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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州 的 桥
陈立松

金秋时节， 我用两天的时间自驾游了一遍寿州的
桥， 感慨万千。 这十年， 是寿州变化最大的十年， 而
最能代表寿州十年巨变的当数寿州的桥。 寿州的桥，
扮靓了古城， 张扬了古城个性； 寿州的桥， 让古城变
得气势恢宏， 让寿州变得如此多娇！

2021 年 7 月 1 日 ，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
际， 东津渡大桥通车， 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郦道元
《水经注》 载： “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
濑津， 津侧有谢堂北亭， 迎送所薄， 水陆舟车是焉萃
止。” 郦道元时代， 东津渡还没有桥的概念。 它只是
一个小津渡， 南来北往的船只经常在此补给、 分别。
郦道元之后， 东津渡有了浮桥。 明嘉靖 《寿州志·桥
梁》 载： “淝桥， 城东五里 。 周世宗显德三年征淮
南， 亲行视水寨， 至淝桥自取一石， 马上持之至寨以
供炮石， 从官过桥者人齐一石， 即此。” 就是说， 公
元 956 年， 周世宗柴荣率军攻打寿州时过淝桥， 自带
一块石头， 当炮石用。 柴荣的部下每人都携带一块石
头。 据司马光 《资治通鉴》 记载， 柴荣攻打寿州时，
应是三月枯水季节。 不然， 淝桥是过不来的。

冷兵器时代 ， 造一座桥 ， 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情。 在淝水上建一座桥，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到了
乾隆时代， 东津渡桥有了些许改变 。 清乾隆 《寿州
志》 “关津” 篇载： “东津渡大桥即东淝水渡也。 旧
建长桥以济人行第， 遇夏秋淮水倒漾， 桥顶长堤俱没
于水， 乃以舟济。 年来议欲加高桥顶， 更筑长堤而未
果。 是有望于后来之急公尚义者。” 可见， 当时加固
东淝桥， 政府无能为力， 只能寄希望于 “急公尚义
者” 了。 站在东津渡旁， 凤阳太守项樟 《东津早发》
一诗道出了自己的无奈： “鸡声催晓报喈喈 ， 出郭
曈 山色佳 。 欲向八公探素笈 ， 笑羁五马缺青鞍 。
共筹河濬中心渡， 便可帆通十里淮 。 民事相关抛未
得， 肯容拾级造丹崖。” 如果 “中心渡” 也就是东津
渡有了桥， “便可帆通十里淮”。 但是， 旧时的州官
即使再爱民如子、 即使再热血沸腾也建不起来东津
渡大桥。

秋高气爽， 风和日丽， 我再一次驱车穿越寿县连
接谢家集区的东津渡大桥。 那凌空飞架西东、 看淝水
滚滚入淮的感觉， 让我不禁想起东津渡的前世今生。
东津渡新大桥系 “引江济淮” 重要控制节点工程， 全
长 1900 米 ， 主跨 130 米 ， 设计标准为双向 6 车道 。
新桥比老桥高约 18 米， 2000 吨货船可以从桥下自由
通航。 仰视大桥如彩虹般飞架东西， 不由得不惊叹，
寿州变了， 寿州人的出行更便利了！

随着东津渡新大桥通车， 寿州的喜事接二连三。
瓦埠湖大桥于 2021 年 10 月又通车了！ 瓦埠湖大桥位
于瓦埠古渡口 ， 1996 版 《寿州志 》 “码头 ” 篇载 ：
“瓦埠码头， 位于瓦埠湖东岸的瓦埠镇， 是寿州通往
合肥古道驿站所在地 。 ” 《嘉庆重修一统志 》 称 ：
“瓦埠镇在寿春东南六十里， 淝水旋绕， 舟楫商贩 ，
往来不绝。” 我曾多次从瓦埠镇对岸的陶店乡去瓦埠
镇， 在瓦埠渡口过轮渡， 时常饱受等船之苦 。 前几
天， 我去对岸接一位书法家朋友， 穿越新建的瓦埠湖
大桥， 往来 1 个多小时的路程， 窗外都是一望无尽的

寿州风景。 特别是经过全长 3.04 公里的大桥， 微风习
习， 鸥鸟阵阵， 湖上彩云飘逸， 烟波浩渺， 穿行其中
真是疑入仙境。 瓦埠湖大桥因为曲线优美 ， 蜿蜒起
伏， 被寿州人称为 “安徽的港珠澳”， 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游人来此观光打卡。

