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来临，荷花绽放。我情不
自禁地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诗写荷花，可追溯到屈原，其名
篇《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
芙蓉以为裳。”诗人以荷叶荷花作衣
裳，比喻自己内心高洁，绝不与世俗
同流合污。

盛唐诗人王昌龄《采莲曲》曰：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
人来。”罗裙与荷叶同色，芙蓉与脸
庞相映，歌声起时，方知人在。这种
情景交融的描写，既展现了荷花的
娇艳，又巧妙地融入了少女的青春
活力，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采
莲的欢乐氛围。

李白比王昌龄小三岁，他的《古
风其二十六》写道：“碧荷生幽泉，朝
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
烟。秀色粉绝世，馨香谁为传……”
首句写荷花生长的环境，展现出荷花
的生机与美丽。“秀色粉绝世，馨香谁
为传”则表达了荷花的美丽和香气无
人传播的遗憾，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
自身才华的自信和对知音的渴望。

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感白莲花》
中写道：“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濆。
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
此，姑苏白使君。初来苦憔悴，久乃
芳氛氲。”莲花的生存环境变了，品格
未变，在坚持中尽显高洁。

稍晚于白居易的陆龟蒙也写了
《白莲》：“素蘤多蒙别艳欺，此花端
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
风清欲堕时。”白莲花含着怨恨在人
们不知不觉中谢落，暗喻洁身自好
的人总是受到冷落和排挤，只能默
默无闻地被埋没掉，表现了封建时
代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怀才不遇。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赠荷花》很
有名：“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
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
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
杀人。”诗人将荷花与其它花卉进行

对比，借此表达对纯真、自然品格的
向往，对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

北宋王安石《荷花》诗曰：“亭亭
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
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诗中
将荷花“亭亭风露”“天放娇娆”，与西
施天生丽质相映照；西施在助越灭吴
后，与范蠡泛五湖而去，超然于政治
纷争。王安石借荷花言心志。

北宋苏辙《盆池白莲》诗曰：“白
莲生淤泥，清浊不相干。道人无室
家，心迹两萧然。”白莲的洁净与淤
泥的污浊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对
白莲的赞美之情，对清浊不分的世
事的不满。

南宋董嗣杲《荷花》诗曰：“天机
雪锦织鲛绡，艳朵亭亭倚画桥。无
垢自全君子洁，有姿谁想六郎娇。”
诗人先从形象上描绘荷花洁白鲜
艳、姿态优美，接着指出君子应像荷
花一样保持自身的高尚品德，不受
污染，自我保全其纯洁的品性。“六
郎娇”指唐张昌宗以姿貌被宠幸，荷
花并非如张昌宗靠姿貌取宠，而是
有其内在高洁。

清代石涛《荷花》写道：“荷叶五
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到熏
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石涛
以简练的语言描绘了荷花的娇美与
荷塘的宁静。荷叶宽大，荷花娇艳，
与画船相映成趣。在熏风四五月
间，荷花还能为美人遮挡阳光，增添
了几分柔情与温馨。

在诗词的世界里，荷花是美丽
的花朵，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
文化的传承。炎炎夏日，诗中赏荷，
既可以领略荷花的外在之美，又可
以感受荷花内在的精神，接受心灵
的洗礼。

诗中赏荷度炎夏
□ 夏俊山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大运河还是
在1983年4月。村里办羊毛衫厂，
我是筹办组成员之一，乡工业公司
安排我去扬州，参加扬州市乡镇企
业局举办的日本兄弟牌针织横机技
术培训班学习。我那时刚刚17岁，
最远只到过邻县的兴化城。因为从
我的家乡川青乘帮船走水路两个小
时不到就到兴化城了，坐汽车到兴
化只要半个多小时，而从川青坐汽
车到高邮则要两个小时，所以高邮
一次都没有去过，扬州更是梦境里
去过。那次去扬州学习，我记得是
从高邮运河堤汽车站乘班车去扬州
城的，因而第一次见到了大运河。

