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交给我一项特别任务

2012 年 4 月，我调任湖口县政协任秘
书长、办公室主任，上任伊始，县政协负责
人和我谈话，建议我在履行职能、服务委员
的同时，切实抓好政协文化活动，创出特
色，创出品牌，助推湖口文化繁荣发展。这
番话，既是对我的工作要求，也是对我的信
任。我业余时间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在县
内文化人士中有一定影响，也愿意发挥这
一优势在政协舞台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思
想发生了碰撞，行动有了自觉。

经过思考，我草拟了“湖口县政协委
员文化活动方案”，建议以文化界别委员
为基础，广泛联系县内文化部门和社会各
界文化人士，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县政协设文学、书法、摄影、戏剧四个文化
活动小组，从委员中挑选有特长的同志分
别担任四个小组的组长。

为保障四个委员文化活动小组活动
有效开展，县政协一是利用石钟山深厚的
文化沉淀，在石钟山梅花厅成立了政协委
员文化活动中心，取名为“石钟文苑”，作
为委员文化创作和交流联谊的地；二是安
排专门经费，作为四个文化活动小组每年
的活动经费；三是主席会议成员高度重视
文化活动小组的活动，主席、各位副主席
积极指导各小组活动，并为各小组活动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秘书长的我综合
协调四个小组的活动开展。

“石钟文苑”品牌越做越好

八届县政协期间，湖口县政协四个委
员文化活动小组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其
中：文学活动小组开展了“第一届‘文广杯’
我心目中的湖口”有奖征文比赛，结集出版
了《我心目中的湖口》；组织开展了中秋诗
会、“石钟情·夕阳红”文化采风等活动；开

展了“二次革命”100 周年纪念活动；开展了
纪念抗战利七十周年征文比赛；书法活动
小组组织开展了县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委员书法作品展；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书法比赛；开展了“石钟韵·梅花情”书法联
谊活动，邀请全国 100 位中书协会员书写彭
玉麟梅花诗，出版了“石钟韵·梅花情”书法
作品集，有十余位书法家亲临湖口进行创
作交流并出席作品集发行仪式；每年都组
织委员下乡镇、进企业开展送春联活动；摄
影活动小组开展了“腾飞的湖口”专题摄影
展，组织了摄影爱好者进行文化采风；戏剧
活动小组创作编排了戏剧“迎亲路上”，组
织到基层巡回演出；多次组织委员到乡镇
敬老院开展送戏下乡等活动。

在四个委员文化活动小组开展文化
活动的基础上，由县政协负责人亲自担任
编纂委员会主任，由我担任执行主编，利
用“石钟文苑”这一文化平台，集中文化界
别委员力量，进行了“湖口村庄”文史资料
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两年时间，将全县
现存的 1641 个自然村庄进行拍照，并追根
溯源，对村庄的来源、现状、文化遗存进行
摸排，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湖口村庄》文史
资料集。县委书记评价该书“是湖口有史
以来第一本村庄史”。该书的出版，对后
人了解当代湖口村庄的情形，对史学者研
究湖口村庄的变迁，对每一位湖口人寻找
自己的精神家园，都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和
文化意义，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2016 年换届，我由县政协秘书长被提
拔选举为县政协副主席，分管文教卫和文
史 工 作 。 县 政 协 更 加 重 视 支 持“ 石 钟 文
苑”的工作。九届县政协将“石钟文苑”的

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常规性工作，与其他
工作一起安排部署，由我分管主抓。“石钟
文苑”的影响力持续增大，委员参与度更
高了，文化活动形式更加丰富，成效更加
明显。一是持续开展了有影响受欢迎的
文化活动。继续组织了“第二届‘文广杯
’我心目中的湖口有奖征文比赛”，讴歌近
年来湖口的发展和变化；将开展送春联下
基层和送戏下乡活动固定为每年政协的
文化活动；“石钟韵·梅花情”书法联谊活
动成为了政协文化活动品牌，经常邀请各
地各级政协书法爱好者来“石钟文苑”交
流。二是深入开展了地域文化的挖掘整
理工作。从届初就确定开展收集整理湖
口方言的“湖口乡音”工作，计划用三年时
间，形成一本“湖口乡音”资料集，一套湖
口乡音音频资料，一批湖口方言创作的文
艺作品。三是深入做好助推湖口文化人
才的培养。通过“石钟文苑”活动的开展，
有力助推了湖口文化的繁荣，通过这个平
台的助推，一大批书法、文学爱好者加入
了省级书法家协会和作家协会。

