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般县
级城市的城区道路路幅大都较
窄，通常都是混合交通。机（动
车）非（机动车）不分，行人、非机
动车同机动车在同一个路面上行
驶，行人和非机动车靠边行驶。
由于城市道路上行人、非机动车、
机动车数量少，大家一度时期也
相安无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区车辆和人员快速增多，道路
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交通事故频
发。新建、改建、扩建道路，解决
机非分道行驶、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问题成为必然选择。

按照人行道设计规范，人行
道通常要比机动车道高10至20
公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设计
标准确保了行人和车辆各行其
道。骑自行车的市民如需靠边停
车，只需一手扶自行车龙头，一手
抓住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一手
拎，一手推，自行车轻而易举地就
上了人行道，这样自行车大都能
在沿街店面门前依次停放。

2000年左右，电动自行车开
始出现，虽然它有电池驱动，具有
机动车特征，却是按照非机动车
进行统计管理。那时，电动自行

车违规停放在机动车道的现象非
常普遍，这与城区文明规范停车
要求格格不入。尽管有关部门加
大了处罚力度，但收效甚微。究
其原因，除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文明停车意识不强之外，车身重
（电动自行车驱动电池及车架的
加重，轻者二三十公斤，重则四五
十公斤）、路牙高、驾驶人力气小
（特别是妇女儿童）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因素。

由于城区道路建设、改造时，
有关部门单位依然严格按照原有
技术规范设计、建设、验收，电动
自行车上路牙难、不规范停放的
难题依然难以根治。

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责
任分工，市政府把非机动车（含电
动自行车）文明规范停放秩序的
整治任务交给了城管部门。公
安、城管部门在相关会议上力主
把人行道降坡，便于电动车驾驶
人能把车子推上人行道停放。起
初，这样的建议没有引起太多人
在意。有关部门单位依然坚持按
照原有的设计、建设规范标准执
行。后来，相关部门参加市政府
组织的外出考察学习，现场观摩
了先进管理城市道路建设、改造

的成功范例。事实终于让大家统
一了思想，那就是：不能再死抱

“规范、标准”，必须坚持人性化，
必须与时俱进。

思想统一了，一切就好办了。
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分两步走：第
一步，就是对暂时不会提档升级的
道路进行局部降坡。在人行道每
隔一段距离以及人行道的尽头，把
路缘石和人行道路面削下去一个
弧形的凹槽，便于电动自行车上下
高于非机动车道路面的人行道；第
二步，就是对即将提档升级的道
路，修改施工标准，把原有的路缘
石和人行道路面的高度由10至20
公分降低到5至10公分。部分道
路甚至把人行道的路面高度和机
动车、非机动车路面持平，用彩色
沥青摊铺人行道路面，用同路面等
高的路缘石把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区分开。在交通高峰期，非机动车
流量太大时，可以暂时借用人行道
通行，这样又解决了非机动车拥堵
问题，一举两得。

通过这两项改造，非机动车
难上路牙、在非机动车道随意停
放的痼疾顽症迎刃而解。非机动
车在人行道上施划的停车位内顺
向有序停放成了城市一景。

这个问题的成功解决，使我
们懂得，技术规范、标准不可能随
时修改，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新的
技术规范、标准就来自于实际使
用过程中的不断创新、突破和完
善、总结。

降 坡
□ 潘万宝

好友陈宝林、王朴夫妇的女
儿叫陈萌。她从一个懵懂少年到
成为师范生，再转考上南京艺术
学院，直至成长为江苏电视台制
作部的中坚力量。我为之欢欣、
为之点赞。

宝林早在1981年就有诗文
见之于报刊，知天命之年出版《多
彩岁月》。他在书的封面写道：

“人生应该记忆的东西是很多很
多的，只有展望未来，才能鼓起生
活的风帆。”他有种出专集的冲
动，其初衷只是将人生的轨迹与
心中的痕迹集于一本，以盘点流

金岁月，营建对外沟通的立交
桥。宝林作词、张建华谱曲的歌
曲，在首届全国工人歌曲征歌中
荣获唯一金奖。宝林扮演雷锋，

“七·一”“八·一”“十·一”在高邮
人民剧场对外演出，为棉纺厂争
得荣誉。

宝林、王朴盼独女早点工作，
便让陈萌就读扬州师范美术大专
班。此前，陈萌获高邮市少儿画
一等奖、扬州市作文比赛一等
奖。师范两年后，陈萌到南京艺
术学院培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
知识，开阔了眼界。一年后，她正

