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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四川眉山，晚年两
次上表乞居常州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
日，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山。眉山人
杰地灵，苏东坡出生的时候，他的祖
父苏序还健在。苏序为人朴实，乐
善好施，喜好饮酒，满是侠义之气。
他认为“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便
花了钱财购买了大量书籍。“所以说
苏东坡的达观豪放和好酒之风，多
少遗传了他爷爷的基因。”汪维宏表
示，祖父苏序对苏东坡的成长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苏东坡是科举路上的佼佼者，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但“乌台
诗案”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所以才有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
蜕变。他与自己、与社会和解，文学
创作也进入巅峰时期。

苏东坡一生中，写下了两千七
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
篇文章，文学成就极高，至今无人能
够超越。

苏东坡与常州的缘分要从“鸡
黍之约”说起。嘉祐二年，在仁宗皇
帝款待新科进士的琼林宴上，与苏
东坡同桌的恰好是宜兴人蒋之奇、

单锡和武进人胡宗愈。席间，他们
将常州、宜兴一带描绘成土地肥沃、
生活富庶、山明水秀的世外桃源，苏
东坡心驰神往，便与他们定下了“鸡
黍之约”。

之后，苏东坡曾多次踏足常州，
并在晚年时两次上表乞居常州。常
州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要舞台。在
这里，他得以远离官场的纷扰，享受
宁静的田园生活，并创作了大量优
秀的文学作品。“多谢残灯不嫌客，
孤舟一夜许相依。”“买田阳羡吾将
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汪维宏通过
分享苏东坡的诗句，展现这位文学
巨匠对常州的钟爱之情。

“六事廉为本”，苏轼是
公职人员的楷模

苏东坡的仕途同样丰富多彩，
他先后曾任八州知州，担任过吏部、
兵部和礼部尚书，也曾经做过“皇帝
秘书”。然而，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
顺，曾四次被贬，但无论身处何地，
他都始终坚守清廉，为百姓谋福祉。

在廉政思想方面，苏东坡提出
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
辩的“六事廉为本”理论。他强调清
正廉洁是为官从政的第一位、决定
性的要素，为官从政要把廉洁自律
贯穿始终，不可功亏一篑、半途而
废。“功废于贪，行成于廉”，意思是
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
这是苏东坡总结出来的从古至今为
官从政的一条铁律。

苏东坡在被贬黄州后，依然保
持了超然物外的追求和廉洁的节
操，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他每月分日
分次分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纵然
当日钱不够花，他也绝不寅吃卯粮，

他的清廉精神令人敬仰。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无论是居

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际，在清正
廉洁方面，他一直“守其初心，始终
不变”，他毕生清廉的动力来自家风
家学熏陶下自幼养成的内在约束、
廉洁精神和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
公职人员的楷模。他坚持“民贵君
轻，以民为本”的理念，为了天下苍
生和江山社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福利院和
第一家公立医院，开中国景观水利、
人文水利的先河，是历史上的治水名
人。他修改衙规、抗击蝗灾、整治东
湖、整肃军纪、取消榷盐制度……用
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精神。

“苏迷”赶来听讲，换个
视角认识苏东坡

“青果思享会”是常州市委宣传
部重点书香阅读品牌和天宁区“青
果书香”阅读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是

“中吴风雅颂”城市文化IP矩阵中的
公益阅读品牌。自 2020 年举办以
来，围绕“遇见大师”“品读名士”“慢
享书香”三大主题系列，定期邀请国
内文化艺术和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
登上讲台，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品尝一杯“常州文化下午茶”。

本期活动由常州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委党史工委（地方志办）、
市文联、市全民阅读促进会、晋陵集
团指导；天宁区委宣传部（文明办）、
晋陵文旅主办；天宁区全民阅读促进
会、现代快报承办；青果巷历史文化
研究院、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协办。

当天，苏东坡专场首场分享活

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苏迷”参与。
他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苏东坡的传奇人生和
廉政智慧。

来自天宁检察院的毛龚说，汪
维宏先生的分享让他从一个全新的
视角重新认识了苏东坡，并深刻领
悟到《六事廉为本赋》所传递的超越
时空的价值。“苏东坡生活在王安石
变法这一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极为
激烈的时期，但他依然坚持将民本
思想贯彻到自己的为官实践中，始
终将是否有利于百姓作为衡量改革
正确与否的关键标准。”

