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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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2023年9月20日 星期三
癸卯年八月初六

责 编：郭兴荣
版 式：纪 蕾

特别
报道

19日下午，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天津举行。我市青年作家周荣池以
散文作品《上河之畔》获得百花文学奖散文
奖，与国内散文名家李敬泽、杨献平、雷平
阳、杜阳林等同台领奖。记者第一时间采
访连线周荣池，就获奖作品和他近年来围
绕乡土题材创作进行了访谈。

深情：沿着河流的书写

周荣池获得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
奖的作品《上河之畔》一文原载于知名文学
期刊《长江文艺》2022年第1期，并由同年
第3期《散文海外版》转载。

“这是一篇书写运河之城高邮风物的
散文作品。我沿着城市的北线与运河一起
南下，渡口的夕阳，野地的荒草，平原的风
物，河堤的历史，岛上的佛塔以及湖畔的渔
船，一切都是河流自己的平实记叙和深切
抒情。我们里下河平原上的人称大运河为
上河，她是上游的河，是天上的河，是历史
的命脉，是地方的命运，也是我们十分骄傲
的命数。”周荣池在颁奖现场与记者连线时
表示。

周荣池是从里下河平原走出的一名
本土作家，长期基层的工作经历和踞守
于乡村现场的写作，让其作品一直具有
强烈的“在乡性”和“现场感”。周荣池
说，里下河的平原丰赡的事实和情绪是
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而平原上众多的
河流就像是其笔下流淌出的深情，深刻
地联系着他与村庄、平原的日常交往与
唱叹。

周荣池十多年来对于平原与河流的认
识与探求，得到了业界的期许与认可。第
二十届百花文学奖组委会给《上河之畔》的
授奖词是：“周荣池《上河之畔》以老淮江公
路为引线，详细勾勒了大运河畔高邮的风
物人情，由风光而历史，由物产而人文，均
藉由作者笔下细致入微的描摹，得以生动
真切地呈现。周荣池承续乡土写作的立
场，结合文化散文的视野，展现出独特的气
势和格调。作者一贯诚挚而深情的书写，
旨在用文字为丰厚沉默的广袤土地赢得更
多的荣誉和尊严。”

改变：从平原追溯到河流

熟悉周荣池写作的读者不难发现，周
荣池的写作是“两只手在弹琴”——一只手
关注的是自身的疼痛感，另一只手探求的
是乡村的时代性。表现在其具体作品中，
就是其散文写作中的深情自我和小说写作
里的火热时代。当然，作为一个不断期待
着前行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是在不断的
改变中探索和完善着一个作家的文学地理
和观念。《上河之畔》正是体现着这一变化
的例证，具体到从平原到河流的追溯，再深
入到其对城乡关系理解的转变，他用自己
的脚步不断地丈量着以大运河为本源的里
下河平原现场，从而交出了一个个以文学
为形式的个人答卷。

谈到自身创作的不断改变，周荣池从
近几年的散文写作中给出了一条清晰的线
索。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写作是不断修正
方向，也是不断在调适细节的，很多内容在

不断地被反观与修饰，也是在不断地探索
和强化。

从朴素原生的《草木故园》到充满追问
意识的《村庄的真相》，到体现个人与土地
以及现实关系的《一个人的平原》，再到反
思城乡复杂关系的《村庄对我守口如瓶》，
周荣池对于村庄与城市的关系，特别是乡
土与现代化的关系发生了“山乡巨变”式的
改变。“我不再一味地回望与眷念过去，而
是以某种更为理性和真实的观念和状态面
对自己的乡土和写作，这才不至于矫情和
虚幻，才能更为真实地将双脚踩实在大地
上，从而让双手在纸上的书写不至于空洞
虚浮而无力。”周荣池说。

在《上河之畔》这篇文章中，记者发现
了这种“改变”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态度和观
念，更具体体现在地理位置上的位移，是从
平原往大运河的一种“逼近”。这种“逼近”
是一种找寻，也是某种回归。而这种改变
不仅体现在其散文创作上，也不止在《运河
之畔》这一篇文章。

坚守：每一个奖都是大地的微笑

记者了解到，百花文学奖是文学专业
领域内一个享有盛誉的奖项。它是以遴
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的文学奖，前身为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小说月
报》百花奖，每两年一届。百花文学奖始
终坚持以读者投票为最大权重，已成为读
者、作家心目中颇具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全
国性文学大奖。从历届获奖结果来看，百

花文学奖获奖者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国内
创作的中坚力量与文学潮流。该奖设立
以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王
蒙、莫言、贾平凹、刘震云、迟子建等众多
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有作品获得百花
文学奖。

周荣池作为一个在基层文学世界里不
断探索的青年作家，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
家乡和土地。不管是从现实身份还是精神
内质上来讲，周荣池一直没有“离乡”且在
不断地“望乡”，城市生活又恰恰让他在“思
乡”的过程中强化了对乡土自身以及城乡
关系的思考与定位。

“可以说乡土是我的‘恩人’。”周荣池
说。近年来，他不断斩获专业文学奖项，
从《李光荣下乡记》《夜行者——毛福轩
传》（丛书）以及《单厍》连续三次获得江苏
省“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到《节刻》
获得三毛散文奖、《念母十章》获得丰子恺
散文奖，到《一个人的平原》获得紫金山文
学奖散文奖并入围鲁迅文学奖，再到《上
河之畔》获得本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这
一个个奖项就像是大地上留下的坚实脚
印，一次次地印证着一个写作者的初心与
坚守。

谈及这些奖项，周荣池说，并非是我
给村庄和平原以及河流赢得了什么荣誉，
是乡土中国的现场给了我启示和动力，而
这每一个奖都是大地对我的微笑。“这些
充满着善意和慈爱的微笑，就像母亲对我
的期许和鼓励，除了继续不断地出发，我
们无从有其他任何杂念。”周荣池说。

周荣池：每一个奖都是大地的微笑
□ 通讯员 邮轩记者孔令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