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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皖东大地稻穗灌浆、瓜果飘
香，近日，庆祝明光撤县设市30周年明光
市首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明
光市地方文献和“生活中的老票证”展拉
开序幕。

走进明光市图书馆二楼活动室，仿佛
走进时光的隧道，一张张泛黄的老票证、
一本本富有明光区域文化的书籍，这些

“嘉山印象”和“明光记忆”犹如一缕清风，
悠悠淡淡地抚心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明光市原为嘉山县，因境内有老嘉
山、中嘉山、小嘉山而得名，陆机《吴趋行》

云：“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嘉，美、
善、吉瑞之意。

明光汉代置县，因朱元璋出生于此而
得名，享有“明皇故里、生态酒乡”的美
誉。地处皖东江淮之间，境内山水纵横，
景观秀美，资源丰富，素有“三山二水四分
田，还有一分是庄园；七湖六水老明光，三
界四场跃龙岗”之说。灵山秀水，孕育灿
烂的文化，也荟萃四方名人志士，留下诸
多墨宝和佳作。

1994 年 5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
嘉山县设明光市，为省辖县级市，至今已
经历三十个春秋。

众所周知，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
知识的重要载体，它属于某一地域的文化
积淀和历史产物。地方文献反映了本地
区过去与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重要人物、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具有鲜
明的地方性、较强的资料性、形式的广泛
性、内容的时代性等特点。地方文献除包
括传统的印刷型载体之外，还有碑文、作
者手迹、文件档案、录音、录像等形式。

据明光市图书馆副馆长成凝介绍，本
次地方文献展，将平时“珍藏于阁，限制外
借”的地方文献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展示
出来，包括《嘉山县志》《嘉山烽火》《明光
市志》《皖东明珠女山湖》《明光民间故
事》，以及家谱、明光作家文学艺术作品

《汪雨相传》《抗战时期的汪道涵》《那山那
水那人》《明光抗战老兵风采录》《凤凰栖
息的地方》《明光揽胜》《明光风》《明光古
树大观》《帝乡散忆》《老弯他们》等 50 余
册。这批地方文献全方位展示了明光历
史文化精华，折射出明光人热爱生活、热
爱家乡、奋斗不息的情怀。

百姓经济生活中的老票证作为印刷
型载体，也是地方文献的一种。本次展
出的老票证包括：计划分配凭证、借据、
房契、储蓄凭证、股金证、汇票、营业执
照、发票、电影票、车票、油票等共 300 余
件。其中的计划分配凭证，是指计划经
济时期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计划分配的凭
证，通过印发凭证，国家把有限的物资和
产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和城镇居民手
中，主要分为八类：粮食、肉蛋、食油、副
食、工业品、棉织品、日用杂品、生产资料
等。除此之外，还有缝纫机票、自行车票
等，真是无奇不有、无处不“票”。这些老
票证作为一种特殊而又鲜明的时代产物
和见证，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
值、收藏价值。

明光市图书馆成立于1979年4月，前
身是成立于1950年的嘉山县文化馆图书
室，于2016年1月迁入位于城东新区明湖
公园内的新馆。馆舍面积2750平方米，藏
书量10万余册。每年接待读者20万余人

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一百余场次。为保
护和传承地方文化遗产，扎实做好阅读推
广活动，近年来，明光市图书馆创办“小小
手”传统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欣悦读少儿
读写绘”“灵迹大讲堂”等多个品牌活动，
先后荣获“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二等
奖”“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优秀服务品
牌”“2023 年度滁州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范例”等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品读明光”地方文献
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以“请进来、走出去”“线
上+线下”的形式，以展览、讲座、座谈、亲子
研学等活动方式，实现地方文献阅读、地情
人文研究、文物保护、红色教育和旅游宣传
等多层次融合。参与人群覆盖老人、儿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群体，有力推动地方
文献的传播和应用，提高地方文献的社会
价值和影响力。“‘品读明光’地方文献阅读
推广系列活动自2018年开始实施以来，至
今已开展50余场，线上+线下累计参与3.5
万余人次。项目获评2024年安徽省图书馆
学会示范推广业务案例。”该案例项目负责
人陈雪如是说。

对于成功举办明光市地方文献和“生
活中的老票证”展，明光市图书馆馆长徐
毅感慨万分，她透露自己的心声：“每个城
市都有它的记忆，每一段记忆都需要文字
的承载。图书馆保存的地方文献是明光
人民共同的记忆，希望通过展览，和市民
共同回味生活，品读明光的历史人文精
神，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增进对家乡
的了解，增强对家乡的归属感。”

嘉山秀水，自在明光。明光市地方文
献和“生活中的老票证”展由中共明光市
委宣传部、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明
光市图书馆承办，第一批次展览在市图书
馆二楼活动室举行，时间为8月10日至8
月25日，第二批次展览于8月26日至9月
10日在明光老街“三星书苑”举行，展出另
一批地方文献和“生活中的老票证”，让广
大市民一起品读明光、回味生活，激发明
光人民用饱满的热情书写新时代华章，建
设更加美好的新明光。

嘉山印象 明光记忆
——明光市地方文献和“生活中的老票证”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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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45年，我们军校同学在皖东滁州市相聚。
7月的皖东，热浪滚滚，酷暑难当。刚到滁州北火车站