政协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全国、省、市各级政协许多领
导都曾亲临“石钟文苑”指导。全国、省、
市、县政协组织共有 100 余批千余人次来

“石钟文苑”开展不同形式的文化联谊交
流活动。

中央、省、市、县各级
媒体分别以不同形式宣传
报道了湖口政协“石钟文
苑”的工作。《人民政协报》
两次报道“石钟文苑”的文

化活动，《江西政协报》（原光华时报）编辑
部记者专程来“石钟文苑”采风，并在《光
华时报》三版整版介绍湖口政协“石钟文
苑”的活动情况。《九江政协》多次报道“石
钟文苑”开展的文化活动。《江西日报》《九
江日报》报道“石钟文苑”累计达十余次，

《湖口报》进行了系统报道，湖口电视台三
次专题宣传“石钟文苑”的活动。我个人
撰写的《以文化建设引领政协事业发展》
一文在《光华时报》头版头条刊发，并荣获
当年《光华时报》好新闻二等奖。

因为主动作为，成效斐然，湖口县委、
县政府对县政协助推湖口文化发展的工
作予以充分肯定，县委、县政府也更加重
视政协在文化方面的作用。县内大型文
化活动都安排政协参加，文化部门组织开
展文化活动也主动邀请政协“石钟文苑”
作为合作举办单位。

通过协调“石钟文苑”文化活动的开
展，我个人的组织能力和文化素养得到提
升，特 别 是 作 为 主 编 和 执 行 主 编 编 撰 的

《我心目中的湖口》《“石钟韵·梅花情”书
法名家作品集》《湖口村庄》《湖口乡音》等
文化文史书藉，在社会各界引了很大的反
响。县委、县政府近年来组织的重大文化
文史活动，都安排或邀请我参与其中，包
括：由我牵头开展了全县旅游文化资源调
查，形成了《湖口县旅游文化资源》资料；
参与了杨赓笙故居暨杨叔子事迹展览馆
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牵头开展恢复“湖口
学宫”的内部布展工作；参与石钟山创建
5A 景区的规划设计审定；参与湖口县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成就展布展等。

黄昏。我走在女儿街，昏暗的街上几
乎没有行人，两旁的店铺大多关门。开门
的旧货店、电器店、干洗店，也是冷冷清
清，门可罗雀。我走在女儿街，就像走在
一部黑白电影里。我往前走，往记忆深处
走，就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女儿街，回到
了我的青春停泊的渡口。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好
像是一个阴冷的冬日。在门窗紧闭的 601
寝室，李建华在呼呼大睡，“油炸果”尤利火
在看小说，我和阿卓在下象棋。睡在我下
铺的王成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又伸了个懒
腰。叹气说，唉！无聊啊！那些租书店的
小说我全都看完了。王成上课从不听课，
只看小说。他每隔三四天就要去女儿街的
租书店租小说看，女儿街有四五家租书店，
他看完了一家的小说，就租另一家的。三
年下来，把那几家书店的小说全租完了。
租书店的生意异常的好，租一本书先交十
块钱押金，看一天一块钱的租钱。有些好
看的武侠言情小说，运气不好还租不到。

我从没租过书，不过喜欢买杂志看。
从财校那条上坡的路上到女儿街，过马路
就是一家书店。玻璃柜台上有《婚姻与家
庭》《人之初》《读者》《小说月报》《知音》等
杂志、有《参考消息》《羊城晚报》《南方日
报》《法制晚报》《体坛周报》等报纸。我买

《读者》《小说月报》《知音》，也买过几本《人
之初》偷偷地看，买得最多的是《散文诗》和

《微型小说选刊》。散文诗精炼的语言和微
型小说那些简短却曲折的小故事深深吸引
了我。我逐渐知道了龙彼德、邹岳汉、李
耕，还有国外的泰戈尔、纪伯伦。最让我激
动的是还看过家乡的冷克明老师的散文诗
多次在《散文诗》杂志上发表。从《微型小
说选刊》我知道了陈永林，一个勤奋的青年
农民，小小说写得很棒。

除 了 书 店，去 得 最 多 的 恐 怕 是 邮 局
了。我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存在邮局的
存折里，每次取一百或者两百，那时一个
学期的生活费是两千块钱左右。每次取
了 钱，总 要 把 大 部 分 放 在 小 箱 子 里 锁 起
来，身上只留两三天的伙食费。