古人云： “隔河不为近。” 湖水曾把瓦埠湖两岸
百姓的交流生生阻隔。 几千年来， 阻断了多少爱情，
阻隔了多少商贸流通！

由于引江济淮工程的推进， 瓦埠湖上游连接寿县
南部与省城合肥的通道———新石埠大桥也通车了 。
1996 版 《寿州志》 “桥梁” 篇载： “石埠大桥位于淝
水上游的石埠嘴， 原为乡村大道渡口， 寿县东、 西部
客货运输汽车需绕道南 （六安）、 北 （寿县） 数十公
里。 70 年代建茶庵至吴山公路， 初在石埠嘴修建简易
渡船码头， 使用航运部门 1 只旧趸船加固成汽车渡船
临时通车。 1978 年建双曲拱形大桥， 全长 120.8 米、
3 孔、 跨径 105 米、 净宽 7.5 米， 载重 （汽） 13 级。”
新石埠大桥是引江济淮工程淮南段 “新改扩” 的 8 座
桥梁之一， 过去桥面狭窄， 堵车成了家常便饭。 新桥
建成后， 一桥变通途， 桥下可通航千吨巨轮。 我们计
算一下， 1978 年建的石埠嘴桥， 距离现在多少年？ 近
半个世纪呀！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石埠新大桥 ， 全长
1127 米， 双向四车道， 一级公路标准。 石埠大桥， 见
证了寿县这十年的腾飞和巨变。

欣逢盛世， 捷报频传。 正当寿州人沉浸在观桥、
赏桥、 游桥， 享受东津渡、 瓦埠湖、 石埠新大桥带来
的交通便利时， 靖淮桥又通车了。

如果有一座桥能见证一座城的沧桑和辉煌 ， 那
么， 靖淮桥就是如此。

嘉靖 《寿州志》 “桥梁” 篇载： “淮南第一桥，
北门外， 旧名通济桥， 跨淝水长二里许。 旧桥卑隘颓
圮， 知州刘天民始大之。 王蓥、 刘永准易中洞为石。
嘉靖乙酉栗永禄重修， 复开二洞。” 也就是说， 当时
的北门桥， 系淮南第一桥， 历经三任州官建设， 才达
到 “跨淝水二里许” “复开二洞” 的规模。 光绪 《寿州
志》 “营建志” 载： “北门桥， 在州城北门外， 明正统
年间建。 嘉靖乙酉， 知州刘永准更建石桥 。 万历戊
戌， 兵备詹公捐奉倡修， 己酉知州栗永禄重修……光
绪七年 ， 凤颍道任兰生拨款重修 。 ” 从嘉靖乙酉
（1436 年） 到光绪七年 （1882 年） 400 多年， 靖淮桥还
是那么小巧玲珑。 1996 版 《寿州志》 “桥梁” 篇载：
“1949 年后， 因开挖淝水新河， 形成新老二桥……二
桥均系条石拱桥。 老桥全长 60 米、 3 孔、 跨径 28.9
米、 净宽 9.3 米。 新桥全长 74 米、 7 孔、 净宽 5 米桥
高 7 米， 1952 年建。” 1983 年、 1985 年， 靖淮桥曾先
后重修。

如今的靖淮桥也是 “引江济淮” 的配套工程， 全
长 1742 米， 主桥塔柱采用钻石型塔， 结构形式为双
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钢混组合梁斜拉桥 ， 双向 4 车
道。 随着老靖淮桥的拆除， 寿州北上的通道被彻底打
开， 寿州人的出行变得更畅通、 更快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今， 寿州
的桥大了、 宽了、 多了。 寿州人的心气也高了。 翻阅
县志， 过去载入史书的板桥、 九流桥、 和尚桥等等，
太小， 太微不足道， 这些桥已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线
里。 寿州人已不再停留在 “小桥流水人家” 的小资情
调里， 他们正在齐心协力以满腔的热情， 奔赴在共同
富裕的圆梦之桥上。

走近春申君黄歇
时本放

泱泱华夏， 巍巍神州， 在其博大
精深的历史文化宝库里， 代代楚人薪
火相传， 为淮河两岸、 大江南北留下
了许许多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
种遗产， 不仅有物质的， 也有精神的。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 可
谓是一位忠信自强的志士仁人。

