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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我躺在大山的南坡上，享受着阳
光的沐浴。天上大块的流云，仿佛一群群奔
跑的山羊，不断地切割着光线，阳光像是被
谁泼出来似的，一阵温热一阵凉爽，让人觉
得不一般的惬意。部队进行营、连规模防御
演习，在北坡的战壕里趴了一上午，肚子贴
地吸满了凉气。吃过午饭，演习的间隙，我
正好晒晒肚皮。

通讯员小王跑过来，老远就喊：文书，
你不在战壕趴着，躺这儿做啥呢？让我好
找。我对他笑笑：我晒书呢。小王四处望望，
困惑地道：你又搞鬼不是，哪有书呀？我只
见你白花花的大肚皮。我翻身坐起，从冲锋
枪子弹袋中，抽出一本《世说新语》来，乐呵
呵地指给他看：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
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小王说，秀才，你那套鬼话俺听不懂。
我解释道：西晋时有个叫郝隆的读书人，很
有学问。七月七日别人晒被褥的时候，他就
掀开肚皮，晒他的满腹诗书。我这是向他学
习呢。小王“噗嗤”一声笑：文书，你就会胡
扯。他从肩上卸下军用挎包，交给我：连长
说，下午我们和五连进行连级进攻与防御
对抗演习，他让你把这些空包弹给各排分
发下去。连长让你仔细检查一下，里边千万
不能夹杂了实弹。

我接下挎包，打开一看，里边用一张报
纸，包了大约一个基数的空包弹。它们被整
齐地码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弹夹上。哦，
忘了交待，空包弹就是只会喷火，没有弹头
的子弹。我不敢怠慢，立刻回到战壕，将空
包弹分发下去。离正式演习还有点时间，我
顺手打开报纸读起来。忽然，一行黑体字映
入眼帘：“十月，首都北京将举办全国首届
书市。”天呀，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这是1980年的秋天，一个趴在战壕里
的士兵，得到了北京将举办全国首届书市
的消息。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我特意穿上一
身新军装，向连长请了假，到军人服务社取
回存在那里的一百元钱，这几乎是我所有的
家当了。我数着路边叶子金黄的小白杨，走
了十五里路。在城中的银行向北京电汇了一
百元钱，又到邮局买了张纪念邮票，投了封
挂号信。那时候，军人寄信不用花钱，也不用
邮票，盖上个军邮的三角小黑戳就可以了。
但这一次事关重大，不能不“隆重”点。

我把钱和信都寄给了我的女同学，在
北京良乡海司当兵的燕民。我告诉她，我太
喜欢那些书了，请你按照我开的书单尽量
帮我买齐。为了哄她帮忙，当然要在信里将
她夸奖一番。她也确实是个能干的姑娘，彼
时正集中精力准备报考军医学校。

虽然，我还有一些在北京的熟人，但我
觉得燕民应该是最靠谱的一个。要说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什么值得记忆的，托
一位女兵去北京书市买书，应该是件最
浪漫的事。

当时，我并不知道良乡离王府井的新
华书店有多远，也不知道北京的全国首届
书市会是怎样一个模样。后来才知道，燕民
从远郊的良乡赶到城中心的王府井，要转
几次公交车，要用掉两个多小时。新华书店
里人山人海，很多购书人被挤掉了鞋子。当
我跑到师部拿到一大包书的时候，我想不
出以她那娇小的身躯，是怎样将它们扛到
邮局的。

我搭乘了老乡的一辆毛驴车，将那捆
图书拉回营房。气还没有喘匀，所有的书就
被战友们瓜分了，只给我留下一本薄薄的
《可爱的中国》。我赶紧声称，这些书，我是
要捐给母校的，请兄弟们千万手下留情。当
战友们晓得这些书是北京的一个小女兵在
人海中“抢”来的时候，纷纷肃然起敬，不约
而同地用报纸给书做了封皮。一个星期后，
书还回来，没有一本有污迹、折痕。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打开那本《可爱
的中国》，仿佛看到了方志敏烈士的铮铮铁
骨，听到他的慷慨陈词：“为着阶级和民族

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
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
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噬刺
口的苞粟和菜根……我能舍弃一切，但是
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
有一天的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
天！”当时心灵的震撼，几十年后，还是那样
的清晰明白。那一代共产党人，永远是我们
学习的楷模。他们的初心，就像是一盏灯
塔，指引着我们后人前进的航向。今天，我
们已经享受小康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
摸一摸自己的良心，是否还有方志敏那一
代革命者的初心？

我没有食言，这批书最后只留下《三国
演义》《高尔基论文学》《可爱的中国》，其余
的捐给了我的母校，其中有一些是燕民贴
钱买的。我想用它们弥补当年无书可读的
缺憾，也激励后学的学弟学妹们，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

几十年过去了，我又一次从江南回到
母校。当年风华正茂的守边小兵，已是两鬓
染霜的耳顺年纪。当年身轻如燕的美丽海
军女兵，已经成了自称“老燕子”的祖母。我
问燕民：还记得当年的北京书市吗？辛苦你
了。燕民笑着回答：当然记得呀，那时，我们
都很单纯，很年轻。

