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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在西大街上的文化
■ 刘萍

无为市准备在老城区西面新建两座桥，拟命名
为“小安桥”和“西大街桥”。 “小安”和“西大街”，就
像竹笋的根一样埋在无为人的潜意识深处，时机成
熟就要探出头来。

古人云：“大俗即大雅，至简达至真。 ”作为老城
区的桥名，“小安桥”真是既可亲又可爱也不扭捏造
作，非要往深奥处说，这“小安”与“小满”、“小得”、
“知足常乐”相连，最能体现普通人身上那种从容、
自信、内敛的生活态度，其哲学内涵和《道德经》中
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可谓一脉相承。 “西大
街桥”顾名思义，这桥建在护城河沿西大街段，名字
简单直白，但对我们这些老无城人来说，却要浮想
联翩，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相思之地往往是“西楼”，
而很多无为人的乡愁之处则是西大街。 如果说“小
安”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那么“西大街”就是对这
个命题的现实注解。

熙熙攘攘的西大街上有几所有名的中小学，上
学放学的时间拥挤不堪，但无数学子从这儿出发，走
向外面的世界，这样一来，逼仄的西大街也真配得上
这个“大”字。 一个文采很好也很有出息的女生曾用
席慕容的诗抒写乡愁，“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样
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二十年后， 我们的魂魄
却夜夜归来”，她说归来的魂魄在途径年少时日日走
过的西大街时， 还尝了尝路边鸡蛋饼、 麻辣烫的滋
味。 这让我想到电影《末代皇帝》的结尾，60 岁的溥
仪回到故宫，紫禁城里奇珍异宝堆积如山，而他要找
回的仅仅是龙椅下的那个蝈蝈盒。 生命不可承受太
重，无论皇帝还是普通百姓，人生中最宝贵的往往就
是那些让人彻底放松的旧时光、小物件。

西大街就是一条让人放松的街， 街道很窄，店
多人多车也多，但车要给人让路，人一旦成了这儿
的主宰， 走起路来便有了一种昂首挺胸的气势，不
像在城南新区，马路那么宽，绿灯时间又那么短，行
人过马路时，跑得就像受惊的老鼠，站在一大片崭
新的高楼大厦之间，人却没了底气。而在西大街，人
人都会找到存在感。 为了“存在感”这件事，我曾抱

怨过父母， 认为他们给我取名字太草率，“刘萍”就
像冬天田野里的包心菜一样遍地都是，缩手缩脚地
蹲在地里。我父亲好脾气地解释说，你是老大，我们
给你取名字怎么会不慎重呢？ 因为你属马，马要有
草吃有水喝，于是翻遍字典，最后选中的还是这个
“萍”字，又说这个字还附带“平安”之义。 能衣食无
忧、平平安安地活着，这不就是美好的“小安”生活
吗？ 我忽然觉得作为无为西大街的一个“土著”，我
的名字配上这条街，就像北方姑娘叫“二妮”、南方
女子叫“阿娇”一样，简直是浑然天成。

我看西大街， 就像看自己镜子中的那张脸一
样，有诸多不满，但也百般爱恋。正如街上到处都是
板鸭摊一样，西大街也到处都是文化，你不与人聊，
你不打听，你不观察，就不会知道那些很普通很平
庸的角落里都有着动人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串起
来，就形成了西大街的文化。

由于西大街的老居民、老手艺人很多，一些老
的生活也保留下来。 在我们小区巷口有两个摊子，
一个是修鞋的，一个是搞缝纫的，修鞋的是个中年
人，但我们还习惯叫他的小名“大宝”，他最初是修
鞋，后来根据大家需要，也修自行车、电动车、抽油
烟机等，简直无所不能，大宝师傅整天笑嘻嘻的，我
们每天进出都要和他打个招呼。缝纫师傅在西大街
踩了一辈子缝纫机，过去帮人家做衣服，现在帮人
家改衣服，他人虽老了，但还记得我们有哪些衣服。
这两个师傅不仅做手艺，还要管很多闲事，小区住
户有什么东西需要和家人、朋友交接，交给他们就
行，我在忙的时候还请他们帮交过物业费、买些小
东西等。在这个高楼林立、对门都不曾相识的地方，
我觉得他俩代表了一种久违的文化，他们就像人本
主义艺术大师一样和传统保持着联系，让我们感到
亲切、安全、有趣。小区有年轻人开车进出时嫌摊子
碍事，要报告有关部门把他们赶走，我好言相劝，我
们又没有谁急着要去发大财做大官，车开慢一点不
就行了？我不想摊子消失，不仅是为生活方便，更主
要的是这两个师傅能让陌生人“熟”起来。记得疫情
防控最紧张的时候， 小区住户进出都要持证明，但
经常是大家的证明不是没开就是没带，在门口值守