黄歇为楚相期间， 尽忠国家， 施
仁政、 聚人才、 重农商、 强兵革， 功
绩卓著 ， 显赫于世 。 公元前 257 年 ，
秦国继 “长平之役” 大胜后又围困了
赵国都城邯郸， 楚国派春申君带兵救
援。 公元前 254 年， 黄歇亲率楚军向
北征伐 ， 并将鲁国纳入了楚国版图 。
考烈王二十二年， 春申君率六国军队
合纵抗秦。

就是这样一位国家重臣， 卓有远
见的治国能手， 最后却成了悲剧人物。
史上传说春申君也过不了美人关、 权
欲关。 众所周知， 影响春申君一生形
象的是其晚年的 “移花接木 ” 之说 。
关于这一点， 淮南市作家协会金妤主
席历时多年， 查阅古今资料， 从辩证
的唯物史观出发， 广 “证” 博引， 翔
实地考证了关于春申君移花接木一说，
推定是历史的谬传。 她认为， 司马迁
讲述的所谓春申君 “移花接木” 的故
事发生的时间与所涉人物的相关时间
不合逻辑 ； 其次 ， 空间上不合常理 ，
考烈王二十二年， 春申君正在外率六
国军队合纵抗秦， 常年不在王都； 最
为关键的是， 移花接木之说最大的失
真是说考烈王无子 。 考烈王真的是
“卒无子” 吗？ 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司马迁在 《史记·楚世家》 中， 却说明
了考烈王几个儿子的情况， 直接否定
了自己在 《春申君列传 》 中讲述的
“楚考烈王无子” 的故事， 也间接否定
了春申君 “移花接木” 之说。 清代著
名学者黄式三在 《史记考证》 中推断
这个故事时认为： “此必后负刍谋弑
哀王犹之诬言也”。 而后人司马迁、 刘
向就把这个无法考证的故事写进了史
书， 流传至今。 笔者认为， 春申君始
终跟随并维护以考烈王为核心的楚国
统治集团， 他重权在握， 如怀篡逆之
心， 用不着使用那些龌龊伎俩。 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 在合纵抗秦战争失败
后，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 春申君
以此益疏” 《史记·春申君列传》。 在

此情况下， 春申君有些失望， 他不慕
权势， 不甘于乐享太平， 明智地上书
献出西部十二县封地 ， 乞得江东封
地， 然后远离王都， 去开疆拓土， 发
展江东经济 ， 做强国富民的大业去
了， 这在当时真是一大壮举， 这样志
存高远的人怎会做那些不齿于人的事
呢！ 当然， 这些只是推断。 从历史的
各个迹象看， 考烈王接纳了李园妹李
环， 也可能是春申君在李园的唆使下
向考烈王推介过， 甚至亲自献给考烈
王的 ， 但如说是春申君先纳了李环 ，
“知有身 ”， 然后献给了楚王 ， 对此 ，
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春申君的人品素
质决定了他不会做那贻笑大方的蠢
事 ， 真正的阴谋家 、 野心家是李园 ，
李园专事察言观色 ， 投机取巧那一
套， 不惜以其妹为代价， 成为他篡权
的工具。

纵观黄歇一生， 却有他致命的缺
点， 就是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建议。
《战国策·卷一七楚四·天下合从 》 记
载 ： 春申君率六国军队合纵以抗秦 ，
他以临武君即赵将庞煖为将， 魏加指
出庞煖曾被秦军打败过， 不可为拒秦
之将 。 春申君却听不进魏加的建议 ，
致使合纵联军很快吃了大败仗。 在他
担任宰相的第二十五年 ， 即公元前
238 年 ， 楚考烈王病重行将死去 。 当
时， 黄歇有个门客朱英， 向他建议说
李园用心叵测叫他提防， 待君王死了
以后马上杀死李园， 而他却当成耳旁
风， 毫无戒备。 考烈王死后， 李园抢
先进入王宫， 在棘门即宫门内埋伏刺
客。 黄歇闻报丧后， 前脚刚跨入宫门，
李园豢养的刺客从两侧突然窜出， 蜂
拥而上， 不由分说割下黄歇的头， 并
将黄歇的家人老老少少全部杀死。