式跨入南艺大门，聆听名师教诲，
在艺术的蓝天飞翔。

这其中，有我的见证乃至参
与——辅导陈萌作文，与宝林送
陈萌赴宁应试。

陈萌后来去北京星火培训基
地培训数码影视。再后来考入省
电视台，从事后期制作，由一档
（合同工）现已提至三档（最高是
四档）。宝林专集的装帧设计便
是陈萌。

陈萌的文艺基因传给了女儿
周洛可，这个5年级的小学生喜欢
和妈妈一起到南京图书馆静静地
看书。周洛可7岁获全国少儿画
一等奖，9岁获南京市少儿朗诵二
等奖；她作为少儿自愿者，定期到
南京博物院当讲解员，有板有眼、
声情并茂。

瞧这一家子
□ 陈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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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骑行在运河堤上，两岸
意杨高耸，绿树成荫，微风扑面而来，还
有运河水带来的清爽感遍及全身。那
遮天蔽日的树，那承载着参天树木的
堤，那么清新，那么温馨。

过去，运河堤边没有意杨，更加没
有景观树，而是以柳树、榆树居多，也有
少许楝树、桑树、梧桐和一些藤木类的
杂树。听大人们讲，柳树具有护堤功
能，自隋朝开凿运河之初就不断在两岸
种植，一直延续至今。运河大堤经受了
历次特大洪水的考验，离不开柳树的呵
护。榆树则因为不受周边环境影响，每
到夏季长势旺盛，树荫浓密，材质较好，
树叶可以作为饲料，而倍受人们的喜爱。

有了树木便有了护林人。江都与
高邮界碑向北约一公里的运河脚下有
一处小房屋，是护林人办公兼生活场
所。护林人姓李，是个热心人，对周边
的老百姓很客气。客气归客气，还是比
较讲原则的。有一年初夏，我和爷爷到
运河堤上抹榆树叶子用于喂猪，正好给
老李发现了。他说，榆树正处于黄金生
长期，抹掉树叶肯定会影响其成长，太
可惜了。那次老李的劝阻，我们一无所
获。当然，老李深知人们生活不易，只
要不违反原则，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每逢秋冬季节，运河堤上落叶纷
飞，附近的人们喜欢扫落叶用于烧大
锅。他对扫落叶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制
止，只是不时地提醒人们，扫就是扫，千
万不能掰树枝。我家堂哥也说老李的
好。堂哥很勤劳，每每放学，总要去河
堤上拾一两捆树枝背回家，有时攀爬到
树上折断枯萎的树枝，老李也不计较，
还不停地叮嘱，“注意安全，别滑下来
……”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人们
不再上河堤抹树叶、扫落叶、拾树枝，护
林人老李早已退休，运河脚下的小屋不

知何时已拆除。
因为有了大树的遮挡，运河堤便成

了孩子们的打卡地。每当夏季吃过午
饭，我们找到一片阴凉处，将凉席往地
面一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午休后，
更加有精力玩闹。有的三五成群地上
树掏鸟窝，惹得鸟儿喳喳地叫，我们只
顾自己快乐，一点也不体谅鸟儿的苦
衷；有的则光着膀子，赤着双脚，跑到旁
边的池塘里捉鱼摸虾，鱼虾没搞到，反
而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也有装模作
样写暑假作业的，看起来一本正经，实
际上早已耐不住寂寞，终究还是加入到
玩的行列。玩累了、出汗了、弄脏了，齐
刷刷地、扑通扑通地跳进运河里，像一
群放飞的野鸭子，激起阵阵浪花。

