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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阳 好 风 日 □蒋子龙

西 湖 如 镜 □张 冲

“金十字”珠市口（漫画） 喻 萍/作

还记得戊戌年仲秋，十余位文坛老友相聚
襄阳举办笔会。天朗气清，盛意款款，令人襟
怀慨爽。

特别是襄阳久远而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
而灿烂的文化宝藏、多姿多彩的现代人文故
事，让作家们兴奋不已、才情迸发，或乘兴挥
毫，笔走龙蛇；或举一反三，议论渊深；或心乎

珠玉，见景成诗；或志气纵佚，建言献策……
笔会者，以文会友。襄阳采风结束，有人

还没有回到家，当年正值创作巅峰期的黄孝
阳，大作就已经面世。思光武、念诸葛，“诗书
两襄阳”……藉《新华日报》为襄阳笔会“大合
唱”起调、定音。

紧接着，今日才女群里的当家妙笔葛水
平，登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高台，发出“襄阳
好风日”的感叹。只见她才情隽发，辞采精奇
丰致，文章读之令人击节，诵之可醉汉江。

随即，笔会作家们从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介
上，发出了歌咏襄阳的强大和声。

邓刚乃大汉，体魄雄健，偏是文思敏妙，笔
意盎然，对在襄阳“舀一瓢江水就能喝”赞不

绝口、心怡如醺，堪比一千多年前醉卧鹿门山
的孟浩然。热播剧《潜伏》的原著作者龙一，
才华俊逸，以“诗眼”看襄阳，千年古城变诗
城，诗意纵横，清幽淡远。刘兆林和厚，着眼
于“襄阳的儿女们”，并为他们所感动，笔墨饱
满有力，内涵丰润。李寂荡是笔会作家中比较
年轻的，处于创作第一线，站在“大雾弥漫的
薤山”上，为襄阳大合唱增添了一个柔缓的声
部，高华悠远。李贯通先生，文气贯通，古今
贯通，对襄阳歌之咏之、一叹三唱，灼灼华彩，
摇曳多姿。

多声部襄阳大合唱的“领唱”叶辛先生，其
成名作《蹉跎岁月》及后来的《孽债》，都创造了

“洛阳纸贵”的文坛大观。他的字也写得好，因

此，对米芾“米襄阳”情有独钟。自通书道便说
得到位，文章从容丰沛，读之如见米芾运笔，龙
腾四海，凤舞九天。

作家的灵感，与襄阳的历史和现实对接；
作家的兴奋点，正是襄阳最重要的特点。把这
些文章集成一册，几乎概括了襄阳今日的卓然
风采。作家是敏感的，他们的感触真实而深
切，有细微的洞察力，也有很强的现实感。再
加上笔会的形式具有“散文大赛”的激发力，足
以调动作家们的全部才智和创作力。他们不
负文字，不负襄阳。

今日再读这些文章，有重回襄阳之感，风
物宛然。珠玉在侧，难免荒陋，却乐于记下此
情此感。

珠市口，号称老北京的“金十字”。陈宗蕃先
生所著的《燕都丛考》中有一句引文：“盖以珠市口
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这话说得很明确，当
时珠市口地理位置显赫，不仅是一道贫富的分水
岭，也是雅俗之间难以迈过去的一道梁。

那时候，有“道儿北”和“道儿南”的俗
称，这个“道儿”，指的就是珠市口。好的店
铺，好的戏园子，都在珠市口以北。那时有钱的
主儿，可以到“道儿南”的天坛城根下跑马踏
青，射柳为戏，断然不会到“道儿南”的天桥去
看戏，虽然天桥也有不少戏园子、落子馆。

同样，一般在“道儿北”演出的演员，不会到
“道儿南”去演出。若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到“道
儿南”去了，再想回到“道儿北”来，可就难了。民
国初，有位秦腔旦角，红极一时，无奈之中去“道儿
南”演出，便再也没有回到“道儿北”来。相反，如
果“道儿南”的演员，要想出名，必须得使出吃奶的
劲儿到“道儿北”来演出。珠市口，就是他们“鲤鱼
跳龙门”的“龙门”。当年，许多演员从天桥出来，
都是必须跳过这道“龙门”，先得跳到珠市口“道儿
北”的开明戏院里演出，得到认可，方才可以到“道
儿北”的其他剧场里演出而最后成名。珠市口，当
时就是这样的牛，必须得从那里沾一次团粉、走一
遍油，才能够把自己像干炸丸子一样，炸得一身金
黄，抖擞着出名。