早在汉朝之初， 史学家司马迁为
让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就曾在 《史记·
春申君列传 》 篇末中给世人以忠告 。
往事越千年， 让我们回顾历史、 默默
思量，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那些忠
信勤勉， 自强不息， 奋斗一生最后被
小人暗算而不能善终的事不胜枚举 。
李园可以有一百多种理由杀害春申君，
而春申君却不愿或不能先杀死李园 ，
何也？ 君子小人之别也。

人间正道是沧桑， 那些为国家和
民族事业而奋斗的人， 他们恪守道义，
人们会永远记在心中。 而如李园、 秦
桧之流奸邪小人只会遗臭万年， 永远
被人唾弃。 今天， 坐落在寿县南门外
春申广场上的春申君雕像， 仿佛他还
在风尘仆仆地忙于公务， 人们经过时
无不向他投去感佩的目光。

从吕本中的官箴说起
程晋仓

吕本中 (1084-1145)，字居仁，世称
东莱先生，祖籍莱州，寿州(今安徽淮南
市凤台县)人。 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
孙，宋代诗人、词人、道学家。

他幼时聪颖， 颇得曾祖父吕公著
的钟爱， 历任济阴县主簿、 枢密院编
修官、 职方员外郎、 起居舍人、 中书
舍人兼侍读、 权直学士院等职， 后来
因为反对朝廷和议， 得罪秦桧而被罢
官。 绍兴十五年 （1145 年） 7 月， 在
贫病交加中， 吕本中死于上饶城郊一
座荒寒寂寞的古寺里。

吕氏一族在宋代是代出朝官， 曾
三代为相， 先后做过尚书、 侍郎等侍
从官的有七人。 吕本中把他们以及自
己为官从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归纳、 梳
理和总结， 写成有三十三则的 “居官
格 言 ” ———《官 箴 》 。 首 条 就 指 出 ：
“当官之法， 唯有三事， 曰清、 曰慎、
曰勤。”

吕本中认为， 居官从政要遵循三
点最基本准则， 即清廉、 谨慎、 勤勉。
唯做到之， 才能保禄位， 远耻辱， 得
上级信任和下级支持。 但常有做官之
人见利忘义， 面对钱财， 不能自我克
制和约束， 常常自以为所做坏事神不
知鬼不觉， 不会暴露。 这种侥幸念头
的存在， 往往会使胆子愈来愈大， 心
无所畏、 言无所戒、 行无所止， 什么
坏事都敢去做。 事情败露之后， 大多
又会弄得不可收拾， 即便靠耍弄权术
或小聪明千方百计补漏救拙， 侥幸蒙
混过关、 躲过处罚， 然其在道德、 品
行、 声誉上已经损失很多， 所以不如
当初就不去做 。 为此 ， 吕本中告诫 ：
处理事务， 起初就要自励自警， 从心
理上防患于未然， 千万不能心存侥幸。
继而又提出两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见解
和主张：

第 一 ， 处 官 事 如 家 事 。 他 说 ：
“事君如事亲， 事官长如事兄， 与同僚
如家人， 待群吏如奴仆， 爱百姓如妻
子， 处官事如家事， 然后为能尽吾之
心。 故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 事兄
悌， 故顺可移于长； 居家理， 故治可
移于官。 岂有二理哉？” 意在告诫当官
的人要转换角色： 侍奉君王如服侍父
母， 侍奉长官如听命于兄长； 对待同
事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和善， 对待下级

要像对待奴仆一般友好； 对待平民百
姓要像对待妻子一般关爱； 处理官场
事务要像料理家事一样尽心。 认为家
事和政事属同一道理， 侍奉父母孝顺，
就能对君王尽忠； 对待兄长恭敬， 就
能对长官服从； 治理家庭有方， 就能
胜任官职。