运河堤边的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逐步更新。运河脚下东侧沿线种
植水杉，它通直挺拔，春夏之际叶色翠
绿，入秋之后叶片金黄，成为运河边上
一道靓丽风景线。之后，由于道路拓
宽，堤坡上柳树、榆树被意杨替代，仅六
七年时间，运河堤上一排排意杨林立，
长长的枝条、肥肥的叶片，迎风沙沙作
响。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运河堤边增加了榉树、桂树、玉兰、
香樟、木棉、女贞等许多景观树，花朵一
年四季交替开放，春色满堤，不断呈现
出新气象、焕发出新活力。

我喜欢运河堤边的树，它们或高
大挺拔，或婀娜多姿，无论春夏秋冬，
始终坚如磐石，为我们遮风挡雨、护坡
避险……

运河堤边的树
□ 韦志宝

我从小在马饮塘河边长大。马饮
塘水面不宽，河水也不深，却清秀灵
动，如碧玉般的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风
韵流转。

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柳枝抽芽，
碧波荡漾，各种野花沿着水岸爬满河
堤，满带着青草香气的微风拂过脸
颊。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燕子飞回檐下开始筑巢，不知谁家的
鸭子嘎嘎嘎地张着翅膀，成群结队地
跳入河中。这是马饮塘河最美的季
节，也是我们最欢乐的季节。在还不
需要上学的年纪，和小伙伴们沿着河
边奔跑，抓小鱼打水漂，享受一整天的
风和自由。待到夏天上游放水，马饮
塘的水也跟着上涨，这里又变成了我
们避暑的小天地。

听家门口老人讲，传说中乾隆皇帝
下江南时，所乘的马匹曾在这里饮水，
所以赐名马饮塘河。我印象中的马饮
塘河早就不走船了，多是附近的邻居在
河边洗洗涮涮，但听妈妈描述，她小时
候的河面可宽阔多了，拉货的运粮的船
只来来往往，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现在的马饮塘河经过打造，已经
变成邮城一个著名的景点。河边长廊
精致，河面平静澄澈，岸上还矗立着三
匹石马，吸引着过往的游客。我早已
过了爱骑大马的年纪，却还是喜欢没
事儿就到河边溜达溜达，感受自然的
气息和美好。

不同于马饮塘河的秀气，东平河
则显得更浑厚一些。

我的老家就在东平河畔，芦苇岸
边。东平河从西向东蜿蜒数十里，那
潺潺的河水如缓缓流动的时光一去不
复返，不变的是经年流淌的情意。南
北两条河堤则像忠诚的卫士，静静地
守护着东平河。

小时候我就爱在河堤上玩耍，和
小伙伴们疯跑，感受脸上肆意的汗水，
数着河面上的石桥，用自己做的小网
兜捞鱼，追赶邻居家的大白鹅，翻找最
完美的石子打水漂，为不踩到路面的
鸡屎而点着脚尖跳格子……我在老家
待的时间并不多，河堤上几乎承载了
我大半欢乐的记忆。

在芦苇的掩映下，河岸边有一个
小渡口，平时只有一艘船系在岸边，随
着水流晃晃悠悠的。渡口边搭了间简

易的茅草房，是用来躲雨休息的地
方。摆渡大叔是老家的邻居，平时过
河的人不多，就喜欢靠在一把小矮木
椅上，悠闲地闭着眼睛听收音机；有其
他事情也会去忙自己的，并不是时刻
都守在岸边。若有人过河，只要在对
岸喊一嗓子，大叔听到后很快就会赶
过来。唯有春节前后，回家的、走亲戚
的人络绎不绝，大叔是一刻都歇不下
来，往往这一趟船还没到岸，对面已经
又有不少人在等着了。作为那些年里
过河唯一的交通工具，这条船一直在
我的记忆中悠然前行，似乎仍然能感
受到河水溅到手背上的清凉。

文明城市的创建让东平河焕然一
新，以前河道里和两岸边随处可见的
生活垃圾早已不见踪影，村民的居住
环境变得干净整洁，生活也更加惬
意。绿水映蓝天，红日照晚霞，田埂上
跑小狗，池塘边钓季花。渡口南面也
修起了一座宽阔的平桥，来往行人车
辆畅通而行。渡口边的木船依然停靠
在岸，只是再听不见人叫“过河喽”。