所以，当年梅兰芳为印度诗人泰戈尔演出的
《洛神》，选择在开明戏院。

“ 金 十 字 ”
珠 市 口

□肖复兴

金秋十月，杭州西湖。正值雨后，远处的
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难怪白居易诗云：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从南岸夕照山开始游览，登上山顶的雷

峰塔，西湖美景一览无余。但见白堤、苏堤安
卧在湖面上，两堤合围的部分是开阔的外
湖。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仿佛三颗“青
螺”，镶嵌在“白银盘”里。

挥别雷峰塔，沿着苏堤向北漫步。过了
映波桥、锁澜桥，站在苏堤上向西望去，对岸
杨公堤掩映在垂柳中，依稀可见。极目远眺，
三台山、天竺山郁郁葱葱、云雾缭绕，浅绿、
碧绿、墨绿、黄绿相杂，层林尽染，为西湖涂
抹出浓郁的秋色。

日暮时分，行至苏堤北端的岳庙。它背
依栖霞岭，南临岳湖。壮怀激烈的一代名将
岳飞长眠于此，其精忠报国的气节万古流

芳。从岳庙向东，来到孤山岛，拜谒秋瑾之
墓，不禁想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
挽回”的豪迈誓言。

空灵澄澈的西湖不单是自然之镜，倒映
出亭台楼阁，更是历史之镜，折射出历代人
物功过是非。从“绿杨阴里白沙堤”到“淡妆
浓抹总相宜”，西湖自古就是江南风光的典
范，她那晴光雨色的万种风情，吸引无数帝
王将相，演绎出一幕幕风云变幻的历史大
剧。想当年，南宋当权者偏安杭州，“暖风熏
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等诗句都是他
们纵情声色、沉湎享乐的写照。权臣贾似道
在西湖兴建“后乐园”，占尽胜景，时人称为

“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古人云：“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追求安

逸享乐的欲望，如同西湖的淤泥，需要时常
清理，一旦任其淤积，导致精神懈怠、民心尽

失，终会落得金瓯堕毁的下场。
览今照古，居安思危。要想保持如西湖

那般澄明纯澈的心境，就须经常清除心中
“淤泥”，使心不为“金钱、名利、享乐”等外物
所役。因此需要在内心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
堤坝。白堤、苏堤、杨公堤是有形的，而内心
之堤是无形的，需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
涵养浩然正气。

在西湖东北角的圣塘闸，隆隆水声从
闸门传来，提醒人们西湖不仅有供游人赏
玩的景致，还修建了利民富民的水利设
施。历史上杭州水患不断，治水历来是当
地百姓心中的渴求。白居易、苏轼、杨孟
瑛、阮元等人疏浚淤塞，建堤筑岛，造福百
姓，既方便供水灌溉，又平添了西湖的诗
意。他们在西湖这面镜子的映照下，永远
彰显着为民本色。

曾在博野里村见到一块东汉时期的青砖，看似
平平无奇，实则早与特殊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为不
同时空提供了难得的参照与物证。

据清乾隆年间《博野县志》记载：“里村，即‘蠡吾
故城’所在地，魏时为滹沱水所淹，时东南城角犹存。”
所谓“东南城角”位置，就在里村中学附近，至于这块
汉砖究竟是蠡吾城砖，还是墓砖，则需进一步考证。

两汉时期，盛行分封侯国。蠡吾，较长时间都是
河间国的属县。东汉永建五年，河间王刘开奏请分
封蠡吾县给儿子刘翼，获准后，蠡吾即由县升为侯
国。两年后，刘翼的儿子刘志在此出生，循例袭蠡吾
侯。十余年后，刘志被立为帝，也就是汉桓帝。后世
对他的了解，一般都是从《出师表》“未尝不叹息痛恨
于桓、灵也”这一句。其实，仅凭对历史人物脸谱化
的现有文本，已无从穿越时空还原真相了。