出站口，便见两个熟悉的身影朝着我挥手，那是老班长屠
金球和山东淄博的陈同武。说好不用接站，他们还是来
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1978年，全军恢复军事院校，经过部队层层筛选推荐，
我们10名同学从闻名遐迩的“临汾旅”班长岗位，来到了
当时的南京军区步兵学校，接受连排指挥专业训练。1979
年7月，我们怀揣着通红的毕业证书，奔向了各自的带兵
岗位。六七年前，我们这群当年的青春年少，陆续从工作
岗位上退休。寻找老同学，成了大家的共同心愿。2018年
夏，全班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5省的10个同
学在短短几天内都通上了电话，加了微信。从此，同学们
天天在微信群里问候不断，玩笑不绝，其乐融融。

今年7月，恰逢军校毕业45周年，大家一致提议去曾
经学习生活过的滁州聚一聚，看一看。

再次相聚，同学们的激动与喜悦溢满胸膛。你看着
我，我看着你，都想从对方的面容上寻找出记忆中毛头小
伙的印迹。我拿出毕业时所在中队和班上全体同学合影
的照片，同武晒出从将军手中接过连队集体立功奖状和全
连官兵合影的照片，家正亮出在宣城山区演习时骑军马的
照片，而正高则掏出与我在矾山战术演练时的照片。一张

张泛黄的珍贵的老照片，把同学们带入了当年的情景里。
我提议按毕业时我们班的合影座次再合一次影，同学们一
致叫好。仿佛这样照个相，我们又是当年的毛头小子。

我们班10个同学来了9人，在屠班长的欢迎酒会上，
大家郑重地将第一杯酒祭给了已经去世的朱松林同学，气
氛一时有点沉重。不知是谁忽然提起我当年军事训练拖
班上后腿的糗事，桌子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安宝说，“五
大技术”训练，除了射击外，我其他4项都不行；竹生放下
酒杯，两臂一张，变着鬼脸学起我当年跳木马的样子。屠
班长说，当年瘦小的我，冬天不是穿棉袄，而是掉在棉袄
里，边说还边抓住自己的衣领，缩着脑袋耸耸肩，表演给大
家看，桌上一阵哄笑，我的笑声也混杂在其中。

当年为军事训练成绩上不去而自卑的我，如今早已释
怀，但是同学们曾经帮我过关的情谊，却难以忘怀。那时
进入步兵学校，首先要训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
作业“五大技术”。全班学员中，我个头最小，体质最弱，专
业训练基础最差。投弹，别人一出手就是四五十米，我才
不到20米。单双杠、木马训练，一样都通不过。400米越
障，速度就是不快。我咬着牙加班加点拼命练，收效甚
微。屋漏偏遭连夜雨，入学才一个多月，我的腰部便急性
扭伤，休息了10多天，和同学们的差距更大了。这时候，
被誉为“神枪手”的班长屠金球，每天给我开“小灶”，“投弹

能手”竹生、“刺杀小教员”伟潮、“军体骨干”家正等人，不
厌其烦地为我作示范辅导……

“想不到训练落后的你，在部队干的时间最长，职务最
高。”笑闹中，大家对我赞赏有加。我笑言：“一半是努力，
一半是机遇。”军校毕业后，我们班上每一个同学都很努
力，但机遇各不相同，人生的轨迹亦不相同。

同武身板依然挺直，酒桌上保持了当年的军姿。他曾
任“临汾旅”某团“夜老虎七连”连长，4次立功。1985年军
事竞赛中，他带的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和平年代，一个
连队获得集体一等功，那是相当难得的，大家对他都刮目
相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副营职转业的他回到家乡后，
担任县属面粉厂副厂长，后又经历了企业改制转岗，退休
待遇与班上多数人比显然要差一些，但他神情里没有一点
不平之感，脸上总是挂着真诚而满足的微笑。

同武乐观知足、积极向上、襟怀坦荡，也是我们这一行
人的共同特点。离开军营，我从团主官领导岗位转向新闻
媒体的业务行列；屠班长从机关办事员到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家正从办公室秘书到警校副校长、劳改监狱政委；正
高由市人事局普通干部到人才中心主任、调研员；生林从
一般纪检员到国土局领导班子成员；伟潮在省城建设系统
为主组建市政管理处，并成为副处长、工会主席；竹生从组
工业务出身到出色的公证处干部；安宝担任市医药公司副

总经理搏击商海，踏浪前行……军校生涯影响了我们这群
人的一生，它奠定了我们的人生方向，锤炼了我们勇往直
前、坚韧不拔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们全面发展的素质和能
力。经过军校的培养、军营的历练，班上每个人都是一粒
饱满的种子，洒在哪里就在哪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第二天，屠班长带领我们一起去老校址踏访旧营房，
寻找当年的教室、宿舍、靶场、菜地，还有医务室和食堂。
45年过去了，这里的营房早已重建，不复当年模样。我们
在这块土地上驻足、徘徊，仍然能感受到曾经的气息，遥想
45年前的自己，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一腔热血，满脑子
都是建功立业的愿望。这一片土地，洒落了我们无数的汗
水，也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歌声、我们的欢笑。
而今天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军校对我们人生的影响，以及
同学们当年朝夕相处结下的兄弟般的情谊。

“你们看，这棵龙柏明显大了！”曾经的宿舍前，家正
的一声惊呼，引来了大家的好奇。同学们对这棵充满生
机的龙柏记忆犹新，一个个争着与龙柏合影留念。在给
大家“咔嚓咔嚓”按下相机快门的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同
学们此次冒着酷暑赶来滁州相见，真正的旨趣还不是一
般的聚会，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寻根之旅，寻找哺育我们
的成长之根，寻找与时俱进的思想之根，寻找永不变色的
灵魂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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