运河是高邮的名片，也是这座小
城最美的窗口。

闲暇时光，散步在运河堤上，和身
边的人感受迎面吹来的清风，看夕阳
下的河面平添几分妩媚。我和先生恋
爱的时候，经常约到河堤上，数天上的
白云，看过往的船只，让清风传递最真
挚的情感，细语呢喃互相倾诉衷肠。

紧挨着运河的则是高邮湖，宽阔
的湖面一眼望不到边，星星点点的帆
船点缀其中，颇有风正一帆悬的韵味。

水鸟飞过云水间，划出一道道绚
丽，圈圈涟漪慢慢荡漾开来；夕阳如
醉，渔歌唱晚，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纯
净，让人心生向往，忍不住驻足流连。

盛产大闸蟹、银鱼、河虾、白鱼条子
等各种湖鲜的高邮湖，也是我这个吃货
的最爱。还在外地上班的时候，总是颇
为想念，妈妈就挤虾仁儿、掏蟹黄、冷冻
银鱼打包好带到外地，给我做家乡的美
味，是一点儿也没亏着我这张嘴。

家乡美，最美不过家乡水……

最美不过家乡水
□ 陈琳玲

你浅浅的微笑里
有淡淡的忧伤
那是秋风吹过树梢
飒飒作响是岁月的吟唱
黄叶飘零是无声的叹息

你浅浅的微笑里
有淡淡的忧伤

那是湛蓝的天空浮过一丝
云彩

湛蓝是你浅笑的纯净
云彩是你纯净的点缀

不必忧伤，无须叹息
春会来，树变绿
风会起，云吹去
纵有千般不如意
也要从容面对

你淡淡的忧伤
□ 卢有林

父亲是个教师，遗憾的是，只
经历了 48 个春秋，就英年早逝
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刻印
在我的脑海里，我时不时地会忆
起他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父亲十分注重小节，注意为
人师表。只要出门，无论是到学
校还是去开会，总要打扮一番。
头发梳得滑滴滴的，衣服穿得六
角铮铮的，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
走在人面前清清爽爽有精神。他
说，一个人邋里邋遢的，怎么走得
出去，哪还像个老师的样子！

一次，他带我去浴室洗澡，刚
脱下鞋子，猛然发现一只脚前面
有“白果”，后面有“鸭蛋”。原来，
他早上错穿了妈妈还没来得及补

好的袜子。顿时脸红到耳朵根
子，赶忙抻下来揉成一团塞到口
袋里，并很快地向四周看了看，生
怕有人看到这丢人的一幕。其实
除了我紧挨着他无意看到外，其
他人一点都不晓得。

父亲总是教育我要为人诚实，
不许撒谎，不准说假话骗人。其
实，我几次发现，他也会说假话哄
人哩。一次，我们没吃早饭，就出
门到一个亲戚家去拿番瓜和韭
菜。一路上，凡遇有熟人，他们都
很礼貌地对父亲说，陈先生早，吃
过早饭呐？父亲总是微笑着点头
应答，啊，早啊，偏过了（吃过了）。
我心里话，这不是在说假话嘛。回
头的路上，我忍不住问父亲，你没

有吃早饭告诉人家偏过了，这不是
撒谎吗？父亲说，这样回答是一种
客套话，出于礼貌应酬一下；如说
还没有吃呢，人家听了如同碰了个
软钉子，会很不好意思的；这和存
心说假话骗人是完全不同的。我
听了似懂非懂，长大了才明白。

我小时候是个馋嘴，遇上好吃
的常常偷着尝个先。为这事，父亲
批评过好多次，说这是坏习惯，要
改。我发现，其实父亲比我还嘴馋，
我背地里甚至说他是个好吃精。举
个例子吧。我们家家前屋后有好几
棵大桑树，每年春天都养半角纸春
蚕。蚕茧结成后，妈妈便烧一大锅
开水缫丝。缫丝后便有了蚕蛹。那
蚕蛹看上去很瘆人。就这么个让人
厌恶的东西，父亲却拿来用菜籽油
炸了搭烧酒。一口一只，嚼得有滋
有味，一副很享受的样子。他还叫
我尝尝，我哪敢动筷子啊，心想，还
是个教书先生呢，这么好吃！

父亲的小故事
□ 陈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