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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倪是被昵称为“格格”的海复社区
治理一百零八将之一。因工作关系，老倪
家，“老倪工作室”，老倪本人成了我经常
联系对象。年龄与我父亲相近，有一种亲
切感，一声“倪家伯”，仿佛是叩开邻居长
辈心门的一把钥匙。每次他尽量放下手中
活，或是如数家珍地向我谈工作，谈矛盾，
谈民生。或是邀我参观他的“书屋”和“活
动室”，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昨天又添了哪
几本最新书籍，今又置办了某件服务群众
的“家当”。

我有一种“扰民”感觉，所以好几次黄
昏在窗外静静观察，不去惊扰。他要么伏
案疾书，记录一天工作情况，老式台灯下，
扭动着一枝出彩出秀的笔，呈现着即将满
格满框的一页文字。要么在讲课，讲者抑
扬顿挫，听者肃静无声。“格格舞蹈队”每
晚必跳，舞前老倪有五分钟必讲，每次都
不同。我偷偷掏笔将其新观点记录下来。
有时也在微信以诗和快板形式记录着老
倪工作和生活。一旦被他发现“偷窥”，他
总责怪说，来就来，躲躲闪闪就见外了。我
倒不是怕他发现我而影响了他发挥，他从
不怯场，几百上千人的现场会他都轻松应
付，侃侃而谈。怕给他增添了无谓麻烦，比
如说倒茶，比如说斩一根芦稷，比如说他
按下了活动暂停键，盛情难却，顺带连累
了倪家妈。

我将创作的老倪工作生活小作品发
送于微信和抖音时，他一个亲戚联系了
我，对每个作品点了赞。她说，没想我二舅
这么厉害，回家定要拜访二舅。她带着一
种疑惑口气问我，你与我二舅不是同辈中
人，按说有一种代沟横亘于你们之间呀。
我说工作关系是其一，兴趣相投才是最重
要的忘年之交密码。发现老倪文字功底是

在2012年检查其民情日记，一是字迹很
端正，二是内容详细风趣，是他的文字让
我在众多枯燥民情日记中，好不容易捡到
了那种与众不同、眼前一亮的感觉。两个
词“实在”“感人”，七年记录六十余万字不
容易。老倪也参加过征文，我越发喜欢和
他交流了，他有文字基础，写的网格汇报
我只稍修改就帮他上交了。实践出真知，
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中，他有着独
特的思考。

两个一老一小忘年交不光是相互喜
欢对方文字，在他“书屋”的书架上放了有
我散文的几本沙地书籍。我散文他日记，
写的东西都有个共同点：接地气，洋味少，
不深奥。其实我俩“铁”还表现在老倪出
差，他两次受表彰出差，都向领导要求要
我陪同。出差期间，我们真像父子一样关
心着对方，探讨着共同感兴趣话题，感觉
他真是个“宝”，有做人的、有工作的，社会
经验多。

从“启东市十佳网格员”到“江苏省最
美网格员”，老倪像苍鹰一样，两次升级，
这与他的“折腾”分不开的。期望他再次升
级，在社区治理的空域飞得更高更远。

张永刚

老倪

说起来，海复的教育史和建镇史，要追溯到
状元张謇和他的垦牧史。

1901年，张謇的垦牧公司成立后，即在公司
西侧建了"海复初级小学"。主要便于佃农子弟入
学读书，其时，海复镇尚未建成。

张謇注重实业与教育，1904年至1913年，海复
镇建成后，初级小学已不能满足海复学生的需求。

1902年，张謇在垦牧公司东南，小沙洪河
西，建了垦牧高等小学，校长就是张謇儿子张孝
若。高等小学建成时，张謇亲笔题字:体农用学，
合群自治，至今高悬垦牧纪念馆内。

那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青砖古瓦，雕梁画
栋，廊深檐宽，天井里植满奇花异木。

院内，教室高大宽畅。后院精致的青砖木楼
里，是学生和教师的宿舍。近一个世纪的悠悠岁
月，四合院从垦牧高等小学到后来的通附二小，
到通师侨校，到粟裕的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九
分校，到后来的东南中学。垦牧学子从这院里学
成后，奔赴全国，走向世界。仅抗大第九分校的3
年内，五期学生，三千三百多名指战员从这里走
向了抗日的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走进四合院，你可以听到琅琅的书声，
也可听到嘹亮的军号，那是一种奇妙的组合，只
有历史的巨手，才能把它揉合得如此融洽。

张謇对教育的思考是全方位的。垦牧公司的
发展，使佃农，商家大量进入海复。张謇垦荒，把
所得土地共分八个堤，为提高垦区孩子的素质，
每堤办一所小学。为了众多女生的教育，1921
年，张謇在海复镇中心河北、胜利街西段，办了著
名的慕畴女校。校名为"海复慕畴女子初级小学
"。慕畴之名为张謇所题。

