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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高光明先生是铜陵市一位有影响令
人尊敬的书画家。

我与高光明先生相识皆因为书画之
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铜陵有
色报当编辑，编辑第四版文学副刊。一
日，一位高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到报社找
我，递给我一扎他创作的书画作品。第
二天，我便以半个版的篇幅发出来了，没
想到，在读者中反响强烈。

于是，我和他相识了。知道他就是
高光明，原是基层的一位领导干部，业余
时间喜爱写写字，画画国画，并经常在报
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书画作品。

其实，高光明在少年时代就爱上了
书画创作，由于家穷，没有钱买笔墨纸
张，就利用故乡的大地作纸，用树枝作
笔，在上面写写画画。上世纪六十年代
参加工作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别人都
去玩去了，而他却关起门来，苦练素描基
本功。

由于高光明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磨
炼，他的书画技艺日臻成熟，创作的书画
作品不仅常常见诸报刊，还频频获奖。
早在1974年，他创作的版画《理论辅导
员》就入选安徽省美术作品展；1979年
他创作的版画《在转移途中》获安徽省首
届科普美术摄影二等奖；1991年，他创
作的版画和书法作品均获安徽省首届大
型企业艺术节三等奖；同时，他的肖像篆
刻成果也收获斐然。他的肖像篆刻与版
画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又承接了艺术大

师齐白石“密不透风，疏而不漏”的绘画
原则，从而在肖像篆刻领域开创了一片
新天地。1996年，其肖像篆刻作品获深
圳首届“韵意杯”成年组荣誉奖；1998
年，其肖像篆刻作品获中国“金陵杯”书
画大赛银奖，并被永久收藏，结集出版；
同年十月，其肖像篆刻作品荣获中央电
视台举办的“全国中老年书画大赛”三等
奖；1999年12月，其作品荣获由文化部
人才中心和中国文联组联部举办的“中
华世纪之光”中国书画大赛金奖；肖像篆
刻《诗仙》荣获安徽省首届“太白杯”书画
大奖赛二等奖；2000年7月，其创作的
艺术大师肖像篆刻获中国文联和人民画
报社举办的世界华人艺术奖铜奖；2001
年，党的三代领导人肖像篆刻入展中国
职工书画展，并入选书画集；2003年，其
毛主席肖像篆刻获优秀奖，并被韶山市
人民政府收藏；2009年，其创作的肖像
篆刻荣获安徽省“第二届老年书画艺术
展”银奖……

从高光明先生屡屡获奖，我们就可
以窥见高光明书画艺术一斑。他的肖像
篆刻与版画相互承接，在笔墨氤氲与点
线的动荡之中，以人物为题旨入画，以率
真洒脱的笔墨，真挚的情感，表现人物崇
高圣洁的光辉。其篆刻力透纸背，由深到
浅，层层叠印，将刀刻的韵味配以色彩，使
整个画面飘逸着传统文化的风韵和人文
的情怀，诠释着风骨刚健、气韵交响的艺
术风格。真可谓色彩斑斓、气象万千。

作为新时代的艺术家，高光明最大
的特点就是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静
下心来，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搞创作，以
昂扬气势彰显时代品格，以精微手笔造
就时代经典。高光明的画作融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美学精神、绘画理念为一体。
不低俗媚俗，不猎名嗜利，不追逐浮靡，
不迎合鄙陋，不浮躁、粗糙、滥造、臆造。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艺术家，能做到
这些，其实并不容易。这要求艺术家一
方面在继承传统中冲破根深蒂固的观念
意识升华自我，另一方面又要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既要推陈出
新又不能无章无法离经叛道。这其中尺
度的把握体现着每一位艺术家对中国文
化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情满河山气自华。高光明刻刀下的
人物形神兼备、鲜活生动、栩栩如生。他
的仕女图，笔法细腻，洋溢着生活气息，
充盈着强烈的艺术张力和质感，表达了
对社会对人生观察的细微和独到；更重
要的是每一副画作都揉进自己的情感。
没有情感的作品是呆板的，僵化的，是没
有生命力的；富有情感的画面才生动感
人，充满生活的意趣，才能达到与这个火
热的时代水乳交融的目的。实际上，只
有当作品与观者心灵能发生碰撞并产生
共鸣，艺术作品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艺
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人们在高光明画作前流连，感叹高
光明对书画技艺锲而不舍的追求的同