的社区干部只认证明不认人，于是天天吵得不可开
交，甚至动起手来。 后来大宝师傅担任了防疫志愿
者，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对他来说，每个人的脸就是
证明，不需要再开其它的什么证明。

西大街的文化是世俗的，也是诗意的。 诗是什
么？ 诗就是人对经验世界的一种虚构，让许多美好
在想象中得以实现。街两边一些只有一两间门面的
店铺却挂着“XX 中心”、“中国 XX”之类的招牌，大
家可能觉得滑稽，但店主却通过这种虚构表达了万
丈豪情，实现了自我满足。还有每天傍晚时，一些庐
剧爱好者在路边或街头公园一角随便画个圆圈，衣
服一换，就甩着水袖吚吚呀呀地唱起来，那种全身
心的投入不亚于站在巨型舞台的中央。传统庐剧以
悲剧为主， 那些围成一圈的观众与其说是看戏，倒
不如说是和演员一起悲悯人生，感叹自我，在一个
虚构的经验世界中，大家全成了诗人。 唱的人站在
土地上，听的人也站在土地上，故事里的悲欢离合
都更是连着土地。

当然，“文化扫盲”工作还是要做的。 西大街的
行道树以银杏为主，深秋时节，举目金黄一片，微风
吹过，落叶如蝴蝶翻飞，这“碧云天，黄叶地”的景致
能触发路人的无限思绪，忧郁的或者是灿烂的。 但
有人不能忍受这种美，不知是谁的主意，环卫工人
每天用长竹竿把将落未落的树叶全打下来，然后扫
得一片不剩，那些神采奕奕的银杏树很快只剩下光
秃秃的枝桠， 像是衣袂飘飘的美人被剥掉了华服。
我专门为此事向宣传部长作了汇报，希望他能出面
干预。 后来大家终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落叶不是
垃圾，她是秋天的音符。

西大街是一条街，更像是一条河，各种文化细
流汇入后，于无声处奔腾或流淌。 这条文化之河养
育了小城的人，时日久长后，很多人都想追求别处
的高雅，生怕俗气沾了身，但一位作家说，“媚雅”对
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 因为容易导致自我的丧
失。希望“小安桥”“西大街桥”这样看似平庸滥俗实
则铿锵接地气的名字，能时时提醒大家，什么是本
土文化，什么是根。城市越变越大，我们已不断地失
去土地，但不能再失去土地上的记忆和文化。

激活工业遗产的“文化基因”

■ 徐海

“赛场太棒了，特别是和工业结合，滑
雪大跳台像一个工业博物馆。 ”北京冬奥
会冠军谷爱凌这样称赞比赛场地。 北京冬
奥会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频频出镜。 蓝
天白云下，空中自由飞翔的运动员与巨型
冷却塔上的冬奥会会徽融为一体，“体育+
工业”的动态画卷，让首钢工业遗址成功
“出圈”。

首钢滑雪大跳台由首钢园区老厂房

改造而成， 它不仅在冬奥会期间提供比
赛、转播、观众服务等赛事配套功能，还会
在赛后向公众开放，成为世界第一个永久
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 从首钢
老厂房到运动基地，完成从“火”到“冰”的
重生，工业遗产与奥林匹克精神实现完美
结合。

随着城市功能定位变化和产业结构

调整，不少老工业企业已经停产，留下很
多旧厂房、附属设施等工业遗址。 每一处
工业遗产都是一部浓缩版中国工业奋斗

史。 那些曾经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工厂
车间，是工业文化的珍贵“活页”。 “每一栋
建筑， 都有一段值得细说的故事”， 老厂
房、老机器经过岁月洗礼，逐渐演变成一
种文化符号， 承载一代人工作生活记忆，
寄托浓浓工业情怀。 活化利用工业遗产，
丰富城市内涵，能让其赓续新生命、产生
新价值。