《后汉书》的文字显示，汉桓帝对自己的故
里——蠡吾故城，颇为重视。公元158年，分中山置
博陵郡，大大扩大了蠡吾城所辖的区域。公元 167
年，博陵、河间二郡，竟与刘邦故里的丰、沛二郡相提
并论，其繁荣可想而知。

北宋嘉祐八年春天，卫国公韩琦遣其子来此探
访。时间不长，就完成了《重修五代祖茔域记》，文中
写道：“遣男忠彦走蠡吾，又得庶子之茔于北原，而先
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数里之近。”这个地方，坐落于
蠡吾故城北侧。当时的蠡吾城，应有遗迹。韩琦悉
心查证，从唐代中期，其八世到五世祖，均在此地生
活，为家集作序时，他称“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
宦学知名”。

蠡吾，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千余年来，
当地人才辈出。除去韩氏一脉之外，还有其他例
子。比如，北宋儒学大师程颢、程颐五世以上祖，也
生活于此。《二程集》说，其祖籍是“中山之博野”“深
州之博野”“永宁军之博野”，均指此地。“二程”曾于
宋熙宁年间，赴此寻根。再如，清初大儒颜习斋之
父，也是博野人，颜习斋于39岁到此认祖归宗，后创

“颜李学派”。
岁月沉浮，历代兴亡。蠡吾，既是华北平原的寻

常小邑，又被时空经纬无数次穿过，甚至筛选出历史
大事与特殊人物。这看似巧合，却又极为平常。即
便是一方寻常水土，也足以承载历史沧桑吧。

国人的灵魂深处，故土情结属于不变的文化血
脉。所谓“寻根”，原本就是寻常之情、寻常之事。每
一个人，生来就要独自面对世界。寻根，就是把短暂
的生命，镶嵌在绵长的家族血脉中，就看人们如何找
到安身之地，怎样沐浴和暖之风了。

古县记忆
□寄 平

附近公园里有个湖，里面生长着茂盛的
荷花。喜欢站在小桥上，远眺香荷。大片碧绿
的荷叶中间，绽放着粉嘟嘟的笑脸，看一眼，
便再也舍不得移开视线。正所谓，人赏花时，
花亦视人。漫长的夏天，不知多少人
从桥头走过，更不知多少有心人，曾
迷恋过这水上风姿与风中荷香。

初春，巴掌大小的鲫鱼，在钓者
的鱼钩下摆尾挣扎。鱼被钓上来后，便完全
失去了在水中嬉戏的自由和快乐。“夫鱼食
其饵，乃牵于缗。”由于贪食，竟丧失自由、危
及生命，确实令人感喟。

“诗圣”杜甫，在经历战乱之后，重获天
伦之乐，随即留下诗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香山居士”白居易，也曾
历经风雨，留下“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
的诗句。古人如此，今人亦然。眼下，喜欢钓
鱼的人日益增多，溪边湖畔，垂钓发烧友总
是乐此不疲。

谈到钓鱼，朱光潜先生说：“鱼是小事，
钓着和期待着有趣，钓得到什么，自然更是
有趣。”一个“趣”字，大概说出了许多垂钓者

的心声。在水边静坐，那种心无旁骛的精神，
总让人敬佩。

常在公园看到两位老人，他们高一声低
一声地闲谈：

“可得好好生活，闲下来，可以练
练书法。”

“那是自然。万一哪天走了，可就
捞不着笔墨喽，哈哈哈……”

生死，早已融于笑谈之间。日子有趣味，
比什么都要紧。应了苏轼的那句话：“人间有
味是清欢。”这种概括，可谓极为精妙了。

生命趣味，离不开三种事：其一，乐做之
事；其二，该做之事；其三，能做之事。这三种
事态的灵魂就在于，能否维系人生的快乐。
有乐趣，人们做起事来，才会有动力。谁能像
苏轼那样，尽管屡遭贬抑，却始终明月在怀，
追求如初。他后来写了28个字，算是一种人
生感悟：“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
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前后对应的“浙江潮”，实为禅意所在。
无论体面，还是落魄，人生之神秘曲折，其实
不过如此吧。想起公园老者关于笔墨的闲