早春的运河堤上，生机盎然，路
边高大的柳树抖开了身姿，好像在
向人们点头微笑。车窗右边的大运
河上，运输船不紧不慢地负重行驶
着，船上的女主人用竹篮装着什么，
在船帮用力淘洗着，还没等我看个
明白，班车已把这船上的情景远远
甩在后面。

1985年秋我买了我这辈子第一
辆自行车，上海永久牌的。我找高邮
五交化公司一位熟人买的，骑车回川
青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邮兴
公路向东向北走张轩、周山、营南就
到川青了，还有一条路就是从泰山庙
向北走淮江公路直至界首向东到临
泽、川青。我心想，走张轩、周山那条
路，还不如走运河堤边的淮江公路
呢，路不仅好走，还有风景看。一路
上骑骑歇歇，还记得有一段我骑得很
慢，那是马棚湾清水潭一带，运河堤
外成片的池杉林高耸入云。

刚走上社会那会儿，对运河的
感情是很单纯朴素的，朴素到有时

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上世纪八十
年代，从川青开往高邮的农公班车
大都走周山向南张轩线，有时张轩、
龙奔那边的路桥会维修，班车只能
从吴堡、六安闸那条路走了，这对于
我来说是个福音，又可以看见运河
的风景了。记得1987年高邮文联

“珠湖金秋”征文，我写了一首小诗
《运河情》，还获得三等奖呢。就是
那段时间经常坐汽车在运河堤上行
走，一时偶感写成的。

也是在那些年月，改革开放使小
城的基础建设加快了步伐。我的连
襟夫妻俩看到了小城建设带来的商
机，买了六十吨水泥船搞起了运输，
装运砂石服务于小城的建筑工地，每
次都把船停在南门外的运河边。再
后来生意慢慢做大，就在南门一带租
了码头，雇了几辆车直接往工地上送
石子和黄砂。他们当年的住处我去
过，就在小城运河堤下。连襟有时带
我去南门外一家饭店吃早茶，沿途的
鱼市嘈杂和热闹一直记忆犹新：水盆
里泼水逗浪的鲫鱼、吐着泡沫的螃
蟹、高邮湖里的白虾，还有运河堤上
忙着挤虾仁的大妈嫂子们，空气里尽
是高邮湖水浸润过的鱼虾味。

三十年后我和连襟再去小城南
门大街闲逛，大街已是另一番繁荣
景象，连襟也因为是小城三家颇有
点名气的工厂法人而变得沉稳而繁
忙，一路上尽是手机响铃声以及和
人互相客气的招呼声。

而我自1992年离开家乡，去苏
南工作，也分外想念家乡的运河，闲
暇之余常常站在异乡的古运河边，
看着被轻柔的水波激起的浪花，遥
想着家乡运河的宽广和繁忙……

心里有条行走的运河
□ 王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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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考试季。看着准备小考、
中考和高考的学子，几分羡慕几分
祝福。也不由想起十年插队期间
几次考试的经历，那是从16到25
岁的事。

第一次在我们下乡半年后的
1969年 6月，三垛中学高中部招
生，对象是初中插队知青和回乡青
年。听到消息，我到公社报了名，
一起报名的还有同组的两位同
学。下乡劳动了几个月，我们对能
再走进学校读书充满渴望，对这次
考试充满期待。

考试地点在三垛中学，上午数
学，下午语文。印象深的是考数
学，试卷发下来，浏览一遍，大部分
不会。除了简单的方程、方程组、
因式分解以外，都没学过。六八届
初中生，进校一年不到，运动开始，
在学校闲逛了两年，以初中生的名
义毕了业，不会做，应该。我胡写
乱答，硬着头皮交卷，然后在操场
上就着水泥乒乓球台填了一张表
（还被同学挤兑，家庭出身要填祖
父的）。下午考试结束，被告之听
消息。若干天后，一人录取，一人
备取，没我的事儿。没被录取我有
心理准备，那是个唯血统论的年
代，考试成绩，不重要。虽说有心
理准备，但面对有人能上学、有人
不能上的现实，心里还是很难受。
这次考试给我的感受是：我只是一
个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识字而
已。这次考试，激起了我要自学初
中数理化的欲求。