时，感叹其情感的丰沛。我总认为，作为
一位艺术家，时时刻刻胸中都应珍藏着
一束熊熊燃烧的情感之火，一旦情感之
火熄灭了，艺术生命便停止了。

在文化愈加自信、视野愈加开阔的
新时代，如何从传统中汲取精华，滋养心
灵，坚定信念，自强精神，让民族艺术焕
发时代光彩，成为时代赋予艺术家的历
史使命？这是摆在每个艺术家面前的一
道命题。高光明的回答是：艺术是陶冶
情操、讲究修养和文化积淀的，倡导发扬
优秀的传统而不囿于传统，这对于为官
为人的一生原本就不可或缺。这是一位
老人对艺术追求后的心得体会，是对艺
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这也使我们看见
他的清澈透明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
高光明的作品以立意新颖而取胜，以简
洁、明快、洒脱、唯美而独树一帜也就不
足为怪了。

长期以来，高光明不仅自己在艺术
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他的业余生活丰富
多彩。作为铜陵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会
长，十余年来，他不仅要搞好自己的创
作，还要带领一大批老艺术家在艺术的
殿堂里驰骋。活动要组织，创作要坚持，
学会工作年年进步，书画创作红红火火，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低调务实不张
扬，理想信念胸中装。2017年，值铜陵
市老年书画联谊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
他主编出版了三十周年书画集，影响深
远，其厚重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
香”。高光明先生在古稀之年出版他
的书画集，不仅是对自己一段艺术人
生的总结，亦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
扬。

情满河山气自华
□周宗雄

乘着时间的航船，滑向了季节
的深处。不知不觉中，已接近一年
的尾声了。冬天，冬天，我在心里
无数次地念叨着冬天。虽然它没
有春天的萌动、夏天的苍郁和秋天
的金黄，但冬天自有一番美丽。

冬天之美，美在一片寂静。不
信，你瞧！当夜幕即将降临的时
刻，大街小巷好像寂静了许多。可
不是，细细分辨，路上行人少了许
多。即使有依稀可辨的夜行侠，他
们也是紧缩着脖颈，身体前倾向前
禹禹而行。如果你想用耳朵仔细
捕捉一点声音吧！也许会令你失
望了。行人默不出声，连路边的树
上也早已没有鸟儿的踪影，更别提
声音了。偶尔能听到一声半声的
犬吠，也许是“鸟鸣山更幽”的缘故
吧！犬吠虽来自远处，但还能清晰
地听到它的“汪汪”声。

冬天之美，美在一片洁白。早
晨，冒着凛冽的寒风出门，便能随
处见到洁白的世界。路边的小草
上结了一层白霜，人家房屋的窗户
上蒙了一层白霜，就连早出行走的
人们的眉毛和头发上也披了一层
白霜。整个世界都是洁白一片。
如果赶上天降瑞雪，到处都是粉妆
玉砌，晶莹一片。空中是飘飘洒洒
的六角雪花，地上上是一层层雪被
子。踩在上面，咯吱咯吱的，就像
来到了童话世界。整个世界都是
洁白的，此时，仿佛人的心也成了
洁白的。

冬天之美，美在一份从容。
凛冽的寒风，就像是冬天的号
角。人们在号角的引导下，没有
春耕、夏播、秋收那般的忙碌，老
人们有的围坐在一张方桌旁，四
人一组，打打牌，暖阳泼泼洒洒地
照射下来，映红了他们的脸，就像
是酒过三巡似的。也有的坐在凳
子上，倚在墙角，天南海角地闲
谈，从国家大事，到谁家孩子孝
顺，你一句，我一句，时间就在这
份从容中静静地流过。壮年人更
喜欢在晚上烧上几个菜，要好的
几个朋友，难得聚在一起，觥筹交
错，好不欢心。没有了平日忙碌
的烦扰，也没有为平素琐事的百
般思考，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此
时，时间好像是一湖静静的流水，
停滞不前。

