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集邮断断续续有五十年
多了，算是集出点“名堂”。有人
问我集邮有什么体会？我觉得
集邮要做到“五要”。

一、要多看书
提高邮识要看书，鉴赏邮票

要看书，编组邮集也要看书。集
邮家刘广实先生有句名言：“先
集书，后集票”。如果你真的想
集邮，必须看一些大书、硬书。
这么多年来，我看了这样一些
书：《中国邮驿与邮政》《中国集
邮史（上下册）》《中国邮票史（九
册）》《魅力集邮》《爱上集邮》
等。还备了一些工具书：《中国
集邮大辞典》《中国邮票全集（五
册）》等。我每年都订集邮报刊，
包括《中国集邮报》《集邮博览》
杂志等。只有不断地看书看报，
你的集邮水平才会提高，才能真
正进入集邮领域，享受其中的乐
趣。

二、要掌握基本技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集邮要有两大技能，一是

会网上购物；二是要会操作电
脑，制作邮集。少一样技能，集
邮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许多
邮品我都是在淘宝网上购买，还
到孔夫子旧书网、7788集邮网
购书或邮品。为了制作邮集我
购了一套“雅邦胡氏定位尺”，自
己封塑邮品，得心应手。现在制
作邮集与过去大不相同，首先在
电脑上画彩色框，文字也在电脑
上打好，然后彩印到贴片上，再
贴邮品。我现在制作邮集都是
在电脑上完成。

三、要明确集邮方向
集邮有多种集法：有传统集

邮的，有专题集邮的，有生肖集
邮的，有文献集邮的。集邮的目
的也不一样：有的为了自我欣
赏，有的为了编组邮集，有的为
了保值增值，有的兼而有之。但
每一位集邮者都必须弄清楚自
己的集邮目的、方向。我集邮方
向是按专题集邮，比如“道教”，
虽然道教这个专题有很大的局
限性，但我还是锲而不舍，凡是
看到与道教有关的邮品，我都要
想办法据为己有。我还有一个
方向，就是研究中国集邮家博物
馆中一些珍贵的展品，这些展品
都是集邮家捐赠过来的，背后都
有一段故事，我要把这些故事挖
掘出来，讲给观众听。我觉得做
这样的事很有意义。

四、要编邮集写邮文
一枚枚邮品的收集，属于集

邮的初级阶段，因为只有量的积
累，没有质的提高。集邮的高级
阶段是编组邮集，不但欣赏美，
而且创造美。集邮还要注重研
究，动手写些东西。集邮家赖景
耀先生有两句名言：“不动笔墨
不集邮”，“集邮就要集出一点名
堂”，只要不断集邮，不断学习，
不断研究，坚持若干年，一定会
有所建树。如果你只是收集邮
品，不做研究，那么你的邮识就
得不到提高，就不能充分享受集
邮的乐趣。

五、要参加活动多交朋友
集邮界有个“三U”，就是集

邮、旅游、交友。每年全国各地
集邮活动很多，如果有时间要尽
量多地参加，并与旅游结合起
来。参加邮事活动，本身就是一
种学习和收集邮品的好机会。
现在集邮群很多，我们可以加入
几个群，参与集邮讨论，了解各
种信息。最好交十几个不同地
区的铁杆邮友，相互邮寄封片。
集邮人喜欢发朋友圈和公众号，
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作为发
布者要做就要做得好一些。我
有一个公众号，里面有一半是集
邮内容，全部是原创，关注的人、
留言的人很多。与邮友互动交
流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我集邮的几点体会
□ 倪文才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借助2022年集邮文
化季、集邮周活动，组织开展了《我用
邮票讲故事——漫游科技世界》一页
邮集作品征集活动。为不错过这学
习创作机会，我也就苦思冥想开始做
功课。

食材是做菜的关键，打开自己的
邮票册，翻来翻去和科技关联的邮品
少之又少。无意间从别人送给的外票
邮集中看到一些世界航天方面的邮
票，也就思索着弄个载人航天类的一
页邮集。杨利伟是我国第一名航天
员，他的成功“飞天”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载人航天国家，我幸运地找
到了2003年10月16日中国邮政发
行的《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
一套2枚邮票。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刘
洋和我国首位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王
亚平只出过个性化邮票，我向协会的
邮友们寻找没有找到。

邮友叶程网购熟练，我就电话求
助帮忙，他立马上网搜寻，很快找到
了10名中国航天员小版套票并打款
订下。过去了几天，叶程告知，对方
因无库存退款啦！得来还得费工夫，
不善网购的我也就带晚折腾着手机
处处找寻，很幸运地从深圳购到了所
需的邮票。