第二次考试是1973年春夏，
由基层推荐青年进各级学校，称之
为工农兵学员。高邮师范在停办
十多年后第一次恢复招生。外地
高校招生，我没奢望；高邮师范招
生，名额多，有想法。我去公社报
名，公社要求必须有大队、生产队
的推荐材料，有贫下中农代表座谈
会的会议记录、大队领导班子的会
议记录等等。我回来找大队支书，
支书说，要大忙了，哪有时间开会
呢，你自己写材料吧，找人盖个章
就行。于是我买了两包香烟，找了
生产队的几位干部和老乡，告诉他
们推荐上学的事。他们都说，不得
事，你写，我们捺手印。

会没开，记录是造假，但材料
是认真写的。写的过程，也是对自

己下乡以来的小结。这一结，还觉
得自己真不错，能虚心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力所能及帮社员做好
事，认真学习做各种农活。最后拿
着一摞纸，找人摁手印、盖公章。
把所有材料上交后，长出了一口
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每晚，我竖起耳朵听喇叭里有
无推荐上学名单的广播。终于等
到了公布最终名单的一刻，我的心
拎了起来。然而希望越大，失望愈
大，名单无我。

尽管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
化考查，我也把它看作是考试。当
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成为必要条件
时，审查就成了对人性的摧残，它
剥去了人最后的一点自信，撕去了
最后的一点自尊。但我还是相信，
只要劳动表现好，面包会有，牛奶
也会有。

在农村，画画是我的爱好。
1974年春，南艺和南师美术系招
生，传达到知青，我又报了名，这次
是先初试后复试再政审。初试在
三垛文化站进行。一个下午，我带
着必需的工具来到三垛文化站。
初试是用铅笔临摹一幅宣传画上
的工人形象，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
碟。每人一个画板夹张画纸。我
坐下，定神，动笔。打轮廓，画阴
影，修正，定稿。画好，交卷。负责
初试点工作的是县文教局的一位
干部，他与我爸爸同过事，我跟他
打探这次招生的事。他回答我说，
画要集中上去再选人复试。

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希
望。过去了一周，没有消息，又过
去了一周，还是没有消息。我到公
社文化站打听，文化站侯站长帮我
打电话到县文化馆问情况。文化
馆说，复试已结束。这才知道上高
校学美术的梦破灭了。

劳动中，又迎来了我的第四次
考试，这已是1975年的六七月了，
我已在大队一个教学点代课。那
次面试是一次最基层的面试，放在
了政审前。负责面试的是公社文
教负责人朱校长。面试在一个星
期天，我面对朱校长和另两位文教
干部坐下，等待发问。闲话几句
后，朱校长问：“文艺创作中的三突
出是哪三突出？”“三突出”是当时
文艺创作的经典口号，运动已多

年，可我竟然就说不出是哪三突
出。于是，面试结束。

这是考试吗？当然是！
第五次考试是1976年春夏，

全部过程已然没有记忆，只留下让
我心寒的一句话。屡考不中，我对
报名上学已失去热情，只是心有不
甘。当时的政治审查照例很严格，
由公社组织专人进行。政审结束，
公社宣布上报的名单中依然无
我。有没有我，我已不以为意。事
后没几天，搞材料的当事人来我所
在的学校有事，看到我，对我说：你
呀，上学这条路以后就不要走了。
我懂这句话的内涵，没有说什么，
点了点头。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和
相应的中等专业学校招考，明确宣
布政审注重考生个人表现，不再和
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挂钩。这是运
动十年后的第一次公平公正的选
拔考试，由于报名人数多，实行了
预考。预考由各县市统一试卷，各
乡镇组织考试。我过了预考，然而
在正式考试时，由于紧张，第六次
考试又与上学失之交臂，但我的心
却充满希望。我白天继续教学，和
学生疯在一起。晚上，煤油灯下，
改作业，备课，复习看书，12点以
后才上床休息。我向着下一年的
考试努力。