冬天之美，美在一份蓄势。虽
是数九隆冬，但是苦读的莘莘学子
还是义无反顾地行走在求学的道
路上。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清晰
地投射出明亮的灯光。灯光下，孩
子们都在认认真真地学习，有的在
挥动着笔杆，奋笔书写老师布置的
作业；有的在看着浸透着文学大师
们思想的经典书籍，在旁边陪读的
是他们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愿望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里发
酵。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冬天便
是发力的黄金时光。蓄势待发，奠
基人生。

大美冬天，冬天最美。在静美
的岁月中，享受人生，懂得奋斗，在
寂寥的冬天里，涂抹最亮丽的人生
底色。

大美冬天
□裴红标

秋境秋境 汤汤 青青 摄摄

五代时期的王仁俗所编纂的《开元
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中记载了这样一
个故事：李少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
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赠汝一支
笔，文章垂千古。

笔有四德，“尖”、“齐”、“圆”、“健”；
墨分五常，“浓”、“淡”、“干”、“焦”、

“枯”。笔墨纸砚，笔为首，最早发明为人
们使用，唐代文学家韩愈在《毛颖传》中，
用幽默诙谐的口吻记叙了毛笔“传奇一
生”。相传，秦朝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
以兔毫为笔头，以竹竿为笔管，于是，紫
豪便与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用到了它，表
达了朋友相聚、饮酒高歌的惬意放达；颜
真卿的《祭侄文稿》用到了它，抒发了弟
侄阵亡、灵前祭奠的悲愤欲绝；苏东坡的
《寒食贴》用到了它，留下了贬居乡野、人
生之叹的惆怅孤独。

在博物馆的书法厅里我驻足长望，

在这一片墨海中流连忘返，笔下如此神
功，让一个个汉字生活了起来；起伏跌宕
中藏龙卧虎，光彩照人如霁虹临瀑，气势
奔放犹万马逐腾。传神文笔足千秋，功
在紫毫笔，胜似巧文思。

笔，书写的执行官，力透纸背；
笔，思想的落实者，字里行间。
智慧在笔间闪烁，墨香从字迹流淌。
笔，是有生命的。
有黛玉葬花，冷月花魂；也有笔冢临

丘，墨池洗砚。
唐代草书圣手怀素勤练狂草，弃笔

无数，秃笔尽埋于绿天庵右角“笔冢”塔，
庵正北七十余步有墨池，乃怀素洗砚处。

天若有情天亦老，笔，文字的传播

者，在历史长河中延绵不绝，时光岁月里
历久弥新。公元前2000年，中国人用老
鼠毛制作的毛笔写字；而今，笔的种类繁
多，钢笔、铅笔、中性笔。而唯一不变的，
是执笔者对汉字的热爱和传统的执著。

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
所以才有唐代诗仙李白的“吐言贵

珠玉，落笔回风霜”，一展大唐开元盛世
的气度；有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一字不
可易，易则损文笔”，力求史料记载真实
的倔强；更有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
政治家拿破仑的“记者的笔可抵三千毛
瑟枪”，张显宣传鼓动力量的锐不可当。

童年时初握笔的那一刻，笔痕字印
便入我心，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
笔痕，少小童心上的浓抹一笔，一跃而
今，这就是对事物偏爱而形成的习惯。

梦笔生花处，锦绣文章成。一曲高歌，
千古悠悠；一纸墨宝，万载留香，皆笔之功。

练字翻书勤研墨，笔下入神破万卷！

梦笔生花
□许 军

“弹”这个字本身就是有声音的。
一念及，就有秋风过弦的出尘意味，所谓
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
玄。那长袍宽袖的一挥间，手看不到，弦
已发音。弦起起伏伏，手翩翩跃波。“弹”
字有魏晋的风雅意蕴。