毕业的时候，我翻看存折上那几页密
密麻麻的取款记录。三年竟花销了两万
多块钱！

现在的大学生都有一部手机，家庭条
件好的学生，用的还是名牌手机。二十年
前，整个财校也才几个老师有手机。那时
我们和家里联系，还是通过最古老的通信
方式：信。我一个学期给家里写两封信，过
了寒暑假刚去学校写一封，告诉家里平安
到学校了。学期过了一半后写一封。我把
写好的信纸折好放进信封，小心地粘好，贴
上邮票，在下面的地址写上：九江市浔阳区
人民路女儿街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院九四
企大一班。走到女儿街的小邮局，把信从
邮筒口塞进去。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仿佛

看到爹坐在厅堂的八仙桌旁，迫不及待地
撕开信封，把折叠的信纸打开，大声读我的
信，不识字的妈则坐在旁边听。听着听着，
妈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花在闪烁。

1997 年 10 月，我回学校办事，班主任
丁 老 师 告 诉 我，九 江 日 报 社 给 我 寄 了 稿
费。我才想起 8 月份在《九江日报》上发了
首小诗，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拿着稿
费单，我走进女儿街的邮局，领取了人生
的第一笔稿费。那时我似乎听到文学梦
想的种子在心里爆裂的声音。

二十年前，如果是中午或者傍晚走在
女儿街，就会闻到两边饭店里飘出来的菜
香和酒香。一条长约两公里的街，每隔几
步就是早餐店、夜宵店、饭店、面馆。在周
末、节假日，或者某位同学生日，财校的学
生便会呼朋唤友，到女儿街去打牙祭。

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是九月份新生入
学和六月份毕业生离校时。1994年9月的一
天，刚入学不久的我们几个修水同学，就被我
们修水的师哥师姐带到女儿街一个餐馆里，
他们老生热情地为我们新生接风洗尘。在餐
馆，我们大声说着家乡话，一个一个地敬酒。
我们大喝一声：来，干！酒杯碰在一起“叮”的
一声响，我们仰起脖子，咕咚咕咚，清凉的啤
酒就顺着喉咙流入了胃里。喝着一杯又一杯
啤酒，浓浓的乡情冲淡了我初出远门的孤独
感，对这个城市也少了些许陌生。

大二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政治经

济学》，任课老师是本校毕业后继续留校
任教的，他姓什么我现在忘了，只记得他
的个子很矮。有一回上课铃响了好久他
才急匆匆地走进教室，笑着向我们道歉：

“不好意思，刚才经过女儿街一家音像店
的时候，录音机正在播放周冰倩的歌《真
的好想你》，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站在
那里，呆呆地把那首歌听完了。”

老师摇头晃脑说，那首歌真是太好听
了。我们同学打趣道，是不是又想起谁来
了？他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说这个不能
告诉你们，秘密，秘密。

在女儿街，音像店也有三四家，卖录
音机、单放机、磁带。去音像店买几盒磁
带于我是奢侈的事，我偏好于古筝、萨克
斯、二胡名曲。我也买过普希金诗歌的磁
带，每晚睡觉前，戴上耳塞，听普希金的诗
歌《达季雅娜写给奥涅金的信》：我在给您
写信，还要怎样呢？我还能说什么……

达季雅娜是勇敢的，他把对奥涅金的
苦 闷 的 思 念 和 炽 热 的 爱 写 在 长 长 的 信
里。而我是个胆小鬼，大学三年没给她写
过一封情书。毕业离校的前一天，她邀请
我去她家吃饭，我买了一本《泰戈尔散文
诗全集》送给她。在女儿街，她推着自行
车，穿碎花裙子，红色上衣，她的凉鞋踏在
石板街上宛如音乐般动听，那一刻，我大
脑一阵晕眩。我把我的爱慕深藏心底，夕
阳挂在天边照着我们，久久不肯下落。

（四）

一 路 朝 阳，便 到 了
南山脚下，或伫立观湖
台，或爬上南山峰峦，大
美鄱阳湖就在眼底了。

鄱阳湖汇集赣江、修
河、饶河、信江、抚河五河
之水，经湖口注入长江。

丰 水 季 节 浪 涌 波
腾 ，浩 瀚 万 顷 ，水 天 相
连；枯水季节水落滩出，
枯水一线，野草丰茂，蓼
花 嫣 红 。 湖 畔 峰 岭 绵
延 、沙 山 起 伏 、沃 野 千
里、候鸟翩飞。