慕畴女校是一座法式的小洋楼，上下八间，校
门向北朝街开。砖木结构，红墙红瓦，彩色玻璃窗，
教室用走廊相连。四周设围墙，楼前是天井，天井西
侧是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天井里四季鲜花盛开，白
雪皑皑的冬天，两棵青松苍翠碧绿，环境十分优雅。
楼上为三，四年级和教师办公室与宿舍。楼下为一，
二年级教室。小楼后的平房，是食堂和储藏室。

慕畴女校创办的年代，北京也只有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张謇创办的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与海复

慕畴女校东西呼应，不仅在江苏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国也是独具特色的。

海复慕畴女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所
只传授技能的学校，它进行的是基础教育。为的
是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培养全方位的人才。
慕畴女校的设立，是张謇对垦牧女子寄以厚望，
希望她们通过学习，刻苦自励，像男子一样，自强
自立。张謇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度使海复的女生
在教育上走在全国的前列。

慕畴女校开设的课目为:语文，数学，历史，
地理，音乐，美术等，全是基础素质课。为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还开设劳动课，专僻一片菜地让
学生学习耕种。

女校开办的20年内，垦牧女孩从这里走向
社会或进一步深造。多年后，她们作为社会的建
设者和新一代的人妻人母，对海复的未来，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为扩大生源，慕畴女校10年后开始招收男
生。由于女校优秀的学风，该校毕业的男女学生
中出了将军，教授，专家，学者……分布海内外，
成为各条战线的佼佼者。

女校校长丁蕴辉，小脚淑女，严谨温和，将一
生献给海复的教育事业，终身未嫁。

慕畴女校建校的同年，张謇又在他创办的公
济典当北侧建了海复初级小学，专招男生。并将
垦牧公司西侧的小学迁入了镇区北市梢的国民
小学，该小学1904年发展为完小。

1921年，海复镇区已有三所初级小学，一所
高等小学。当年，这样密集的学校布局，在全国都
是罕见的。

1943年后，在日军侵略的刺刀和内战的硝
烟里，慕畴女校和镇区许多设施都消失了。但小
镇的读书声，一直飘荡在海复这块土地上。

慕畴女校李洁君老师的歌声和琴声永远回
响在白发老人的心里:

荷塘边，运河旁，
垦牧乡，书声朗。
清风徐来多欢畅，
莘莘学子读书忙……

田耀东

垦牧故里书声朗

记不清是第几次去东南中学的四合院参
观了。

起初是想一睹老完中的风采，感受同事
对东南中学母校的情感，去体验他们说的四
合院里的苦乐年华。等沙地人意识到有些东
西需要留存才能唤醒某些历史记忆的时候，
抗大九分校的旧址复原和修缮终得以展开。
于是，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季节，几次去参
观，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

这个秋日，和文联的一群艺术家一起去。
预报降温前的午后暖阳，加上微薄东风，错让
人以为春日再临。可秋日缤纷的色彩又提醒
我季节轮回的不可逆转。我们就在这样一个
日子，再访四合院。

张謇的半身雕塑依然正立在四合院外东
南角，迎着一批批前来观瞻的人群。西行，正
屋穿廊里“东风永健”的牌匾挂在内门正上
方。是郭沫若的题词，笔力确有雄健之意。被
岁月剥蚀的油漆背后，隐约有着张謇办学时
亲笔书写的教学主张“体农用学，合群自治”。
今日所见之匾额据说在动荡的岁月里有人挪
作俗用，才逃过十年动乱的洗劫。忽而想起太
多在这段日子里没逃过来的人。

阳光从四合院里西南角切入，穿透金黄
的百年银杏，疏忽间觉得，当年这样的阳光也
曾让像我这样的人驻足过。从张謇先生垦牧
学校到师范学校到粟裕将军的抗大九分校，
应该会有一个个和我一样用心的女子在意过
这个季节的这缕阳光，也会和我一样有现世
的困顿和挣扎吧。遗憾的是，以为东风永健的
东南中学，高中部被撤并，今年虽复招，却将
异地重建。原先厚重的历史感就这样被剥离
和稀释了。

一个个展厅走过，我一遍遍地梳理张謇
的人生轨迹。从海门常乐镇走出，中过状元，
办过实业，兴过教育，垦牧商贸，在江海平原
上留下太多浓墨重彩。想起曾经拜谒过张謇
先生的濠南别业，楼梯扶手上枯黄的藤叶和