从兵器上看也是如此，战神吕布是
方天画戟，关羽是青龙偃月，张飞是丈八
蛇矛，许褚是战斧，李逵那厮就随便两把
斧头，这些货，怎么抵得上诸葛亮的城头
焚香一曲？那一弹的风情，听呆了司马
懿，也听呆了历史。

从武功上看也是如此。洪七公那降
龙十八掌，拼的是勇力，至于那套打狗棒
法，真真是让蓉儿减色不少；欧阳锋纵然
本领通天，趴在地上学蛤蟆，腮帮子鼓起
来，然后吐出神功，这个实在是伤不起；
南帝的一阳指，就有点“弹”的意思了，可
毕竟不如黄药师的“弹指神功”。“弹”那
是四两拨千斤，手指屈伸间，江湖风波
歇，玉箫起，青衫没，那种丰神俊朗，尖叫
了多少少女的眼睛？

该说弹酒了。酿酒的叫法很多，我
们那里有一种就叫“弹酒”。酒怎么弹？
小资的人群兴奋了，莫不是有什么仪式，
让乐队来催酒，就像让奶牛听音乐催奶
一样？想多了。这是旧式酿酒，用的是
糯米饭拌红曲，待到冷了，放入酒坛子

里，放入一些凉白开，大致封一下口，就
先不管了，让它们相互折磨去。几日后
糯米饭和红曲发酵后，就变轻了，浮到了
水面上。这怎么成？那会上霉起斑的，
得让它们沉下去，安安静静地酝酿——
酝酿可不都得潜沉下去吗？轻浮躁动怎
么成？所以王勃酝酿时，得盖一床被子
——乡人就发明了一种酒弹子，杉木板
做的，“丁”字形，持柄用力，将它们镇压
下去，如此要三番五次才行。往下压的
时候，酒坛子里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有
如琴声，是为弹酒。

这个很不魏晋风度嘛，这不是糟蹋
“弹”字吗？且慢。故老相传，晚清民国
间，村里还有不用酒弹子的方法，那就是
隔坛弹酒，据说清茂公就是其中高手之
一。谁家酿酒了，隔几日后，就会去请他
来。清茂公高瘦清矍，一部长须仙风道
骨，只见他悠然而来，来到黝青色的酒坛
子前，闭目，侧耳倾听，或微微蹙眉，或微
笑颔首，伸出长长的手指，绕坛腹一周，
迅速弹去。却听见叮叮当当，如鸣佩环，
如击瓦缶，或清越，或低沉，或清澈，或苍

远。虽然年年如此，但依然观者甚众，清
茂公弹毕，主人递上热毛巾，清茂公擦手
后，悠然而去。清茂公是前清举子，在村
里有很多传说。

据说，弹酒倒不需要黄药师那样的
内力，需要的是宁静得听得见蜻蜓振翅
的心，只有这样，才能隔物视物，才能恰
到好处地弹出波澜，让它们心甘情愿地
沉下去。清茂公没找到传人，也没人愿
意学这个，他去世后，村里弹酒的技艺就
失传了，大家就发明了酒弹子，但由于老
是开封，酒味就淡了很多。这些我是听
红霞说的，红霞是清茂公的曾孙女，我和
她同学。那一年我们刚毕业，在我家的
后屋，我们聊起弹酒。我们打开酒坛子，
她喝了一小杯，脸红得真像红霞。她跟
我说起村里的少年，让我谈一下谁最优
秀，我就一一道来。我说七一子勇猛如
吕布，她摇头；我说六四子精明如范蠡，
她摇头；我说六九子书读得好，聪明如陈
景润，她还是摇头。我就呆呆地看着她，
她忽然屈指为环，倏地弹了我一下脑门，
说你这个傻瓜！我曾祖父若是在，定要
传你的！

这声娇嗔，我是隔着二十多年的时
间看懂的。想来不觉微笑，不关爱情，
却有岁月的酒香，还有种风神泠泠的况
味。

弹酒
□董改正

在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名城奋斗
精神的当下，笔者不禁回想起今年四
月赴山东枣庄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
馆”的一幕幕血与火的抗战保国史实
介绍，重温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地与
外敌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