毛龚说，让他感动的还有苏东坡
的廉洁，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
中，也体现在他的个人修养上。“对于
当代公务员而言，继承和发扬这种廉
洁精神，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

江苏理工学院文旅学院的赵贤
德教授也是专程赶来聆听讲座。赵
贤德表示，汪先生介绍了苏东坡的
很多事例，从苏东坡的诗文中找到
了证据，像《梦中作寄朱行中》一诗
中，“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是
苏东坡廉洁自律的写照；《赤壁赋》
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讲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生活艰险，
却依旧保持着高尚的节操。“以往，
我们是从文学、生活上来了解苏东
坡，觉得苏东坡是一位大文豪，是一
位美食家、生活家，汪老师却从为官
之道上对苏东坡进行分析，是非常
新的视角，让我们对苏东坡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据悉，为纪念苏东坡这位思想巨
人和文化巨匠，“青果思享会”还将推
出两场东坡系列讲座，继续带领市民
深入探索苏东坡的传奇人生。

“青果思享会”苏东坡专场开启

共探文学巨匠的廉政智慧

近日，收藏家王先生给记者
展示了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固定摊贩营业许可证”，该证为
发给专门经营“羊肉、蔬菜”的摊
贩，其固定设摊地点为潞城镇，
由当时的武进县人民政府颁
发。据了解，由于时代变迁，类
似的证已经很少见了。

这张固定摊贩营业许可证
长约16厘米，宽约15厘米，边框
为灰绿色繁复花纹图案，内为浅
米黄色，其中还有“摊贩登记证”
5个淡淡的较大的空心文字，类
似水印。许可证上除了清楚地
有摊贩证号、申请人姓名、住址、
经营种类、资本总额十万元、设
摊地点在中街、设摊年月等信
息，还有固定摊贩必须遵守的5
条“附注”，如“如有遗失须申明

作废并报请补发”“此证在营业
时间须置放显明处所以便检查”
等。证左侧盖有武进县副县长
沙肃斋的蓝色手戳印鉴，其左还
有“武进县人民政府”方形红色
大印，盖在“一九五四年”字样的
上面，形制和后来的圆形印章不
同。遗憾的是，原本贴有的摊贩
本人照片已被撕掉。细细看整
张证书品相约八品，纸张已显陈
旧，保存状况尚可。

记者查询《潞城乡志》了解
到，乡志上记载潞城有羊。1949
年前，“冬天赵兴法的羊汤店颇
受顾客欢迎”。说明这里有吃羊
肉的习俗。《武进县志》记载，

“1950年 7月，对全县摊贩首次
全面整理和登记，至 1951 年 2
月，共登记发证 8142 户。发证

后，又对摊贩个人状况、营业种
类、收费、活动范围、食品卫生等
进行普查、抽查和重点检查。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结束后，摊贩也随之组织起
来。”此后，固定摊贩营业许可证
被收紧，至1978年底，武进县只
剩个体工商户278家。

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者、民
俗专家余忠良认为，经过时间的
积淀、时代的淘汰，固定摊贩营
业许可证能留下来的不多，专门
售卖羊肉的摊贩证保存下来的
更少，这张证是人们了解到那个
时代常州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常
州民间吃羊肉习俗的一个见证，
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一
定的档案和史料价值。

张军 葛小林
为更好地发挥乡村生活场景的

育人功能，进一步提升乡村学校育
人质量，11月 21日，江苏省基础教
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重大项目

“基于乡村生活场景的育人方式变
革”第二十七次研修活动暨江苏省
教师发展研究重大课题第四次研修
活动，先后在漕桥社区、漕桥幼儿
园、漕桥小学和漕桥初级中学举行。

与会专家来到漕桥社区的“红心
漕流馆”，参观了余光中乡愁文化展示
厅，对漕桥幼儿园、漕桥小学、漕桥中
学根据余光中先生诗词中的光彩摇曳
外婆桥、光阴渡梦中国心、光耀故里民
族情、光辉璀璨复兴梦的四个篇章设
计课程，让学生走近家乡名人、了解生
平经历、徜徉诗歌世界、感悟光中精