二楼木地板的吱呀声依然在脑海深处。想像
他在此接待各方友朋志士的场景，那份物是
人非的恍惚是多少古诗词中常为之感叹的。也
曾走进啬园，犹记意外发现张謇墓地时的欣
喜，在那么一个好去处得一方宁静，该是他的
心愿或是老天对他的奖赐吧。我惊异于自己突
然没了对墓地的恐慌和无措，想必，一个人留
给后人的精神力量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这样一转念，不必为东南中学变迁遗憾
了，就把那个永健的“东风”当是张謇留给我
们这些后人的恩泽和熏陶吧。

于是再次想起张謇的得力助手郁寿丰，
念起久未踏足常浮心头的海星桥，想起他建
造的二十四座寿丰桥。我感慨他竟然能不为
私利不惜财力为家乡父老做这件实事。对于
缺山少石的沙地来说，以当时的经济状况和
施工水平来看，建造石桥的成本和难度不由
得让人咋舌与感佩。

我常常把那些名人或伟人当成平凡人去
揣想，于是，郁先生生此建桥伟业时的那份担
当与决心，他与家人商定与建造师设计时的
场景也在脑补中丰满。

兴许郁先生的义举也是受到张謇的东风
之惠，在他人生轨迹中这么一位同道的影响
让他愿意举私力办义事。而这又让他扬名身
后，东风又健。

可惜，“东风”时弱。当今有多少有能力有
实力的人，在像张謇一样奔走呼号，兴业垦
牧，育人为国的？有多少撑足了腰包的人愿意
像郁寿丰一样无私解囊，回乡报效，造福于民
的？见多的恰是挥霍荒淫，自我享乐，或是纵
子无度，家业散尽。

许是面对过生死，也见多了生死，我常会
想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富者贵者，我不高看；
贫者卑者，我不轻视。心之所向德之所在的

“东风”才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在四合院里，穿过百年风云，走近

张謇郁寿丰，我把尊崇的目光投射到一张张

纪念画册上。当同行的几个音乐人哼唱起当
年张謇写的垦牧校歌时，我站在角落，认真地
再看了一眼当年张謇先生和一群同僚的合
影，也从那群人里找到郁先生模糊的影像，向
他们致敬。

让我心生敬意的还有四合院出来后拜访
的那位普通却不平凡的网格员倪伯苍老伯。
七十多岁，每月一百元的补贴，三四间自家平
房里辟出的乡村阅览室、调解室，六十多万

字、二十六本厚厚的乡情记录册，这些数字背
后是老伯怎样的热情与动力？这样的东风又
会熏染多少今人与后辈？

因为难得，所以可贵。
因为差距，所以仰视。
这个秋日，阳光下，西风未起，东风还在

的时候，我看到了心之大小，境之高下。
而我，在找我的影子。

黄萍萍

““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人民··感知启东感知启东””主题创作采风之四十一主题创作采风之四十一

走进海复镇走进海复镇

深秋，海复拾掇
樊惠彬

当雪浪般大潮远去又复来，
我们走进黄海边这抹深秋。
它像景泰蓝，墨绿的原野

被夕阳镶鎏。

一垄垄青花菜，泛着光泽，
整齐排列在自动喷灌田头；
打开车窗禁不住深呼吸，
余晖里青滋味好清好稠。

生态花木园偌大的架棚，
在艳阳下分外眉清目秀。
黄杨树舒展出高贵英姿，
与微盆景组成如诗风流。

张謇先生，一尊半身雕像，
闪耀着先贤垦牧启疆宏筹。
粟裕大将曾挥师抗大九分校，
让多少人在史海中勾沉回眸。

噢，沙地人的芦稷已经甜透，
杉树簇路亮出一道高远鸿沟。
有人惊呼红月亮升起来了，
激情让灵感又一次飞舞畅游！

四合院里东风健

历史曾打这里过 邢丽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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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
姜利宾

西风起，
鹤唳入长空。

十月丹桂如凤舞，
千年古柏乞龙钟。
垦牧秋意浓。

西风劲，
凭栏怀故人。

体农用学启民智，
军政共治承国恩。
东南定乾坤。

西风烈，
狼烟早已静。

将军一骑风尘白，
学子双袖墨色青。
不忘是初心。

休闲渔家乐（外一首）

李新勇

水乡原不羡桃园，撒网畋渔院落前。
一片云波归大港，万排风浪入平川。
晴天鹤舞浅滩路，雨地鸥眠望海船。
此景分明闲适意，渔翁樵叟两相连。

范公堤望海
万众开疆古道场，长堤千里送斜阳。
水呈素色牵杨柳，风转箫声濡画廊。
细雨无因飞草絮，浅滩何处驻鸳鸯。
今人莫唱渔家傲，旧迹新添一水乡。

向往蓝天向往蓝天 陈静红摄陈静红摄

朱琴朱琴 《《初冬胜春华初冬胜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