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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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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前往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实地采风。被誉
为“江苏入江第一洲”的新济洲，仿佛是一位我阔别二十余年的
旧友。

本世纪初，我在都市报做记者，因为工作，首次踏上了这个
神秘的江洲。初次相见，感觉它像一块漂浮的绿洲，建筑破旧，
人烟稀少，有条件的人家早就搬离水上，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
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守着孤岛，大多以种田捕鱼为生。每
当大雨大风大汛来临，他们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为困难
的是一切生活物资需轮渡上岸购置，极不方便。在各级政府关
怀下，这里的居民实现了迁移，告别了祖辈水上讨生活的岁月，
虽有不舍，可又喜极而泣。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一步三回头，拖
家带口搬离时的情景，并写下一篇新闻报道。

如今的新济洲已华丽变身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它由新济
洲、新生洲、再生洲、子母洲、子汇洲和陆域码头区等组成，成为
南京市第一家、全国独具特色的洲滩国家湿地公园。我们乘轮
渡抵达，映入眼帘的不再是曾经的破败，而是另一番自然环境
优美，与鸟兽共生、其乐融融的场景。

沿新济洲环洲路前行，洲上植被茂密。能听见林中轻盈飞
起的白鹭、仙鹤、野鸭等曼妙的歌声，看见惊跑的野猪、牛群、鹿
群等生风的狂野。

我们兴致勃勃地登顶瞭望塔，电梯四周装着透明玻璃，上
升中视野被慢慢打开。在平坦宽阔的塔顶，四野辽阔，一览无
遗，长江像一条柔美飘动的丝带，洲岛更像一片漂在江面的树
叶，宁静安详，不为来往船只的声声汽笛所动，不为滔滔江流的
缓急性情所动，更像个亘古的坚守者，重复春秋的荣枯。洲上
植被和水面静如处子，江对岸高楼挺拔的繁华升腾着憧憬，奔
涌的江面铺开梦幻的金色波光……采风团每个人仿佛在欣赏
诗意盎然的画卷。

新济洲生物多样性展示馆里，除了随行工作人员声情并茂
的讲解，还增加了机器人新新、洲洲的解说，增加了电子眼全方
位的直播，多了AI技术及声光效的推介，从多维度让参观者认
识了不一样的新济洲。视频中，密密麻麻的水鸟画面震撼着每
个人的心。随行工作人员说，生态监控系统显示，每年十月以
后，约五百只鸬鹚最先飞抵公园，有近千只斑嘴鸭、绿头鸭落脚
新生洲、子母洲、新济洲……现在的新济洲就是鸟的王国与乐
园，它既是许多鸟儿们安家落户的场所，更是许多候鸟一年一
度栖息的理想胜地。在洲上，野牛群已发展至百余头，野猪、麋
鹿、野兔等也随处可见，“人去洲寂”的公园因大量生物的青睐，
似乎又获得了另一种新生、蓬勃与诗意。

采风结束，在返程轮渡启动的那一刻，既有眷恋，更有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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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去了江苏园博园，迎着山谷清新的风，看漫山遍野
的翠绿和一座又一座中式仿古园林。这里，曾是我留下青葱岁
月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荒山野岭，如今，真的是

“重整山河换了人间”。
20世纪60年代末，南京郊区有好几个煤矿，同时也有了几

所矿办学校。说是学校，其实没有一间教室，没有一本课本，也
没有任何的教学。我们就在农民的家中打地铺，每天一大早听
着哨音起床，排着队伍唱着歌走崎岖的山路，在工程兵的带领
下，不管男女同学都学着拿起铁榔头、铁钎，学打眼、装炸药、放
炮。一阵阵硝烟过后，用我们稚嫩的肩膀，两人一组将一筐筐
也不知是否能烧着的煤从山底抬到山坡路面，那肩膀被压得又
肿又红，火辣辣地疼，手掌磨出成串的水泡，腿酸疼得不能走
路。我们每天就这样听着哨音日出而作月升而息，过着单调枯
燥而又繁重辛苦的矿校生活。

一年后，我被分配到湖山煤矿成了井下掘进工。当年湖山
只有一条能通卡车的路，白天卡车拉着物资、拉着煤穿梭，晚上
山腰几处井架耸立，灯火通明，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我们住
的是一排二层楼房，一间住六七个人，睡的是用毛竹搭建起来
的上下铺，出门抬头见山，低头是碎石子铺的路，工作在三百米
的竖井下，一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但感到头晕目眩，而且胸
口还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矿井在山腰，坐升降罐笼到地下三百
米后，还需在巷道里走几百米，再爬几十米的小巷到工作面，我
们沿着狭窄的煤的走向再打小巷道，要求每个班打一排炮、支
一棚架、接一段轨，遇上难啃的断面，进度也超不出一米。工作
服是干了湿，湿了又干，衣服上都是白花花的汗渍，常常累得上
气不接下气。井下环境恶劣，还要随时测看瓦斯的数值，以免
发生爆炸，充满了艰险与挑战。但正是这些困难磨炼了我们的
意志。我们连获得市“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称号。