第二 ， 常思有以及人 。 意思是 ，
当官处事要推己及人， 时时处处想着
怎么做才能给老百姓带去好处。 他举
例： “科率之行， 既不能免， 便就其
间求其所以使民省力， 不使重为民害，
其益多矣。 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 退
一步者常进百步； 取之廉者得之常过
其初； 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 不可
不思也。 惟不能少自忍必败， 此实未
知利害之分 、 贤愚之别也 。” 北宋末
季， 南宋之初， 战争频繁， 财政捉襟
见肘， 额外增加较多的赋税名目， 有
地方官员为取悦上司， 层层加码， 导
致底层百姓生活愈加艰难困苦。 对此，
吕本中说， 像征收税赋这类事项， 既
然必须照章办事， 不能避免， 在具体
执行时， 就要尽力减轻百姓负担， 不
让其成为百姓的灾难。 又进一步指出
这样做所得益处很多： 不与百姓争利
往往会获得更多利益， 政策上退一步
事业上往往会进百步， 向百姓少征收
赋税， 所得往往会超过原先预计， 当
下严格约束所为， 日后定会得到更好
回报 。 不要只注重眼前利益和所得 ，
而应着眼于长远和未来。 此种见解颇
具辩证法思想。

《官箴》 之中一以贯之的， 就是作
者开宗明义指出的 “清、 慎、 勤” 思
想， 也称之为官三法。 《官箴》 中所
有条目都在阐释 “清、 慎、 勤” 三项
原则的具体内容。 其中， “清” 主要
指廉洁概念， 除了财物方面， 也包含
各种形式利益的获得； “慎” 主要有
三种意旨 ： 慎思 、 慎 始 和 远 嫌 疑 ；
“勤” 即是尽心尽力做事。 “清、 慎、
勤” 相互关联， 而 “清” 又是为官从
政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德行原则。

在宦海生涯中， 吕本中也始终秉
持这一理念， 知行合一， 敢于直谏得
到朝廷重视， 但终因在抗金问题上与
主和的秦桧针锋相对而被罢官， 不失
一代名臣风范。

昔日的“三仓库” 如今已更新改造为新淮农贸
市场 郑 进 摄

瓦埠湖大桥 赵广军 摄

记 忆 中 的 老 街 淮 滨 路
郑 进

上世纪 50、 60 年代， 田家庵有两条最繁华的老
街， 一条是淮河路， 另一条是淮滨路。 淮河路当时是
淮南市的政治、 金融和商贸中心， 而与之齐名的淮滨
路， 则是淮南市的教育、 文化和服务中心。 如今， 让
我们带着回溯昔日的情怀， 沿着老街向西， 去追寻淮
河之滨， 淮滨路的时光记忆。

老街淮滨路长 1.3 公里。 东首是淮南市粮食局第
三仓库， 始建于 1954 年， 1992 年变更为田家庵国家
粮食储备库， 人们仍习惯称之 “三仓库”。 印象中两
排青砖黛瓦的仓库， 南跨电厂路， 路边设有南、 北大
门。 那时 “三仓库” 负担全市居民口粮和军粮供应，
每日能见到装运小麦、 稻谷之类的车辆川流不息 （现
为新淮农贸市场）。

紧邻 “三仓库” 是 1952 年兴建的淮南市人民体
育场。 昔日的市体育场坐南朝北， 砖石相砌的四个大
门柱， 水泥浇筑的横梁， 上有 “淮南市人民体育场”
八个大字。 体育场四周全是一人多高的密匝匝的围墙
刺树， 隔断了路人通行。 我记得大门左侧有一排平瓦
房， 那是淮南市业余体校。 体校南面有一露天看台篮
球场。 每当篮球联赛， 这里灯光辉煌、 人潮涌动， 还
有各种小吃摊点， 非常热闹。 体育场东边是一个两层
楼的主席台， 当时市体委在二楼办公。 主席台南面建
有 400 米的煤灰渣跑道。 体育场内建有足球、 乒乓球
和一些健身活动区域。 那时， 体育场是全市重要集会
和体育比赛场地。 周末的时候 ， 体育场里摔跤 、 田
径， 还有学生们练习飞机航模， 到处是人们健身运动
的身影。

体育场向西过小巷， 为 1951 年创办的淮南师范
学校。 那时淮师大门面朝西。 孩提时的我和小伙伴常
去那里玩耍。 记忆中进大门有一个硕大的花园。 一行
行笔直的白杨树， 一排排翠绿如碧、 修剪和我差不多
高的冬青， 花园里繁花绿树， 曲径通幽， 令我流连忘
返。 花园北面有十几间平房教室， 东边有阅览室、 礼
堂和练习钢琴的小屋， 南面平房是教职员工宿舍。 后
来我才知道， 这些建筑大都是仿前苏联建筑风格， 可
惜早已荡然无存了 （现为淮南七中）。