目前 ，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仍

处在起步阶段 ， 有些城市关注工业遗产
的实体保护 ， 忽视精神价值的挖掘和表
达，只留下冷冰冰的“空壳子”。 工业遗产
绝不局限于 “红砖白瓦 ”。 艰苦奋斗的拼
搏故事 、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爱岗
敬业的奉献精神早已渗透至城市内在肌

理，成为人们的精神财富。 应丰富工业遗
产保护内涵 ， 注重历史脉络梳理和精神
价值传承。 完善档案管理，组织专家和老
工人回顾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

月，将人物故事、工艺流程 、产业荣誉 、企
业发展历程等内容串珠成链 ， 形成工业
遗产文化体系 ， 让工业遗产有血有肉更
有灵魂。

工业遗产传承城市文脉 ， 还承担促
进城市转型升级 、 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
使命。 有条件的地方 ，应利用闲置厂房 、
设备等，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 、历史人
文教育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 ， 搭建工
业遗产与大众的情感联系 ， 让工业文化
既 “看得见 ”、又 “摸得着 ”；将老厂房 、老
设施改造为文创产业园区 ， 推动工业遗
产成为创新创意产业新载体 ，实现从 “工
业锈带”到“生活秀带”升级蜕变。

“我与安徽日报”征文启事
今年 6 月 1 日，是《安徽日报》创刊 70 周年纪

念日。
70年春华秋实，70年薪火相传。安徽日报始终牢

牢坚持党性原则，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用一篇篇
鲜活的文字、一幅幅精彩的图片、一个个生动的镜头，
讲好安徽故事，奏响江淮儿女团结奋进最强音。

留存历史底稿，描摹时代印记。 在这欢庆的日
子里，我们诚邀广大读者、作者、同事前辈分享与安
徽日报的难忘往事，从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的记
忆中，从一篇报道、一张照片、一段视频的感动中，
从携手同行、真诚互动、砥砺共进的历程中，采撷精
彩片段，记录下您与安徽日报的故事，抒发对安徽

日报的情感与期望。
来稿要求原创，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过。 可

配与内容相关的照片、视频。 体裁以散文、随笔为
佳 ， 字 数 3000 字 以 内 。 稿 件 请 发 电 子 邮 箱
ahrbhsfk@126.com，或邮寄至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
路 1469 号安徽日报文化新闻中心 ，邮编 230071。
来稿请署真实姓名 ， 附详细联系方式 ， 并注明
“‘我与安徽日报’征文”字样。 安徽日报黄山副刊
和安徽日报客户端将择优刊发。 征文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安徽日报社

梅城梅花分外香
■ 潘艺

天宁寨，古梅绽放，花讯邀我去重聚。 不
管事务多冗杂，且放下，虔心赴约。 一路上，心
如花开。

古梅仙姿凛然，苍劲中透出清气。 几十株
簇拥丛生，高六七米，抱团撑开一束花冠。 万
花吐蕊，葳蕤自生光，我沉浸在这繁密的光辉
中。 梅枝或向上、或横斜、或下垂，古干遒劲有
力。 缕缕暗香，冷凝而幽静，丰盈而灵动，给这
清冷的初春，带来清雅的大欢喜。

走在梅河边，一枝梅从院落斜逸而出，修
长的手指拈着鹅黄透亮的花朵， 不疾不徐地
开着。 诗情、画意、清姿、幽色，与冷香一并晕
开。河边堤岸怎能没有梅花？瞧，不远处，枝枝
条条，蓬蓬黄花细密地漫开去，暗香散开来。
潜山市府梅城，依梅河而建，因梅花而闻名。
如今，梅花定为市花，这一城一河，岂不欢欣
赞许？ 梅的本事，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 谁能
在寒风中、白雪下，以弱蕊斗寒霜，傲然独立、
不屈不挠？ 谁又不与百花争春，谦虚高洁、坚
贞不渝？只有梅。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她给严寒带来
暖意，传春报喜，叫人肃然起敬!