矿山工作生活乏味又没好吃的。一天，大家合计好晚上去
捉青蛙，既是玩乐也可改善伙食。下班后特意留下一盏矿灯，
夜黑星稀，五六个人朝远处的田野走去。青蛙被矿灯一照一动
不动，一拍一个。大家兴高采烈地端着半脸盆的青蛙往回走。
刚到宿舍楼，突然蹿出一个黑影，一声炸雷般的巨吼：“不许
动！”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埋伏在这里，他吹起急促的哨子全连
集合，我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全队前，脚边放着那半脸盆青蛙，被
指导员劈头盖脸地一顿贼批，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要求写深刻
检查，可怜我们青蛙没吃成头都被批臭了，那个狼狈样至今都
是笑谈。

晚上住在景区宾馆，看着漫天烟火，致敬我们逝去的、不悔
的青春！

每每与小外孙视频，总会自作多情地问一
句：想外公吗？人家回答非常干脆：不想！有
次还特别补充说：你再问一百遍也没用。几乎
一点面子都不给，而对外婆，则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人家不用问，就会主动说：想外婆。他每
次到我们家来，外婆主要负责生活起居，忙前
忙后，不亦乐乎，但我也没闲着呀，什么事都得
放下，整天就是围着他转，盯住他，跟着他，时
刻防止他被磕到碰到。同样的付出，不一样的
结果，差距究竟在哪里？我问外婆：难道我还
做得不够好吗？外婆笑着说：关键是你不要总
管着他，要想法子陪他一起玩才行。

原来如此。当他再来的时候，我就试着带
他到处去玩，他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样，在儿童
游乐场里，到处自由地飞翔。他喜欢挖宝，在
很多石膏块中挖出了五颜六色的彩石；他喜欢
开车，在玩具电动车上带着我，一路风驰电掣；
他喜欢火车，在小火车上坐了一趟又一趟……
如此热心相伴，果然融化心墙，他喜欢搀着我
的手，一路走一路跳。这小家伙会说话很早，
伶牙俐牙齿，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他马上
打开话匣子。讲黑洞，说宇宙的无穷无尽；讲
元宇宙，说现在有两个平行的世界；讲航天，说
火箭发射升空后，要进行三次分离……旁边一
位叔叔突然调转头来，说：这孩子知识储备怎
么这么厉害，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5岁。

我问他妈妈，用什么方法给他灌输了这么
多的科学知识？她说，就是给他买大了个波波
球，那是一个圆球形的小收音机，与喜马拉雅
连接起来以后，就可以点播各种各样的节目。
据说开始他对此还有点抵触，但听着听着就入
迷了，整日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形影不离，随身
听。

回到家中，我们马上“开战”。他搬出箱
子，把里面的玩具全部倒出来，摆开阵势，有坦
克、装甲车、轰炸机、直升飞机，威武雄壮，而我
这边的“军事装备”则少得可怜，只有几辆客
车、卡车和摩托车，因此当他发起全线进攻后，
我基本没有招架之力，更不用说还手之功了，
很快就败下阵来。我说：我输了，被你打得人
仰马翻，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仰马
翻”，而是“车仰马翻”。呵，小家伙非常讲究用
词准确呢！看到他特别喜欢成语，旗开得胜、
大功告成、落花流水等脱口而出，我也尽量配
合，能用成语的就用成语，抓住特定的语境，通
过反复强调，努力增强他的记忆。但人家对此
并不领情，不时地反过来检测我们的智力，冷
不丁地就来一道脑筋急转弯。比如，什么蔬菜

反过来是水果？我们一头雾水，面面相觑，他
笑我们：这么简单的题目都答不出来，萝卜反
过来不就是菠萝吗？

经过自己这么一番用情用心用力的努力，
与小外孙的关系日渐融洽，但他对外婆的偏
爱依然如故。他喜欢组织运动会，自己当裁
判，叫我俩当运动员，结果总是外婆取得胜利，
即便是我先到达了终点，他也以犯规为由，把
我罚出场外。他还自任美术老师，教我们画
画，我俩都没有天分，画不出他所认同的童真，
但在他的眼里，外婆总是最优秀的，而我总是
相形见绌、屈居其下。

尽管偏袒外婆一如既往，但对我的热情已
经溢于言表。当我跟他视频时，再问他想不想
外公？可能他还会说“不想”，但会补充一句

“喜欢外公”。哦，这可是非常明显的进步哟，
看来立竿还是见影了。

那天，他在窗口看到外婆回来时，赶忙侧
身躲了起来，外婆一进门就看到那个在墙旮旯
撅起的小屁股，但她也很会走情节，佯装什么
都没看到，这边找找，那边找找，直到最后才发
现他。小外孙兴致高涨，马上把我们分为两
组，先是他跟外婆一组，由他们躲，我来找，然
后是他和我一组，我们躲起来，让外婆来找。
如果谁找到得多，谁就是赢家。因为家里就这
么大地方，如此找法其结果必然平局，一决胜
负还得靠包剪子锤。我俩在几个回合之后，还
是外婆取得了胜利，但没想到，他认为外婆出
手太慢，这次严重犯规，最终还是判我取得了
胜利。蟾中折桂，让我着实扬眉吐气了一把。
外婆马上对我说：你看吧，现在已经开始偏向
你了。

