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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 汪馥兰

政协让“石钟文苑”踏浪前行
□ 李宏川

1993年我调进县政协工作，直至退
休一直在政协系统。日月荏苒，岁月如
梭。虽然多年过去了，那些年的一些人
和事，至今记忆犹新。

1997年5月，我进入市政协工作。当
我从乡间小路踌躇满志地走进城市大门
时，迎接我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也有挑
战和艰险。我进市机关工作的头几年，
正逢机关人手青黄不接的时候，年老的
退的退，年轻的走的走，而我有着多年的
党政机关工作经历，熟悉机关工作流程，
也算是轻车熟路。秘书科共4个人，1个
通讯员、1个打字员、1个收发员。承上启
下，联系内外，办文办会，编辑《九江政协》
杂志，全系我一人干。量大、繁杂。当时
由于两个小孩都在外地读书，我一人在
九江，我便吃住在办公室，全身心地扑在
工作上，常常是机关夜深人尽了，我还在
忙活，大多数时间是和衣在沙发上将
就。每当人走楼空时，我锁上办公室门，
在里面工作；夜晚，门上架几把椅子，在窗
子上放一根粗木棍，才安心睡觉。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
政协工作与时俱进的需要。学习借鉴其
他政协一些创新职能的办法，为了找到
一条“短、平、快”的新路子，从十一届市
政协初始，便改进了社情民意工作方式，
将人民群众中的一些诉求，反映突出的
问题，例如街边小巷、路灯的修复、公交
车线路的合理设置、市区交通管理等等，
政府职能部门一时还未顾及到但又能解
决的问题，编成《社情民意简报》，主题突
出，简明扼要，直报市党政领导，有的重
要问题专题专报，成为群众与市党政部
门联系的直通车，得到了时任党政主要
领导的肯定。很多简报都得到了领导的
批示。并列入到市委督查室的工作内
容，许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不断拓展人民政协履职渠道是政协
人的使命。2009年 6月开始，我们与市
电视台联手，开办《市民议政厅》专题栏
目，邀请市政协委员就一些社会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建言献策。十一届
政协期间，市政协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信
息网站。

随着人民政协工作的不断发展，政
协理论研究也不断提升和推进。十一届
政协期间，由我牵头负责，成功地举办了
九江市首届“政协论坛”。邀请省社联研
究员汪玉奇、上海市嘉定区的政协领导
和九江市理论界、委员中有一定理论水
平的人士参加研论，并将会议材料汇编
成书，作为委员的学习参考资料。十三
届政协还邀请了广州市政协主席陈树
基、全国政协政策研究室专家原冬平到
我市为政协委员讲述政协理论课。这些
活动的开展，对扩大人民政协的影响有
着积极的意义。

十二届政协领导十分重视政协资料
存史工作，从2006年3月份开始，由我具
体负责组织《九江政协志》的编纂工作，
并由我统稿，这部志史（1994—2006）是
继 1993年 12月出版的《九江市政协》之
后又一新的政协志书，记录 1994年 1月
至 2006年 12月政协九江市第十、十一、
十二届委员会前后13个春秋。

人生犹如一只风筝，你能驾驭方向，
却驶驭不了命运。

2008年最后的一天，市政协领导宣
布由我主持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工
作。根据工作职能，几年间，先后主持组
织了“关于农村教师队伍情况的调查”和

“农村卫生院建设情况的调查”，组织相
关界别的政协委员，入村进户，座谈访
问，问卷调查，深入到最边远的乡村教学
点、村卫生所察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
情况，经调研组多次研究讨论，集思广
益，我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其中，《关
于农村教师队伍情况的调查报告》，经市
政协十三届十六次常委会协商通过，以
建议案报市政府。《农村卫生院建设情况
调查报告》报送省政协及相关委员会，为
他们后续来我市进行的专题调研奠定了
基础，不少建议被采纳。2009年秋季，
举办了《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0周年书
法、绘画、摄影展》，在全市范围内征集作
品，并组织评比，在市图书馆公开展出，
市党政领导、社会各界群众前来参观，后
来政协全委会期间在白水湖会议中心展
出，在此基础上，印制出版了《丹青翰墨
话辉煌》画册。