说起候鸟，鄱阳湖是
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

区，有“鄱湖驿站，候鸟天堂”之誉。每年秋
末冬初，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俄罗斯西伯
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
等地来此越冬。

鄱阳湖是个季节湖，一年四季风景各
异。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花，冬看鸟。要
看水，自然是夏天最好。

如果，你没有身临过大海，那么，眼前的
无边无际与湛蓝湛蓝一定会和你心中对海的
猜想对应、重叠。如果，你看过海，那么，你会
觉得，伴随社会文明的脚步，大海也理性平和
了。大湖，悟了道，大智若愚，沉默宁静，海纳
百川的大气与大道如水的柔美揉合了。

看，浅浅沙滩，七八个孩童嬉戏。渺渺
天际，三两叶扁舟漂泊。偶尔一艘快艇驶
过，浪花溅湿了衣襟，惊鸿乍起，扑棱棱流
线般地飞去，美美与共。我很想对此时的
观感再做一点描写，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
弃。只有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才能
表达，“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还
不够淋漓，怎么办？女作家冰心在瞻仰云
冈石窟时说了，“此时方知文学之无用了”。

那就不写了，你来看吧。

（五）

看 水，各 有 胜 地 。 我 有 一 些 自 我 体

验，杭州西湖看传说，都江堰看精神，天涯
海角看爱情，这些地方确实是旅游胜地，
但从纯粹意义上说，无一例外更多的是看
了人头，摩肩接踵 ，人如过江之鲫，堵得
慌 啊 。 不 知 道 有 没 有 和 我 一 样 偏 执 的
人。到了鄱阳湖，才算真正看水。这里是
旅游的处女地，一半田园一半水的都昌，
寒碜到没有一艘游轮。渔船很多，却不准
载客。运气好，可以搭到一艘货船，一路
向东，经大沔池，过黄金嘴，绕过朱袍山，
行过枭阳堤，再到四县交界的棠荫岛。两
个半小时行程，走了北岸的一段最美，船
老大会给你讲朱元璋陈友谅大战鄱阳湖
十八年的故事，讲沉枭阳浮都昌的故事，
讲棠荫仙女锦袍化岛的故事……

来到棠荫岛，就来到了水面天心。
棠荫岛，有人把她比作鄱阳湖的“肚

脐眼”，我把她看作水世界的司母戊，大
方、典雅、神秘、尊贵。是湖心的点睛之
笔，是上天赐予的“镇湖之宝”。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风情渔村。这
里拥有原生态的湖水环境、质朴善良的渔

家情怀以及宛如世外桃源在水一方的静
好。棠荫岛由 4 个小岛经堤坝连结一体，
从空中俯瞰，像一樽从湖底徐徐升起的大
方鼎。

登 上 棠 荫 岛，兴 许，你 会 与“ 一 湖 清
水”成员邂逅。我们有小分队驻守“镇湖
之宝”。天朗气清的时候，或许你可以作
为特邀观察员，穿上救生衣，登上执法艇，
随同巡湖去。不怕晕船，可坐小艇，风驰
电掣，快意江湖。

有一位嘉宾，是位摄影爱好者，从广
州来，名字记不全，称李先生。回去后，在

“一湖清水”群里以一首诗向我们慰问致
谢，“碧水无穷远，洲头尽是春。艇在天心
驰，留下浪花笑。”

我知道，前两句诗仿了江泽民在海南
岛天涯海角的题词，“碧海无穷远，琼崖尽
是春。”我猜想，这位朋友有置身大海的感
觉，或者，湖海两相忘。

看来，是时候出海了。
期待，李先生下次带更多朋友来，可

以搭乘旅游公司的游艇，再遇，一湖清水。

■
万
小
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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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让“石钟文苑”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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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政协助推文化繁荣发展大有作为。作为一名文学
爱好者，我有幸进入政协组织，并发挥特长，在政协舞台上为助推湖口文化繁荣
发展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体会颇深，深感欣慰。 ■李宏川

百善孝为先。尊老、爱老、敬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髓。司马
迁曾说过“父母者，人之本也”。孝顺为人的根本，是做
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和品德。父母的养育是人世间最深
沉的爱，而能报答父母这份爱的，唯有孝顺而已。

此次征文围绕“孝道”展开。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的尊老爱老敬老赡老的品质，把孝敬父母落到实处。
让孝在心底流动，让孝心在笔尖生花，让行孝成为习惯，
让孝道开枝散叶。我们期待各位文友对“孝道”进行独
特诠释，用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孝”的温馨画卷。