说得没错，我的分量在他的天平上已经逐
渐加码，所以当我在跟他视频时，问他想不想
外公？他马上斩钉截铁地说：想！这让我也慢
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与孩子相处，不要总是
一味强加于人，首先要学会尊重和理解，只有
走进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才能融入到你的世
界。待彼此处成朋友后，遇到具体问题，再因
势利导，方可事半功倍。这时，小外孙又从对
面的屏幕上传来疑问：外公怎么不问“喜不喜
欢”呢？其实这也没有必要问了，因为他对外
公的“喜欢”早有定论。现在他既然希望继续
问，那我就再问一次，喜不喜欢外公呀？他马
上答道：喜欢！这时外婆显得不淡定了，马上
就问同样的问题，孩子回答依然干脆，想外婆，
也喜欢外婆。一个是雪中送炭，一个是锦上添
花，殊途同归，情同一心，何乐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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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过了惊蛰，应其三候——桃始华、仓
庚鸣（黄鹂）、鹰化为鸠，小区内的桃花开了，树
上的黄鹂也响亮地鸣叫着。气温不高，但“吹面
不寒杨柳风”，行走在微风中，清爽而精神。

3月18日，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组织十来位
同道，在市内参观。上午八点开始，用三个多
小时，游走了三处。

第一站到了修缮一新的孙云铸故居。故
居前后两进，东西通长数十间，自成体系，青砖
黛瓦，雕梁画栋，古典而优雅。孙云铸，何许
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
地质教育家，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教育
和科研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高邮市委市政
府花大力气修复孙云铸故居，在此基础上建设
孙云铸纪念馆。其意是为了弘扬名人文化，实
现以文化人，以文铸旅，以文兴城。

接着跨过高邮湖，来到位于送桥镇黄圩村
的通用机场建设工地。主事者介绍，这座通用
机场是江苏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近年来省内
首个动工建设的通用机场。通用机场主要功
能是飞行员培训、空中巡查、气象探测、农林喷
洒、空中救援、旅游观光等，还可为附近的扬州
泰州机场提供配套服务。主事者特别说道，通
用机场建设是发展低空经济的破题之作。看
到新生事物，听到新鲜的词语，为家乡的建设
感到高兴。

十时许，折回湖东，走进去年秋季开始招
生的扬州职业大学高邮湖校区。取名高邮湖
校区再恰当不过了，学校就建在运河之滨、高
邮湖畔。学校相关负责人陪同我们参观，为我
们讲解。扬州职业大学选择在高邮建设新的
校区，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选择的。高邮是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高邮依傍
一河（运河）一湖（高邮湖，江苏省第三大淡水
湖），生态环境优美，而且，产业结构与扬州职
业大学非常吻合，学校与社会，学生的学习、实

习与就业，可以无缝对接，自然过渡。
我听着听着，思绪却飞回到 40 多年前。

1980年，我考进了高邮师范。虽然是中专，但
还是非常激动，因为可以转户口、安排工作。
高邮师范可以追溯到 100 年前，其间时断时
续，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正常状态。学校在高
邮老城区的一条古巷内，一拨拨朝气蓬勃的男
男女女进进出出，给古城增添了活力。学校培
养的教师也给高邮当地补充了新生力量。可
是，本世纪初，扬州教育结构调整，百年老校被
调整到扬州，整合进扬州职业大学了。高邮师
范没了，人们才觉得她的宝贵。有人说，一群
高素质的老师，提升了小城的人文素养，数百
名学生给城乡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帮助。老校
区一空就是数年，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也曾
多次徘徊在昔日的校园，徒增伤感，于事无
补。当时，高邮人把师范当成大学，内心里骄
傲着，甜美着。失去了，岂可复得？有一位老
校友动情地说，他做梦都想高邮有所大学。谁
曾想，多年后，一所真正的大学矗立在高邮大
地上，而且过往的高邮师范已经升格为其中的
一个学院。我这个曾经的学生，看着眼前的学
校，其感受可能是其他人无法料到的。

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学生食堂和纺织学
院。每到一处，扑面而来的是新潮是现代，是
令人振奋的设计与畅想。

图书馆前是两汪清水，取名为七星湖。何
以名之？工作人员介绍，是因为七个学院同时
整体进入，而且从空中看，其建筑的空间布局
与北斗星相仿佛。我倒以为，那两汪水太像两
只灵动的眼睛，正仰望苍穹，遥想未来。

我们在校园的甬道上漫步，近观远看，恍
恍惚惚，好似在梦中。高邮有大学了吗？有
了。我自问自答。家乡拥有大学，不是我一个
人的梦想，是乡人们的共同梦想。

今天，梦想终于成真，能不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