书市的罗曼史
□江凤鸣

·食话·

我们的村巷位于无锡北门，是个有千户
人家的大村。任何地方寄信到家里，地址一栏
只要写六个字：无锡北门梅泾。小时候跟着大
人上城，非常开心，看到的都是新鲜事情。去
城里有两条路好走，沿京杭运河的塘岸向东
走，直达吴桥，但稍远一点，而且沿运河好长
一段旁边有里夹河，两河夹路，好冷清。因此
大多走第二条路，称内路。出村，沿沪宁铁路
旁的狭小路面，小心走过跨锡澄运河的大铁
路桥，再走小路，来到郊区黄巷乡的冯巷，跨
过平安桥、南徐桥，此时所见村巷的房屋都连
成一片，已有点城区的味道了。

靠近黄巷的道路转弯处，先见一家协新
毛纺厂，规模小，不引人注意。走过半里许，见
有蔬菜田，左边是小河，右边迎面来了一眼望
不到头的围墙，里面是连片的厂房，说不清楚
有多大，一直延伸到连着吴桥的通惠路，南面
到运河边，这就是丽新厂。以前称丽新布厂，
后来几经改变，在丽新二字后有很长的名字，
但不管怎么改，无锡城里人，约定俗成，一直
称丽新厂，简洁又好听，意思是美丽的新厂！
城里的纺织厂名字都好听：申新厂，庆丰厂。
丽新厂挂过无锡市第三棉纺织厂的厂牌。

丽新厂的围墙，有两个人的高度，砖红色
的平砌实心墙，很光滑，几十年下来，难见哪
块有缺角或损边，可见都是上等好砖。墙体中
的红砖相互交错，耐看、牢固；砖块间灰色的
水泥缝，又形成有层次的艺术造型。在乡人
眼中，以前要乡绅人家的房屋外墙才这样讲
究。围墙虽无言，但其中包含很多意思，建厂
先造围墙，创业者用形象做广告：做事业必
须站得起来，立有立相，坐有坐姿，一个大
厂，堂堂然亮出大格局的气势；往小里想，有
了高墙，工人干活不分心，也可防小人滋事，
布局周到。

和丽新厂不是一面之缘，几十年中，北门
乡下人不知多少次擦身而过。经过那里，很多
次是暗星夜，拂晓前进城卖菜，挑着担，摸黑
从村上走到城里去。待到有路灯照着的地方，
那定是丽新厂围墙旁的路了。心里面也跟着
一亮，真开心。路灯下，挑担的身影会被拉长、
缩短，又拉长，长长短短的身影变换着，像游
戏。我们肩上扁担悠悠，双脚步履轻松，谁也
没有说话，在夜色的寂静里享受路灯的照耀，
这是一段赏心悦目的路。在城乡联结的地方，
丽新厂的路灯有意迎送，赶路的疲劳转换成
了快乐！

那天阿坤在城里卖完菜回来，天空乌云
骤起，刚到丽新厂门口，狂风大作，雨劈头盖
脸下来，阿坤急跑到厂门口传达室躲雨。雨意
越发地浓，阿坤想到姨夫的兄弟祥兴在这里
当机修工，就央求门卫打电话进去。电话接
通，祥兴师傅立马出来，见阿坤全身淋湿，便
回车间拿了一套旧工作服给他换上。时至中
午，又领他到食堂吃饭，两个肉酿面筋加上半
斤米饭，吃得阿坤满嘴油，手一抹，连声说谢，
告别。刚好雨停，阿坤轻松地回去，穿着借来
的印有“丽新”二字的工作服，在村里走来走
去，招摇了好几天。

我们村上有个丽新厂的老工人许杏根，
忠厚老实，厂里誉为老先进，天天步行十几里
上下班。他介绍了厂内情况：丽新厂由民族企
业家唐骧庭于1920年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公
私合营，发展为大型纺织品企业，1988年被首
批命名为国家二级企业，拥有国际一流喷气
织机245台，形成特色贡缎、弹力纱、线绢、府
绸等八大“银鱼”产品系列，畅销海内外……
许师傅如数家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听爷爷讲，他年轻那会儿上城，舍不得穿
鞋，赤脚走路，到丽新厂旁的小河边洗干净
脚，再穿上鞋进城。前辈的吃苦精神，应成为
我们创业的基因。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
城乡，我们梅泾村，连同北面的陡门、秦巷几
个村，村民们纷纷搞起了家庭副业。丽新厂破
墙开办了门市部，村上的个体户都去那里买
整件的白坯布，用自行车载回来，做出来的衣
领曾畅销全国，积累了资金，村里也办了好多
厂。在无锡北门乡下，丽新厂的布料，为家家
户户的小商品生产提供了原材料。回忆往昔，
村人们无不津津乐道。