淮师北面为淮师第一附小 （现为十五小） 和市第
一幼儿园 （现为田一幼）。 向西过淮舜路是淮滨商场。

这里是上世纪 50、 60 年代淮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
淮滨商场建有 “U” 型走廊式两层营业大楼。 那时常
在街头听人们对话， “到哪里去？” “到淮滨去买东
西。” 商场货架柜台摆满五金百货、 日用电器、 鞋帽
服装， 特别是临街橱窗里经常更换一些时尚花俏的商
品， 引来行人的驻足观望。 印象最深的是东大楼楼上
经营绸缎布匹柜台， 常见中年妇女掏出用手帕包了几
层的钱币， 付款后拿着苏杭真丝绸缎被面， 那心情舒
畅的样子， 至今还印在脑海里。

淮滨商场南面是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 四层钟楼
营业大厦， 是老街地标性建筑。 “亨得利” 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在市妇幼保健院和市人民一院旧址上兴
建的。 往西是淮南市京剧团旧址和田区二幼， 再往西
是淮南三中。

淮南三中创办于 1954 年， 最初是淮南初级中学，
1958 年设立高中部， 更名为淮南三中。 上世纪 60 年
代中期， 我在三中读高中时 ， 每届还只有两个高中

班。 那时三中大门朝北 ， 进大门是一条长长的水泥
路， 路东为教职员工宿舍， 路西栅栏内， 建有一些测
量温度、 湿度、 风速、 雨量之类的小型气象仪器。 路
南是三层的教学大楼。 我记得教学楼上有 “教育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为生产劳动相结合” 当时教育
方针的横幅。 教学楼和教研楼之间有一条过道走廊，
紫藤环绕下， 老师们上下课的身影还记忆犹新。 我还
记得礼堂边有一口盛满茶水的大缸， 下课的时候我们
拿着缸盖上放置的小竹筒， “咕嘟咕嘟” 大口喝着茶
水， 快乐并满足。

淮南三中向西为田二小和 1952 年投用的市第一
人民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对面的淮南旅社、 淮滨戏院
和淮南市图书馆。 淮南旅社 1957 年开业， 主楼为五
层， 楼东、 南两条路边建有欧式铁艺围栏， 主楼上装
饰有霓虹灯。 每当夜幕降临时， “淮南旅社” 字样五
颜六色的霓虹灯， 交相辉映 ， 把老街装扮得格外美
丽。 淮南旅社后经多次装修， 共营业 45 年。 2002 年
拆除销号 （现为东城市场）。

淮滨戏院 （后为淮滨影剧院）， 兴建于 1958 年。
两层设有近千个座位， 特别是楼上两侧伸向舞台的座
位， 能近距离观看人物， 是个最佳的位置。 那时不论
是看戏、 看电影， 服务员拿着手电筒热情帮你找座
位， 省心又放心。 淮滨戏院先后有梅兰芳、 常香玉、
侯宝林、 杨春霞等艺术家们前来演出， 为老街昔日的
辉煌，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淮南图书馆 1958 年建成， 当时从田家庵老北头
的东升街搬迁来。 那时我常去借书看报纸杂志 。 记
得阅览室有一个管理员 ， 记不清是不是姓黄 ， 和蔼
可亲。 我常见他将一些旧报纸按类别、 期号整理好，
再用装订线订好， 贴上牛皮纸封面 ， 十分认真 。 他
还告诉我， 馆内藏有线装的 《四库全书 》 《古今图
书集成》 和 《二十四史》， 让我十分惊奇， 随后他又
说， 封存不动， 又让我为之失望 （现为市少儿图书
馆）。

沿着老街从东向西， 走到人民北路口， 协和嘉苑
高层商业住宅楼群映入眼帘， 这是淮滨路老街城区改
造的又一亮点。 这些年淮滨路两旁先后新建了通达小
区、 教师新村、 协和嘉苑， 梧桐里高层住宅楼也将封
顶。 路边的两个幼儿园， 四所中小学， 软硬件设施不
断提高。 市一院近年来新建了 21 层病房大楼， 八层
（负一层） 门急诊医技楼。 昔日的 “三仓库” 更新改
造为 “新淮农贸市场”， 还有东城市场 、 金湾名街 ，
每天这三个地方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老街淮滨路正
以崭新的面貌， 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明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