谈，归纳为一句话：笔墨有趣，不如写一写、
试一试。亲自动手，比什么都好。

桥头观荷，更眷恋它的品性：“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如何方能“卷舒开合
任天真”？与荷静对，彼此细观。想必，一汪绿
水、几支香荷、诸多心事……早已穿越时空，
暗中契合了吧。

所谓情趣，单纯极了，跟当事人做什么、
不做什么，关系不大。就像世人熟悉的钓鱼、
写字、品茶、赏荷那样，只要快乐，皆可生趣。
真正的快乐，绝非获得什么，而是放下那些
忧愁与烦恼，净化身心，与快乐挽手前行。如
此一来，内心才能日益宁静、平和。

清早，在湖边晨跑，突然想起电影《阿甘
正传》中奋力奔跑的阿甘。他既不惧怕泥泞，
也不奢望坦途，奔跑的路上，有时还能做些
利于他人的事。这种本色自由的状态，恰是
追求生活情趣的体现吧。

无所顾忌地奔跑着，虽然并不清楚，接
下来会经历什么。灵魂深处，始终绽放着对
未来的期待与梦想。安静地回望自我，思想
的内涵就更深切、更灵动、更有趣味了。

人 间 有 味 是 清 欢 □何俊霞

助力协同发展 建设人才强市

廊坊激活“人才引擎”
助 推 高 质 量 发 展

9 月 5 日，廊坊市制定出台企业“人才六
条”，这是继今年“人才十条”之后该市推出的
人才政策 2.0 升级版，进一步激发了人才创新
创业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智力
支撑。

近年来，廊坊市坚持政策引领，全力打造
以廊坊“人才十条”为统领的“1+N”人才政策
体系，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大力引育高端科技
创新人才。2022年，该市新增省级院士合作重
点单位 5 家，与 23 名院士建立合作关系，云谷

（固安）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创新创业团队成功
获批省高水平人才团队建设专项。目前全市
共有国家级专家人才 50 余人，省级专家人才
120余人。

廊坊市聚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优
势产业，集聚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技术优势，加
快科技企业量增质提，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2022 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00 家，总数达
到 1270家。全面引导孵化载体完善服务职能，
提升孵化育成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全市省级
以上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达到52家，其中国家级
孵化器 5 家，在全省排名第二。全市孵化器累
计毕业企业 769 家，有力推动了实体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组织开展“走千企、访万户、解难题、促发
展”活动，廊坊市通过从高校院所选派“科技副
总”等方式，加快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企业攻克
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2022年，该市
共取得科技成果116项，争列科技项目83项，获

省科学技术奖 10 项，发明专利授权量 1117 件，
同比增长14%。 （李旭）

香河县“四维发力”
打造环京津人才聚集地

近年来，香河县坚持在机制创新、人才引
进、本土培育、服务保障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打
造环京津最具吸引力人才聚集地。

强化政策引领，人才框架不断完善。该县
实施“聚才兴香”战略，破解体制机制顽疾，高
规格设置引进人才科研补贴、安家补助等奖
励政策，最高给予人才 300 万元奖励。设立
1000 万元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推行高层次人
才“ 一 事 一 议 ”制 度 ，确 保 人 才 奖 励 、待 遇
落实。

突出高端引领，人才引进持续突破。香河
县领导率队多次赴京津引才，围绕产业布局，帮
助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17 名，连续 3 年通过省
委人才办全职引才认定。加强平台载体扶持力
度，对新认定的人才平台最高给予 100 万元奖
励，累计建成人才平台 74 个，引进科研人员
1250余名。

锚定发展目标，人才培育显著提升。香河
县建强本土人才培育体系，在金融、科技等8个
领域培育带头人115名，评选出县管优秀专家、
特色人才 50 名。强化校企对接，先后 8 次邀请
北京大学等高校专家座谈交流，与中国农业大
学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培养各类学员 330
余名。

聚焦服务保障，人才动能全面激活。全县现
有 A、B 卡持卡人 507 名，全部落实燕赵英才服
务联络员制度，打造“一窗通办”人才平台服务

体系，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协助解决问题 153
个。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 103 套，让人才随时