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与会专家听取了漕桥中学、漕

桥小学三位老师的研讨课后指出，
执教者从课标出发，打通自然与生
活的关系，唤醒文本与学生的共鸣，
创设学习任务，在实践中突破学习
难点，有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与会专家认为，三所学校基于
真实的乡村生活场景呈现出了乡村
教育的最新样态，创造属于乡村孩
子的未来教育，即依托乡土资源，创
设任务情景，勾连真实场景，打破学
校围墙，让学生漫步乡村，用脚步丈
量，展开学科整合性深入实践和探
索，提升学科核心素养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实现校与村的双向融合。

陈渊 陆文杰

11 月 24 日，第十五届汉藏
家庭结对活动启动仪式在常州
西藏民族中学温情上演。156名
七年级新同学与来自常州市实
验初中、二十四中、清潭中学、教
科院附中、外国语学校、正衡中
学、三井小学以及鸣珂巷幼教集
团的156个学生家庭结对。

在常州这片充满爱的土地
上，西藏的孩子们如同高原上绽
放的格桑花，古运河畔，他们向
阳而生，青春绽放。一个电话、

一句叮咛、一双大手、一条回家
的路，连着两个民族的筋骨，托
起一座城市的心脏。从雪域高
原到长江之滨，西藏与常州隔山
隔水，却隔不断浓浓亲情。汉藏
家庭结对活动架起了跨越千里
的桥梁，联结两地情缘，见证汉
藏情谊。活动现场，8位“常爸常
妈”被评为“2023级最美常爸常
妈”。

结对活动不仅仅是西藏孩
子与“常爸常妈”之间的简单互

动，它更是连接汉藏两个家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
动实践。无法亲临现场的2024
级家长代表们通过视频送来了
真挚的祝福，将他们的问候和对
常州人民的感恩之情传递到了
现场。

活动结束后，常州的家庭们
纷纷领着西藏的孩子们走进他
们的第二故乡，开启了一段全新
而美妙的相识、相知、相处之
旅。 吴斌 陆文杰

近日，溧阳举行“聚力高品质教
育，回应人民美好期盼”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2024年溧阳市高品质教
育建设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溧阳今年已累计资助学生8716人，
发放资金 1921.69 万元，真正做到

“一个都不能少”。
据了解，2024年溧阳教育资源

再完善，稳步推进5个中小学续建项
目，实验初中天目湖校区等3所新建
学校秋季启用。组织20所幼儿园新
增托班33个，全面梳理摸排各学段
教育资源供给现状及问题，顺利完
成4所小规模学校撤并工作。

新引进高层次教育人才2名，新

招聘教师92名，签约“双一流”师范
生17名，不断为教师队伍素养提升
蓄势赋能。深入推进“县管校聘”，
2024年流动中小学教师 375名，流
动的优秀骨干教师占比达56.3%，城
区到农村及边远外省支教55名。

新增4所常州市优质幼儿园、4
所常州市优质融合教育资源中心。
10所学校食堂和155间高中学生宿
舍焕然一新，116辆校车和 10条线
路更新优化，校园后勤保障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20所学校心理咨询室
完成改造，新增102名心理咨询师和
家庭教育指导师。

张待娣 陆文杰

70年前羊肉摊贩营业证现身常州

156名藏娃结对“常爸常妈”

溧阳今年发放助学金超1921万元

漕桥小学：创造属于乡村孩子的未来教育

11月24日下午，“青果思享会”第十期（总第42期）迎来了备受瞩目
的苏东坡专场。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理事长汪维宏作为主讲嘉
宾，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题为《良吏廉吏苏东坡》的精彩分享，引领听
众穿越历史长河，探寻苏东坡的传奇人生与廉政思想。

苏东坡，这位自四川眉山走出的文学巨擘，其人生轨迹如同一部跌
宕起伏的史诗。汪维宏从眉山苏家的异乡根基娓娓道来，逐步揭示了苏
轼如何历经风雨，最终实现从文人到苏东坡的华丽蜕变，以及他在人生
旅途中如何坚守廉洁自律，成就了一段段佳话。

张敏 葛小林

汪维宏引领听众探寻苏东坡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