“联系、交往”是政协工作的一项工
作内容。政协系统有一个自发的“世界
自然与文化遗产地联系会”，让享有遗产
地称号的所在地轮流主办。因我市拥有
庐山，作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单位，因而我
有幸多次参加这一活动。每到一地，不
仅学习交流工作，也游览了各地的风景
名胜，在领略了祖国大好山河之美景的
同时，更从接待人员的工作之中领悟到
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感受到政协人的
同时的爱岗敬业精神。记得在宁夏参观

“宁夏王陵”时，接待人员是一位詹姓的中
年男人，体形偏胖。七月的西域，中午，连

“知了”都躲在树上歇着。“王陵”四周平坦
无垣，老詹硬是顶着烈日领着我们走了
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被晒得昏沉沉、
气吁吁，汗流浃背的老詹却一脸灿烂，一
脸真诚。天津市政协接待我们的是一位
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张姓80后，一路上
为我们拍照、拿行李，用丰富的知识为我
们讲解。牡丹江市的接待处长是位“老
糖”，为了接待我们，头天驱车一百多公里
到镜泊湖来等候，真情、豪放地喝着酒。
苏州市潘姓女接待处长，温婉、热心、仔
细，每到临餐时，将我们安排好后，却独自
到一边吃着盒饭。鄂尔多斯市政协接待
处张处长，我前后三次去都是他接待，总
是满脸春风，热情备至……

《史记》里有句话“天下煕煕，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时常如
此。但我认为“政协人”例外。政协的工
作人员，大多数是普通人，没有那么多感
天动地的壮举，政协之间的交往，也纯属
工作来往。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属于过
客。“政协人”淡泊名利，忠于职守，爱岗
敬业，默默奉献，平凡中见伟大，是值得
致敬的。

太多的记忆，太多的过往，太多的不
舍。政协是我人生中的心灵家园，是我
挥洒汗水和贡献才智的场所，是我奉献
青春的舞台。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政协助
推文化繁荣发展大有作为。2012年 4
月，我调任湖口县政协任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上任伊始，县政协主席杨小
林和我谈话，建议我在履行职能、服务
委员的同时，切实抓好政协文化活动，
创出特色，创出品牌，助推湖口文化繁
荣发展。

经过思考，我草拟了“湖口县政协
委员文化活动方案”，建议以文化界别
委员为基础，广泛联系县内文化部门
和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

县政协设文学、书法、摄影、戏剧
四个文化活动小组，从委员中挑选有
特长的同志分别担任四个小组的组
长。

为保障四个委员文化活动小组活
动有效开展，县政协一是利用石钟山
深厚的文化沉淀，在石钟山梅花厅成
立了政协委员文化活动中心，取名为

“石钟文苑”，作为委员文化创作和交
流联谊的场地；二是安排专门经费，作
为四个文化活动小组每年的活动经
费；三是主席会议成员高度重视文化
活动小组的活动，主席、各位副主席积
极指导各小组活动，并为各小组活动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秘书长的
我综合协调四个小组的活动开展。

八届县政协期间，湖口县政协四
个委员文化活动小组开展了系列文化
活动，其中：文学活动小组开展了“第
一届‘文广杯’我心目中的湖口”有奖
征文比赛，结集出版了《我心目中的湖
口》；组织开展了中秋诗会、“石钟情·
夕阳红”文化采风等活动；开展了“二
次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开展了纪
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征文比赛。书法
活动小组组织开展了县人大、政协“两
会”期间委员书法作品展；纪念抗战胜
利七十周年书法比赛；开展了“石钟
韵·梅花情”书法联谊活动，邀请全国
100 位中书协会员书写彭玉麟梅花
诗，出版了“石钟韵·梅花情”书法作品
集，有十余位书法家亲临湖口进行创
作交流并出席作品集发行仪式；每年
都组织委员下乡镇、进企业开展送春
联活动。摄影活动小组开展了“腾飞
的湖口”专题摄影展，组织了摄影爱好
者进行文化采风。戏剧活动小组创作
编排了戏剧“迎亲路上”，组织到基层
巡回演出；多次组织委员到乡镇敬老
院开展送戏下乡等活动。