1938年春季，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台儿庄战役。
日军板垣师团汇集精锐部队，从四个
方向向台儿庄中国守军猛攻，一时间
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而中国守军在
李宗仁的指挥下，与武器、装备先进
的日寇勇猛拼杀。参战者中，除国民
党军队外，还有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下令山东根据地调集的数千兵力，也
紧急赶赴台儿庄配合国军作战。八
路军组成一个个突击队、敢死队，用
国共合作御敌的方式，与日方展开正
面交锋寸土不让！

80年前的这场血战，激烈、残酷
程度无与伦比。从展馆内的一件件实
物及图片介绍中就可以看到，敌人连
日的轮番轰炸、成梯队进攻，使这座
小城“无半掌之壁不饮弹，无方寸之
土不沃血”。如整体转移到国家博物
馆展出的一块80平方厘米的青砖
墙，上面密密麻麻的弹孔，犹如蜂窝
一般，数一数足足94个弹孔痕，观之
令人触目惊心。镇守滕县的第122
师师长王铭章，向全体官兵下达了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命令。战斗
中，他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300多
名重伤士兵全部饮弹殉城，无一人当
俘虏。又如日军攻进城内打巷战，也
是激烈异常：敌我双方逐街逐巷、逐
房逐屋争夺。守城的第三十一师原

有4个团8千多人，最终死伤近3千
人。打到中国军队仅剩东南一隅时，
师长池峰城抱定与台儿庄共存亡的
决心，向全师官兵下令：“台儿庄就是
我们全师官兵的坟墓！就是剩下一
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任何人不得
撤退，违令者严惩不贷！”并下令炸毁
浮桥，破釜沉舟，誓与日军背水一
战。同时有八路军参加的敢死队，乘
夜突入城内，以大刀、手榴弹与侵略
者殊死拼杀、不畏牺牲……

4月7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吹
响反攻的号角，所剩将士一鼓作气拼
命搏杀，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仓皇北
逃，共毙伤日军一万余人，并缴获大
量的武器弹药和战利品。而以弱势
装备出战的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
代价，共有3万多名将士为国捐躯，用
巨大牺牲捍卫了国家和民族尊严。

台儿庄战役取得的胜利，在国内
外产生了极大反响，给世界各国人民
的反侵略斗争以巨大鼓舞。正如毛泽
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每个月打得
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
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
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台
儿庄战场上拍摄了大量照片，刊登在
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其文字说明中
有一段记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
小城镇名字很多，像滑铁卢、葛底斯
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
的名字——台儿庄。”这段话，足以说
明台儿庄大捷的重要战略意义。

台儿庄战役因名震中外，被写入
二战史册，供世人铭记不忘。

台儿庄抗战史一瞥
□徐业山

世界那么大，美景多的是，喜欢
旅游的我想在有生之年能多去一些
地方，多饱几次眼福。今年11月中
旬正是“万山红遍，丛林尽染”“霜叶
红于二月花”的季节，我收到《湖北日
报》社理论部编辑刘章西老朋友的来
信，邀我到他的老家随州市银杏谷采
风。我欣然答应前往。

临行前，我从网络上查询到我国
叫银杏谷的地方多达十多个，而湖北
随州市的银杏谷位于该市的洛阳镇
永兴村。因景色美的一塌糊涂，所以
洛阳镇被称为华夏银杏第一镇。

从随州市洛阳镇下了汉（汉口）
十（十堰）高速，一路行去，路两旁的
银杏树随处可见。进了景区，就觉得
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这里是银杏
的王国，数不清的参天古银杏，树与
树连成一片，构成群落，汇聚成谷，这
么多的银杏树，我这个年逾古稀的

“老新闻”还是第一次见到。据永兴
村村委会主任介绍，银杏谷里有千年
以上的银杏树308棵，百年以上的银
杏树有17000多棵，是全国乃至全
世界分布最密集、保留最完好的一处
古银树群落，被誉为“千年银杏十里
长廊、世界最纯净的地方”。