“拎包入住”，解决人才发展后顾之忧。
（蔡雨佳）

永清县做好“三篇文章”
激 发 人 才 工 作 活 力

近年来，永清县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着力做好人才工作“三篇文章”，不拘一格发
现人才，为人才开辟广阔天地，让人才脱颖而
出，激情迸发干事业。

做好“引才聚才”文章，把八方贤能招进
来。永清县大刀阔斧地推行“人才强县”发展战
略，突出产业引才、项目引才、柔性引才，同步推
进高端制造、商贸物流、康养文旅、现代都市农
业发展，使产业需求与人才需求“双向对接”，全
年引进产业急需紧缺人才447人，引进党政、专
技、技能等 5 大类型重点人才 229 人，柔性引进
各行业兼职专家教授 28 名，帮扶对接县域内 8
个专精特新企业。

做好“培才育才”文章，让本土人才涌出
来。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理念，永清县支持
域内企业与职业培训机构签订协议，大力推行
现代学徒制教学，“订单式”培养高技能人才500
余人、精英技师 77 人。多部门联动，开展各类
人才技能提升培训 18 期，培训新型农民 600 余
人、企业紧缺人才1200余人。

做好“留才用才”文章，使人才生态美起
来。“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永清县加强对
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推荐27名各类人
才当选市级以上“两代表一委员”。突出以实绩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表彰优秀人才 50

余名，发放奖励资金78.6万元。落实“燕赵英才
卡”制度，开辟绿色通道，为域内 380 名持卡人
才办理服务事项1900余人次。 （吴昊）

安次区集聚产业人才
赋能产业发展

8 月 30 日，高端人才交流会在廊坊市安次
区河工大智能装备研究院召开。研究院院长苑
光明介绍，安次区河工大智能装备研究院是安
次区政府与河北工业大学联合打造的，已成为
全区集聚高层次人才的主阵地。

近年来，安次区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先
后制定了《充分发挥专家人才作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若干措施》等人才新政，打造政策竞争
优势，着力解决制约高层次人才发展问题，提升
人才吸引力、聚合力。今年以来，新增专精特新
企业科创平台8家，引进科技创新型人才85人，
技术技能型人才97人。

为激活新产业新动能，安次区启动“电商
薪火”培训计划，成立“助农博士团”，打造“一
村一品”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培育农产品电
商专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助农博士
团”培育农特产品新品种 108 个；建设谷氏香
业、壹佰剧院2个电商直播基地，培育直播专业
人才 536 人，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

同时，安次区实施青年人才汇智行动，与
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共建研学交流基地，倾
力打造“创新+创业”型人才驿站 2 家，组织 50
余场人才交流活动，为 700 余名青年人才提供
就业创业服务支持。建设产业孵化基地，集
聚吸引 146 家企业 2000 余名产业人才入驻，先

后培育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 54 家、高新技术
企业 15 家。 （刘一鸣）

大城县三措并举
打造人才支撑“强磁场”

近年来，大城县扎实实施“智汇大成”行动，
采取“引、育、用”三项措施，推动人才发展机制
改革，为建设经济强县、大美大城提供人才支撑
和智力保障。

广开渠道“引”才。大城县开展急需紧缺人
才需求调研，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引进医疗卫
生、教育和农业技术等领域人才52人。实施人
才兴廊项目，组建企业科技特派团 16 个，培育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家，助推产业提档升
级。建立高校巡回引才机制，开展校企合作，柔
性引进长江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等高层次人才3人。

精准施策“育”才。大城县依托产业协会、
职业技术学校及现有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等优
秀人才资源，培训企业新型学徒 233 人，技能
提升 953 人，为县域 20 家企业培育技能人才
1600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数据库，1986名本
土人才入库管理。举办各类培训班，组织本土
人才赴发达地区考察学习，累计培训 200 余
人次。

精准对接“用”才。依托县域内重点产业特
色，大城县创新“项目+人才”新路径，打造高质
量创业项目，以缴艳霞、杜素玲等为代表的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与民营企业合作带领村街群众发
展县域特色产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约 2000
个。选派 30 名专业技术人才，深入村街，常态
化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等科技服务，带
动村街发展。 （董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