一、征文主题
征文要求围绕“孝道”主题展开，写自己在日常生活

中孝敬父母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写发生在身边的孝道故
事，要求写出真情实感，弘扬时代和正能量，创作纯净文
学，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孝道。

二、征文要求
1、内容要求

投稿作品必须符合征文主题且必须为原创首发，文
中情节不得虚构，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一经发现抄袭，将
取消其参评资格，文责自负。

2、体裁要求

本次征文体裁以散文、随笔为主，每篇字数在 3000
以内。

3、投稿地址

电子版请发往邮箱：jjrbzbb@126.com
联系电话：刘老师 15879217542
手写版请直接送到《九江日报》长江周刊编辑部。
发稿请注明“孝道儿女征文”字样。

三、征稿及评选时间
征稿阶段：2020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
评奖阶段：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31 日
颁奖阶段：2020 年 4 月 1 日举行颁奖仪式(暂定)
优秀文章将在《九江日报》烟水亭专版刊登。

四、奖励事项
本次征文将本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组成

评委会，对所有征文进行认真细致的评审。评出一等奖
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十名，并给予相应的奖金奖励。

九江日报社
九江市德昌实业有限公司

“感动九江孝道儿女”

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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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人生 浔阳江头

周文静 摄

什么都分个三六九等，从一线城市到二线明星，依
次下数到十八线主播时，主播的身价可想而知。可是，
万万想不到，对一线主播嗤之以鼻的我，居然把自己炼
成了十八线主播。

当个主播还不简单？电脑、摄像头、话筒加一张经
过技术处理的闭月羞花的脸。当然，若是加持曼妙蛇动
的身材或如莺似燕的歌喉，“吸粉”指数更是噌噌飙升。
甚至，那些不靠颜值，光直播吃喝拉撒的，也能在百家争
鸣的直播市场分得一杯羹。

然而，我这主播非彼主播。我这十八线主播是新冠
病毒肆虐的产物。一夜之间，和我风格一样的主播们霸
占了大半个主播市场，我们是教师主播。

今年的这个寒假，比以往更长一些。各家的“小神
兽”据说已经快把自家房顶掀翻，家长们一听说学校要
开网课，那叫一个欢喜，他们早就盼着敲锣打鼓把“神
兽”送还给我。

在学校组织的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开始恶补计算
机知识。我的知识接受能力之快一度让我开始责怪自
己当年为什么没能考上“985”。培训内容太简单！我把
各种新鲜的知识一包一包往脑袋里塞。可等到制作直
播课件了，才发现脑袋就是一个零乱的衣橱——怎么也
找不到自己需要的那件衣服。

我那高龄的“联想”老牛哪里还有“联想”的能力？
在开机与不开机之间，它纠结了好久。最后，它也许意
识到自己也算是抗疫战斗中的十八线英雄，终于挣扎着
启动了。在家里早就闷得磨皮擦痒的“小神兽”们，一下
子都成了奋起直追的有志少年。他们用他们刚打过游
戏的高性能电脑把我那可怜的老牛挤得踉踉跄跄。我
进直播间时，里面已是乌泱泱一片人，留言炸开了锅
——有怀疑老师是不是睡着了的，有调侃老师的“老牛”
太慢的，有相互开玩笑骂架的。这还得了！“大家安静，
不准刷屏！”我一声断喝，“神兽”立即收声。刚准备开
课，网络又出问题了。“大家退出直播间！退出直播间！
到微信群扫码观看录播，录播不卡！录播不卡……”

我的第一节直播课就这样在手忙脚乱中结束，我垂
头丧气。一看“神兽”的留言，我又满血复活啦！他们居
然对十八线主播的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老师，你
要每天唱一曲啊。”“老师，注意休息！”“老师，今天我收
获满满的……”我不由暗自庆幸——提录的课在网络拥
堵时救了江湖之急。

第二天的直播顺畅了许多，据说是网络公司免费给
各家各户的网络提了速——都是为了这群“小神兽”啊！

办公室的老王是个临近退休的老教师，他在办公室
群里抱怨，说戴着口罩跑遍了整个县城才找到一家修电
脑的。大家纷纷给他点赞，也戏谑他：“王老，您也要当
网红主播啦！”老王嘿嘿一笑：“你们都成十八线主播了，
还不允许我当个十九线的啊！”

我们都懂，老王的话当然不只是一句玩笑。在疫情
面前，作为教师，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把
知识传授给学生！谁让我们是“小神兽”的第二家长呢？

((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