在四个委员文化活动小组开展文
化活动的基础上，由杨小林主席亲自
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由我担任执行
主编，利用“石钟文苑”这一文化平台，
集中文化界别委员力量，进行了“湖口
村庄”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利
用两年时间，将全县现存的 1641个自
然村庄进行拍照，并追根溯源，对村庄
的来源、现状、文化遗存进行摸排，出
版了图文并茂的《湖口村庄》文史资料
集。县委书记评价该书“是湖口有史
以来第一本村庄史”。该书的出版，对
后人了解当代湖口村庄的情形，对史

学者研究湖口村庄的变迁，对每一位
湖口人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都有很
大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产生了极
大的社会反响。

2016年换届，我在政协组织得到
成长进步，由秘书长被提拔选举为湖
口县政协副主席，分管文教卫和文史
工作。杨小林同志继续担任九届湖口
县政协主席，更加重视支持“石钟文
苑”的工作。九届县政协将“石钟文
苑”的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常规性工
作，与其它工作一起安排部署，由我分
管主抓。“石钟文苑”的影响力持续扩
大，委员参与度更高了，文化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成效更加明显。

一是持续开展了有影响受欢迎的
文化活动。继续组织了“第二届‘文广
杯’我心目中的湖口有奖征文比赛”，
讴歌近年来湖口的发展和变化；将开
展送春联下基层和送戏下乡活动固定
为每年政协的文化活动；“石钟韵·梅
花情”书法联谊活动成为了政协文化
活动品牌，经常邀请各地各级政协书
法爱好者来“石钟文苑”交流。二是深
入开展了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
从届初就确定开展收集整理湖口方言
的“湖口乡音”工作，计划用三年时间，
形成一本“湖口乡音”资料集，一套湖
口乡音音频资料，一批湖口方言创作
的文艺作品。三是深入做好助推湖口
文化人才的培养。通过“石钟文苑”活
动的开展，有力助推了湖口文化的繁
荣，通过这个平台的助推，一大批书
法、文学爱好者加入了省级书法家协
会和作家协会。

近年来，全国、省、市各级政协领
导许多都曾亲临“石钟文苑”指导。全
国、省、市、县政协组织共有 100余批
千余人次来“石钟文苑”开展不同形式
的文化联谊交流活动。中央、省、市、
县各级媒体分别以不同形式宣传报道
了湖口政协“石钟文苑”的工作。

因为主动作为，成效斐然，湖口县
委、县政府对县政协助推湖口文化发展
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县委、县政府也
更加重视政协在文化方面的作用。县
内大型文化活动都安排政协参加，文化
部门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也主动邀请政
协“石钟文苑”作为合作举办单位。

通过协调“石钟文苑”文化活动的
开展，我个人的组织能力和文化素养
得到提升，特别是作为主编和执行主
编编撰的《我心目中的湖口》《“石钟
韵·梅花情”书法名家作品集》《湖口村
庄》《湖口乡音》等文化文史书籍，在社
会各界引了很大的反响。县委、县政
府近年来组织的重大文化文史活动，
都安排或邀请我参与其中，包括：由我
牵头开展了全县旅游文化资源调查，
形成了《湖口县旅游文化资源》资料；
参与了杨赓笙故居暨杨叔子事迹展览
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牵头开展恢复

“湖口学宫”的内部布展工作；参与石
钟山创建5A景区的规划设计审定；参
与湖口县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展布
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