银杏谷一年四季都是很美的，在
我看来，最美在深秋和初冬季节，因
为在这个季节里银杏谷那一抹抹醉
人的金黄色最让人留恋忘返。那天，
正是银杏谷晴好的天气，漫天遍野像
是用黄金铺就，又像是下起了黄金
雨。阳光透过金黄色的树叶，细细碎
碎的光影散落一地，织成一张迷人的
网。漫步行走在其间，头顶金黄尽
染，脚下也别有玄机。我弯腰扒开落
叶一看，景区内的行人小道竟是用石
磨铺成，曲折有致，别有情趣。在石
磨小道上走着，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跳
一跳，顺手摸一摸路边用石磨垒成的
墙。

累了，坐在石磨凳上歇一歇，心
里感到特有的沉静。据朋友介绍，这
些石磨有1300多副，大小不一，最大
的直径有一米多，最小的直径只有
10厘米左右。石磨材质各异，是当
地收藏家耗时数年从全国各地收集
而来的，寓意石（时）来运转。在石来
运转的小路上走走转转看看漫天金
子般的银杏树黄叶随风飞舞，我的心
仿佛也飞了起来，不止一遍地对朋友
说：“来此一游，终生难忘，银杏谷真
是美极了，有机会我还要来！”

美哉！银杏谷
□殷修武

不经常出门，但近几年每次出
行总感觉越来越便捷了，离出行目
的地越发的“近”了。

今年的9月15日，去合肥参观
釆访中国·安徽2018第十届“农展
会”。7点34分坐上开往合肥方向
的宁安高铁，一个小时多一点，到达
合肥南，开通不久的合肥地铁一号
线就在旁边，十分方便的坐上“一号
线”，很快到达位于合肥滨湖新区的

“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从铜陵的家
到农展会现场，两小时不到，这在四
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家乡在铜陵对江的无为
县，所谓隔山容易隔水难，记得四十
年前招工来铜，上午7点左右一行十
多人先坐上内河的小划子船，费时近
一个小时，在刘家渡码头坐上机帆
船，下午4点左右到达铜陵扫把沟码
头，走到报道的单位已是晚饭时分。

以后每次回家，来回都是这样，
耗时七八个小时。后来安徽省航运
公司从刘家渡到铜陵县开了专班轮
船，耗时也要四五个小时，直到1995
年铜陵长江大桥通车后，坐汽车要
方便多了。

记得1998年冬至回老家，沒有
选择乘汽车，一家三口下午3点左右
在铜陵县码头坐民营的轮船，到下
午6点左右江上突起大雾，无法航
行，只得在土挢码头靠岸，当时土桥
到襄安的长途汽车已经没有了，船
上一行人辗转找了一部货车，到襄
安亲戚家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

最近的一次回家乡是去年的清
明，儿子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襄
安的亲戚家，如不是堵车，还要早一
些，因路经牛埠时，因私家车太多，
车子排了一公里多，足足等了近二
十分钟。

八十年代初，坐沪铜火车到上
海旅行结婚，在绿皮车上要待六七
个小时；现在坐高铁或动车去上海
仅需三个半小时左右。

2015年10月，铜陵市“网宣办”
组织网友看交通，呈现在我们眼前
的是一张看得见的铜陵大交通“互
联网”，网友们走近“流动”中的铜
陵，亲身感受1200平方公里上“脉
搏”的跳动，巡礼我市交通新变化
——看设施、过隧道、穿高速、登立
交、上“二桥”，真切的看到了我市交
通的新面貌，一位家乡在马鞍山和
县的网友，感叹到，以前回老家火车
转汽车，路上要担搁三四个小时，宁
安高铁通车后，以后回家的路将更
为方便快捷，离家更“近”了。

今年10月1日，普济圩至枞阳
县城的G347国道，全长68.1公里，
耗时两年多，已经在当天试通车，作
为网民，受市网宣办邀请，有幸目睹
了通车的盛况，以后，市区前往这个
三年前并入的“新成员”的县城会更
加快捷了。

交通在不断延伸，并将更加科
学智能，出行将越来越舒适方便。

回家的路有多远？回家的路将
越来越“不远”了！

回家的路有多远
□黄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