2003 年后，丽新厂外迁，厂房闲置。
2008年10月，原厂建筑群被列入无锡市第
二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2020年，在百年工
业遗存保护基础上进行再利用的梁溪区委党
校新校区落成并投入使用，“丽新”重焕生机。

走过丽新厂
□蒋森度

马兰头是春天里的第一口“鲜”，这是
很多无锡人的共识。

三月，当和煦的春风徐徐吹来，无锡广
袤田野上的野菜便开始疯长，其中最早露
头的大概就是马兰头了。人们成群结队地
去田头地间挑马兰头的场面，也成为春日
的一道风景。

与荠菜、野芹、野蒜、枸杞头、车前草等
野菜相较，马兰头几乎随处可见。河岸、沟
旁、山坡、林间，但凡有泥土、阳光的地方，
它就能茁壮成长。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老家东亭的地面上，一两场春雨就能使原
本枯黄的马兰根茎逐渐变得翠绿，长出叶
子。放学后，我跟小伙伴们手握镰刀，挎着

竹篮，一路蹦蹦跳跳地到田野里去挑马兰
头。我最喜欢奔向水沟边寻找马兰头，因为
沟边泥土比较湿润，马兰头长得特别壮实，
叶片浑厚碧绿。这样的马兰头，无锡人一般
都叫作“矮脚马兰”，不仅家里人很爱吃，拿
到集市上售卖也特别抢手。

据医书记载，马兰头含有较丰富的维
生素A，维生素C的含量也超过柑橘类水
果。除了口感清凉芳香，它还具有清热解
毒、利湿消肿的效果。因此，在餐桌上，它是
一道十分受欢迎的美味佳肴。南宋大诗人
陆游在其诗作《戏咏园中春草》中赞道：“离
离幽草自成丛，过眼儿童采撷空。不知马兰
入晨俎，何似燕麦摇春风？”此诗表明，在中

国古代，马兰头虽被看作野草，但已成为人
们口中的肴馔。

马兰头的吃法多种多样，在无锡，马兰
头拌香干、马兰头炒大蒜最为常见，也最受
青睐。马兰头拌香干也就是凉拌马兰，主料
就是马兰头和豆腐干。其做法是：马兰头摘
去黄叶、剪掉老根后清洗干净；锅里放水烧
开，加一小勺盐，马兰头入水焯分把钟，捞出
放入凉水降温；待马兰头凉透，取出挤干水
分，剁碎放入盆中；香干剁成小丁后也放入
其中，滴少许芝麻油，加适量细盐和味精，搅
拌均匀，一盆喷香美味的凉拌马兰就可以上
桌了。马兰头炒大蒜做起来更加简单，只需
将比例恰当的马兰头和大蒜，倒入烧热的油

锅中翻炒几下，放点盐、味精就好了，吃起来
非常爽口。无锡民间素有“三月三，大蒜炒马
兰”的饮食习俗。在我儿时，田野上丛丛簇簇
的马兰特别多，割掉一茬后，在阳光照耀和
雨水浇灌下，一般两个星期又能长出新的一
茬。如果吃不完，可以晒成马兰干，日后与荤
菜一起炖煮，吃起来仍是非常鲜香。

过了清明节，马兰头便会逐渐“老去”，
人们也就不再去挑了。现在市场上四五月
仍在出售的马兰头，基本都是农户在大棚里
种植出来的，大多施用化肥浇灌。这种马兰
头看上去个子细长，也很鲜嫩，但与野生马
兰头相比，口感差很多。所以说，马兰头是三
月里的最鲜，它是最纯正的“春天的味道”。

三月马兰鲜
□吴仁山

无锡日报报业大厦20kV变电
所24小时值班服务及水电暖通维
修服务项目已获批准实施，招标人
为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资金已经落
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委托
江苏建协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
1、招标内容：值班电工8人，水

电维修工1人，暖通维修工2人。
2、服务期：一年。
3、服务质量要求：合格并满足

招标人要求。

二、对投标人资格要求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满足

以下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
企业。

（2）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
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
入失信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

2、本次招标不接受任何形式的
分包和转包。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4、本项目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
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资格审查标准
和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资
格要求，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
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

现金支付，售后不退。
2、招标文件采用电子版形式发

放，请自带U盘或提供电子邮箱地
址。

3、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凭以下
材料报名：

（1）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
身份证原件。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及电

子邮箱。
上述（1）-（3）复印件加盖公章

并装订成册，在下面规定的时间和
地点报名：2022年3月7日至2022
年3月11日，每天上午9时0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时30分至4时00

分（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江苏建协
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无锡市
蠡湖大道2018号7号楼616室，联
系电话：0510-82835960）

四、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及递交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五、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无锡新传媒网

（http://www.wxrb.com）、无 锡
日报、江南晚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建协全过

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工
地址：无锡市蠡湖大道2018号

7号楼616室
电话：0510-82835960
电 子 邮 箱 ：531117101@qq.

com
招标人：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建协全过

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3月7日

无锡日报报业大厦20kV变电所24小时值班服务及水电暖通维修服务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