山谷流泉，位于天柱山南麓，清溪镜澈。
600 米长的石谷沟壑中 ， 留有 300 余方石
刻 ，时间跨度从唐代至民国 ，大部分出自朝
廷重臣与名流士大夫之手 。 南宋端平元年
（1234），赵希衮等名士来此访梅 ，留下一首
七绝 ，“扶藜踏雪访梅花 ，小注青牛处士家 。
却笑十年萦组绶 ，何如一夕卧烟霞 ”，赞慕
有才学而隐居不做官的处士 ，宁受贫寂 ，不
同流合污 ，与梅花高洁坚贞 ，同守名节 。 自
宋以来 ，或更久远 ，这城里城外植梅 、艺梅 、
赏梅 ，蔚然成风 。 “扬州八怪 ”之一的李方
膺，两任潜山知县 ，在 《画梅 》诗中赞曰 ：“挥

毫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 愿借天风
吹得远 ， 家家门巷尽成春 。 王安石任舒州
（今潜山 ）通判时 ，诗咏 《梅花 》，“墙角数枝
梅 ， 凌寒独自开 。 遥知不是雪 ， 为有暗香
来。 ”这首名作刻在世人的心中，历久弥香，
永不磨灭。

小城，以花名之。 城中一条小巷，叫“梅
花小姐 ”。 史志有载 ，乾隆二年 （1737）典史
刘维嵩立碑 ：“悠悠舆论 ，贞烈留名 ，梅花遗
世，千载余生。 ”相传，梅花小姐是明代浙江
人，随其父袁志刚由朝官受贬来潜山。 她知
书达理 ，体察民情 ，处处为父分忧解愁 ，受
到众人夸赞 。 某一年 ，风雨如磐 ，城池遭受
水灾 ，她慷慨捐资 ，修筑城墙 ，使得梅城安
然无恙 。 草木代代荣枯 ， 梅花精神世世赓
续 。 刘兰芝 、大小乔 、梅花小姐 、陈桂珍 、夏
菊花 、韩再芬……这座梅花小城 ，用她疏影
清雅风骨峭峻的气质 ， 影响塑造了一个又
一个奇女子的性灵。

初三月，苍穹一碧如洗，煦日温存，春的
讯息扑面而来。 天柱山梅园，背倚天柱翠屏，
鸟瞰潜水粼粼，梅花一树一树地开放。 红梅、
白梅 、绿梅 、黄梅 ，数不尽绽在枝头 ，白的像
雪 、红的似火 、黄的赛金 ，绿如碧玉 ，相映成
辉，向阳的山坡犹如一幅巨大的梅花迎春图。
赏花的人熙来攘往，梅园溢满亲情、友情、爱
情，看风景的人也成了风景。 潜山的“梅”文
章，点题梅城梅园，铺陈古皖大地。 二十年间，
植梅渐成时尚，30 多个品种，3 万多株梅花，
妆点一城山水，实在是件可喜的事。

南宋陆游写梅：“闻道梅花坼晓风， 雪堆
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
翁。 ”这首咏梅诗，别开生面，高迈脱俗，愿化
身千亿个陆游，每个陆游前都有一树梅花。 古
人为何如此喜欢梅花？ 香非在蕊，香非在萼，
骨中香彻！ 梅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

一“图”之缘
■ 王祖清

人生择业，或有缘分。 2004 年，作为一个地地
道道的山村农民，8 分邮票寄出的一张图片新闻，
竟被当年 4 月 8 日的《安徽日报》刊登。正是这次与
《安徽日报》的一“图”之缘，让我最终选定了坚守做
乡村“土记者”。

我家住郎溪县姚村镇夏桥村朝阳组，1964 年
出生，1983 年高考落榜回乡务农， 当了 10 年独轮
车推夫 、5 年代课教师 ， 干过煤油灯孵小鸡……
2000 年，我迷上照相，花 85 元从镇上照相馆买来
了人生第一部傻瓜相机， 一并买了电池和胶卷，店
主很乐意教我操作。 平日间傻傻的我，一杯茶功夫
居然学会了“照相”！ 当天晚上，“傻瓜”抱着傻瓜相
机睡觉。第二天，有着写作爱好的我，趁着兴奋劲去
试拍新闻图片……

2004 年春，我把拍摄家乡石佛山的图片，附上

一张说明文字，加盖乡政府发稿公章，装在信封里
寄往《安徽日报》。 过了一段时日，我收到编辑寄来
的一张《安徽日报》。 那是 4 月 8 日的报纸，第三版
刊登了我拍的石佛山“飞来石”图片。我当时的欣喜
和兴奋，远远胜过结婚娶新娘子的心情。