虽是一页邮集命题可马虎不得，
思索几天想用“逐梦苍穹竞英雄”为
题，可又觉得不妥贴，于是把自己的邮

集草稿发给初中时的语文老师任俊梅
请教如何命题。

“如果全部都是英雄那用‘竟’，如
果表达‘竞争’，就用‘竞’。我个人觉
得题目挺有气势，一批一批的航天工
作者都是英雄，用‘竟’更妥贴”。老师
的指导一锤定音，“逐梦苍穹竟英雄”
题目敲定，文字编写、邮票画框、规范
策划，在多位老师帮忙支持中搞定。
我得好好感谢获得这个“科技之光”一
等奖的“幕后英雄们”。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的一页邮集作品征集活
动还开展了为时12天马拉松式“我心
中的最佳作品”网络投票活动。动静
很大的海投举动，不夸张地说快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了。最大的收获应该是
少数人的集邮活动让大多数人知道并
参与了，宣传集邮宣扬邮文化功不可
没。我以21549得票排名14位，荣幸
获得最佳关注奖。这奖还真来之不
易，那不仅是自己亲戚朋友齐上阵，还
有他们的密接亲戚朋友，以及次密接
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统统助力，群友
找群友再找群友，群转群再转群，我所
涉的家庭群、同学群、老师群、同事群、
朋友群、集邮群、藏友群、单位群、商会
群等近百个群，正因为这超想象的“百
团大战”，才穷追不舍立于前40名之
中。当拿着最佳关注奖时，要特别感
谢关注我的“百团大战”的天南地北

“战友们”。

寻觅“航票”赶邮集“百团大战”抢投票
——“漫游科技世界”一页邮集参展记

□ 吴兆琪

今日高邮APP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甲辰年正月初十

责 编：金 婧
版 式：纪 蕾

专
版

市融媒体中心 市集邮协会 联合主办

■ 邮人邮话

编者按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政集团组织开展“我用邮票讲故
事——漫游科技世界”一页邮集作品征集活动。我市集邮爱好者积极参与，共
有10部作品入选，并参加昆明2023第19届全国集邮展览。从本期开始，每期
登载1部作品，以飨读者。

■ 一页集邮

作者：吴兆琪

■ 邮人邮话

《盂城邮花》2020年第三期
刊登《消逝的邮政日戳》一文中，
任仁老师介绍了“江苏高邮瓦
仓”和“江苏高邮柘垛（所）”两枚
已消逝邮政日戳。最近，我们在
一批邮政老票据中又找出几枚
高邮已消逝的邮政日戳。

这是一张在县内电话来话
记录单背面书写的邮票代办费
收据，销“江苏／高邮南甘垛”三
格 点 线 式 邮 戳 ，日 期 为
1964.3.14，其中64倒置，垛字为
土底异体字。南甘垛原称茅垛，
后开垦种粮，清乾隆年间始称甘
垛，又因位洛阳河南，故名南甘
垛。据《高邮党史大事记》记载：
南甘垛在日伪时期是伪四区区
公所驻地，伪区长杨夙兴曾是

“联庄会”的头头。1943年3月
9日杨夙兴派伪自卫队和“联庄

会”70余人袭扰三郎庙，驱散打
坝群众500多人，抓走多人送高
邮日军司令部，领赏 2000元。

10日又派“联庄会”100余人“扫
荡”沐家庄、姚家舍，抓走我干
部、家属。为此，1943年3月13
日新四军高邮独立团，两个连分
南北两路进攻南甘垛和北王庄，
迅速攻克伪四区区公所，救出被
捕干部和家属，解除了伪自卫队
武装。伪区长杨夙兴逃往高邮
城，不久病死，极大地打击了日
伪的嚣张气焰。高邮独立团在
战斗中成长，在战争中发展壮
大，成为一支敢打恶仗，所向披
靡的“海空雄鹰团”，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国土
防空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解放后，南甘垛为甘垛乡
（公社）驻地。2000年甘垛乡与
平胜乡合并改置甘垛镇（2013
年与横泾镇合并为甘垛镇）迁驻
地于河口（原平胜河口）今址。

南甘垛
□ 黄家耕 蒋旭东

老人桥村是高邮市界首镇
下辖建制村，由境内老人桥而得
名。据《界首镇志》：清朝中期，
在下水沟（今王家河村）有一条
汊河，南北岸住卢、徐二商，由于
汊河阻隔了交通，影响两家生
意，经二位店老板商定联合投资
在汊河上架桥。据传说从前民
间每搞一项建筑，必须层层上
报，由上层官员批准，否则要受
到责难或处罚。为免遭非难和
招徕顾客，卢徐二商先在桥的上
首（东侧）新建了一座“万寿寺”，
内堂供有皇帝牌位，继而造桥，

这样，桥通庙旺，行人方便，生意
兴隆，人誉二商经营有方，又因
其年事已高，故称之为“老人
桥”。解放后设有邮政代办所和
供销站。

人民公社化后老人桥村称
合兴大队，1980年代改称王家
河村，村民委员会设于老人桥，
区划改革后由原高邮市界首镇

安幸村和原王家河村合并成老
人桥村，又由原老人桥村和原品
祚村合并成新的老人桥村。

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
小说《受戒》中小英子的原型大
英子后来就嫁到了老人桥（王家
河村），故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汪曾
祺研究会秘书长陈其昌先生在
给大英子的长子赠书时题有“汪
迷不忘小英子，吾侪犹记老人
桥”的词句。感谢邮友吴金龙先
生提供的高邮老人桥（三格点线
式）戳票。

老人桥
□ 黄家耕 蒋旭东

■ 高邮消逝的邮政日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