那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昔日工作，
则是一道又一道别致的风景，也是他们的初心和担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当时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就注
重、关心全县城乡建设。旧社会，高邮是古城，从南边的

“双人尽头”，经南门大街、中山路、林森路，直到最北头
处（后为染化厂）约4公里，号称十里长街。全城主要街
巷共有13条，总长约10.5公里，路面均为砖块砌成，路
宽2米至4米。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先拓宽中山路中段
（中市口至人民剧场）、县府街（东门至运堤）。而从1980
年至1985年，新开辟通湖路、蝶园路、繁荣路等道路16
条，总长12.53公里，除通湖路是柏油路面，其他均为水
泥路面，道路宽度6米至38米之间，初步改变了行路难
的状况。通湖路，是当时最宽的路，有人曾小家子气询
问领导：“连人行路都可开汽车，搞这么宽，有什么用？”
而现在看来，当时的县里领导，有远见、有气魄，而与后
来新建道路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回眸过去，有些欣
慰，有些寒碜，这都成了明日的黄花。

换了人间的高邮

改革开放之花，绽放在邮城城区。如果是一部交响
曲，那么，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贯彻
则是高亢的主旋律，它开创了高邮建设的新天地。城区
改造、重建工作，连续三期，成果颇丰。往日府前街的南
面，只有一幢青云楼三层，其它是低矮的平屋（见《高邮
市志》191页照片的对照）。为此，建委的同志在市委、
市政府领导下，亦有其它部门配合，洗濯旧貌添新景。

“政府为民办实事，我为政府挑担子”“宁可吃遍千般苦，
换来市民夸政府”表达了广大建设者的心愿。其中被拆
迁户之一王工程师住在胭脂山50年，住处地势高，皎洁
的月光从树影的婆娑中流泻下来，梳理得明丽剔透而又
如梦幻，他终于感言离它而去。“对于整个城区建设，我
家住处只不过一抔黄土。”王工程师如是说。住在附近
的丁老师家，已是危房（家中有十门大炮，即木柱打的
点），尽管此房危在旦夕，他仍是难离故园，是最后离开
的拆迁户。这府前街三期改造，重点工程拉开了城市建
设的序幕。

文游路，因公路经文游台而得名。北起北头闸，南至
蚕桑场，全长9.7公里。经历了建成、改造等三个阶段。
建成是路宽24.5米至30米，1998年改造竣工时，“三线”
（电力、电话、照明线）入地，路旁高楼林立。后来，又经改
造，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两次改造，投入1亿元，是
它成为当时南北畅通的主干道。可谓是“文游路上添璀
璨，两翼齐飞毓灵光。”

改革开放交响曲

有些歌消逝了，上世纪50年代，高邮就有人唱道：“高邮
是个好地方，金山银孔比不上……”那是低水平的好地方，现
在的歌，是真正好地方的颂歌，也是对历任市四套班子领导
下住房城乡建设者的点赞。这首流淌在母亲河（大运河）的
歌，唱出了我们百姓的感恩的心声。自2001年起，高邮实施
城建“双十”重点工程的步伐，那是追赶的岁月，那是时代的
风采。累计投资1350亿元，建设项目500多个，演绎为国家
生态示范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等殊荣，犹如
高邮胸前一枚枚勋章，从而使高邮解放初4平方多公里，到
改革开放初期扩展到10平方公里，再到现在的30平方公
里，推远抬高了多彩的天际线。站在99米高的金融中心，鸟
瞰全城区，真正实现了向西看“湖天一览”，向东瞧“稼禾尽
观”。如今，筑梦于心、见之于行、行之有效。扩容的京沪高
速已与连淮扬镇高铁并肩，风驰电掣，文化文明交相辉映，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让高邮人增强了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
使高邮成了“扬州是个好地方”的“后花园”。

现在，城区主要道路，已形成“四横”即武安路、海潮路、
通湖路、秦邮路，总长18.9公里，“五纵”即文游路、屏淮路、珠
光路、捍海路、G233，总长50.4公里，真可谓宽阔长街、通衢
大道。至2019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2.45%，那是绿荫
环抱城区，城区处处见绿，连续的重点工程建成，拉开了东进
序曲。从世贸商圈建成扩容，到吾悦广场又一商圈形成。从
赞化学校（汪曾祺学校）、实小东迁到周边的房屋新建，再到
人医东区建成、慈新医院崛起，苟日新、日日新，直到一批停
车场、农贸市场的问世，一条条老街旧巷的改造，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新的综合性文体中心及金融中心商业大楼高耸，新的
行政服务中心东迁，为民服务东移，其高楼林立栉比，美轮美
奂至极，令高邮在外游子回乡，时至临近高铁高邮站，纷纷摄
像定格那最初的惊鸿一瞥。

高邮解放初，只有城西大校场算一广场，公园也只有一处
人民公园。如今，广场星罗棋布，城乡皆有。被列入《扬州文
化历史大辞典》的高邮蝶园广场，那是激越人心的大手笔，
2002年国庆节前建成，占地10.5万平方米，面积为扬州之
最。此广场将名胜古迹与现代广场融为一体，凝重而寓雄伟，
壮美而蕴时色，古朴而饶新韵。喜蝶园增辉生丽，花香蝶舞、
林深莺啼，以让百姓休闲有所，流连有趣，盖齐心同铸毓秀功，
秦邮风流舞翩翩。接着，海潮大桥公园、南澄子河公园、通湖
大桥公园、北澄子河风光带及生态公园，大小淖河（据说为元
代开挖）风光带及“邮之情缘”、“水之魅力”、“孕之声韵”三座
塑像矗立，大寨河体育休闲公园，乃至腰圩河社区公园、净土
寺广场的建成，净土寺广场挺拔而秀颀，成为广场核心，入夜
华灯齐放、彩泉喷涌，流光塔影，无不让人流连忘返。总之，
诸广场、公园正形成“清水活水、不淹不涝”的宜居城市。

古城高邮唱新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