随样报寄来的，还有一封编辑亲笔写的短信。 他
鼓励我：“搞新闻宣传，要沉淀，不能急功近利，需要一
定的文字功底，要多读书……”时间隔了太久，这封信
件现在遗失了，可那张“飞来石”的剪报，永远粘贴在
“剪报簿”上，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遵从编辑老师“多读书”的教诲，2004 年开始，
我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05 年初，爱人身
患重病，家中经济特别困难。这一年的 4 月下旬，我
到宣城二中参加考试，没有车费，不得已偷着将爱
人娘家送来给她补身体的 80 个土鸡蛋， 偷偷卖了
充当车费。爱人失望难过到极点，她拖着病体，挥泪
“送考”：“去吧！你去吧！不要回来了！ ”这让我的心

紧缩成一团的一幕，至今回想，依然无语凝噎。 此
后，历时 3 年半，我最终通过 10 门课的考试，取得
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一年年一岁岁，我一路战胜生活的坎坷，积极坚
守写作的爱好。 痛，并快乐着！

天道酬勤。近 20 年来，我先后在《安徽日报》以
及一些市县媒体等发表新闻稿 800 余篇，并有大量
文学作品发表。 2012 年 4 月，我被老家所在政府聘
为信息报送员。

能将写作爱好坚守至今，并且争取到“爱好+事
业”理想的平台，离不开当年《安徽日报》的一“图”
之缘，离不开报社编辑的谆谆教诲和正确引导。

珍惜缘分，坚守爱好，虚心学习，勤勉工作，我
要用一颗感恩之心，迎接新一天的曙光……

合肥市蚌埠路第四小学是一所集
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办
学体制小学。近年来，学校立足区域，对
标长三角，经过不断努力探索，融合教
育实现了转型发展， 发挥办学优势，创
新发展新的办学模式 。 学校坚持
“12345”发展思路 ，不断探索实践 “教
育、康复、劳动和就业能力培养一体化”
的办学模式，充分整合校内外“两类资
源”，以普特结合、医教结合、康教结合
“三大结合”为依托，以“四个课程建设”
为统领，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五大融合
教育”。

以主轴课程引领社会融合。该校充
分整合社区资源，结合特殊学生的身心

特点和生活需要， 将课堂搬进超市、地
铁站、文化节、酒店、农场。 已经形成了
“购物系列、公共出行系列、休闲娱乐系
列、职前教育系列”四大系列主题课程，
推进社会融合。

以康复课程引领“医教（康）融合”。
该校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合肥同仁
医院康复部签订共建单位协议，深入探
索“医教结合”“康教结合”策略与路径。
聘请全国知名教授南京特殊教育学院
李泽慧为学校特殊教育发展顾问，对全
体教师进行康复教育、 融合教育培训，
指导课程建设。

同时， 该校在校内开设了言语康
复、感统、情绪与行为管理、生活技能训

练等 6 门个别化康复课程，形成了“学
校+医院”“教育+康复”“教师+医生”的
康教医结合模式。

以艺能课程引领课堂融合，推进特
奥融合。 该校通过 “学校教育评估”+
“医院医学诊断”+“日常观察了解”对
启智班学生进行全面摸排，进行“资源
教师走校”“融合教师走教”“特殊学生
走班”全力推进融合教育“一堂双师”的
课堂融合。

为充分发挥安徽省特奥训练基地
作用，该校通过“聘请专业教练、特奥进
课堂、课后日常训练、赛前集训”等方式
将特奥训练引入艺能课堂，全面推行特
奥融合。

以“3+X”统整课程引领活动融合，
促进班级融合。 该校坚持开展“开学典
礼”“毕业典礼”“助残日活动”， 并结合
重要时间节点，重大节日开展一系列融
合活动，形成了“3+X”统整课程，全力
实践活动融合。

《“十四五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已经落地，为促进融合教育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合肥市蚌
埠路第四小学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 ，
勇担筑梦育人使命， 以适宜融合为目
标， 致力于为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创
造良好环境， 努力走出一条特色融合
发展之路。

（陆念钊 唐红玲）

合肥市蚌埠路第四小学———
融合教育：发挥办学优势 创新发展模式

特奥融合旱地冰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