1978年7月，恢复高考后的第
二次考试开始了。我的知识基础
使我只敢报考中专类，年龄决定了
我只能报考师范类。于是我毫不
犹豫地填报了高邮师范、泰兴师范
和扬州师范。这次中专没有预考，
考试在三垛中学进行。考试时间7
月31日，作文题是：八一前夕想亲
人。无巧不成书，考试前夜，在三
垛招待所住宿，睡前无事，在走廊
报栏看报，报纸上刊登的是有关建
军节的纪念文章。无意间的阅读，
成就了我的作文，阅读的信息成了
我写作的素材。“从三大起义到三
大战役，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作文考试感觉很好，政治、数
学、理化都还可以。成绩公布，初
中考生录取线240分，高中考生
280分，我过高中考生分数线三十
多分，被高邮师范录取。这是我知
青生涯中的第七次考试。从此，我
走上了教师之路。

十年知青，七次考试
□ 汪泰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参加过多
次培训，其中2015年至2017年在
市委编办工作期间，接连参加的三
次培训，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不
仅层次高，而且非常及时，对当时
认真贯彻落实囯务院决策部署，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其积极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

全国新任编办主任培训。
2015年5月12日，国务院召

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
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
出了“放权、监管、服务”改革的概
念，这对激活市场活力、维护市场
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
展，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
意义特别重大。这一重大改革，中
央编办被赋予牵头重任，时任中央
编办副主任王峰形容：编办工作

“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为适应“放管服”改革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2015年 5月
底，中央编办专门在苏州培训基地，
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任编办主任培
训班，为期一周，来自全国省市县三
级120多名新任编办主任参加。我
也是编办的一名新兵，正巧赶上了
这次培训，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熟
悉、了解、学习业务的好机会。

培训班围绕“放管服”改革、行

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执法队伍综合改革等主题，时任中
央编办副主任王峰、相关司长和江
苏省委编办主任俞军授课，还到苏
州工业园区参观改革现场、听取经
验介绍。大家都感到这次培训非
常及时、很有必要。

全省编办干部全员培训。
2015年6月，江苏省委编办在

南京举办了全省编办干部全员培
训，共分三期，一期三天，每期均由一
名主任或副主任带队。培训覆盖编
办全体人员，这在编办系统尚属首
次，这也说明省委省政府推进改革
力度、决心之大。时任省委编办主
任俞军讲话动员，省委编办有关副
主任、处长围绕“放管服”改革及各处
工作职责等分别讲课，课上大屏仔
细讲解，课下热情互动，帮助市县区
编办同志释疑解惑，使之形成共识、
上下齐心、步调一致，促进各项改革
举措在江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次培训，为紧张有序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和正在进行的工

商、质监、药监“三局合一”执法改
革，及即将开展的纪委监委体制改
革、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等，奠定
了基础。

全省部分编办主任培训。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

化，探索成立行政审批局，实行一
站式服务、不见面审批，一枚公审
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两公开
一随机、“3550”审批流程优化等
一系列改革新举应运而生，改革中
遇到的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迫切需
要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2016年7月，江苏省委编办在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全省部分
市县区编办主任培训班，为期五天，
扬州、邗江、高邮编办主任应邀参
加。时任江苏省委编办主任俞军进
行动员，国家行政学院有关教授、中
央编办有关司长授课。除讲授理论
专业知识外，每个课题专门安排分
组讨论，就“放管服”改革中出现的
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结合工作实
际实践，发动学员开动脑筋，畅所欲
言，广泛探讨，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
办法。本次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大家进一步厘清了工作思路，坚
定了迎难而上、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的决心，增强了正视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信心。

三次培训
□ 王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