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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太仓市融媒体中心
喜迎太仓调频广播开播30周年。一
晃30年过去了，我亦退休多年，感慨
时代变化，融媒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和
着时代的节拍，找准生长的轨迹，与时
俱进，勇毅前行，因此我打心底里祝福

“而立之年”的太仓调频广播赓续传
统，薪火相传，“调”出一片新天地，新
气象，与太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
频共振”。

回眸往事，感慨万千。1997年9
月，我来到广播中心工作。当时调频
广播开播3年多，各项工作都在探索
之中。“朝夕相伴，携手奋进，风雨同
舟，共创辉煌。”这是当年调频广播的
宣传语。太仓电台负责采编、制作、
传输广播节目。从有线广播到无线
（调频）广播，从农村广播到城乡广
播，当时受开办电视节目的影响，调
频广播走过了一条艰难坎坷的道
路。面对社会上“电视热、广播冷”的
现实窘境，我们立足生存、寻找突破，
谋求发展。“我们的城市，共同的声
音。”实行调频96.7广播和有线广播
同步播出，调频覆盖太仓全市和周边
10余个县市，并拥有10万喇叭的有
线广播网。电台设立总编办、新闻
部、专题文艺部、经济信息部、技术
部，开通热线电话。拥有记者、编辑、
播音主持、技术保障20余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太仓调频广
播注重设备更新，改善传输手段，致力

人才培养，提高节目质量。全天播音
10小时，节目设置“娄江晨曲”“新闻
天地”“弇山大地”“休闲时空”“港城星
光”等板块。《太广新闻》第一时间传递
信息，受众广泛，影响力大；《967广
场》《娄江万花筒》《信息大观园》《生活
与服务》集信息、知识、娱乐服务于一
体；《弇山茶座》《书香小屋》《幸福之
光》《都市时尚》等直播时段节目吸引
市内外听众。同时，还与华东地区70
余家电台建立新闻与经济信息联播
网。

进入新世纪后，广播中心面临着
新一轮的转型。城乡一体化进程加
快，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几乎淘汰，用与
有线电视同缆共输方式，有线广播才
得以维持下去，但农民群众对广播依
赖度明显降低，有线广播逐渐式微。
然而马路上私家车的蜂拥而入，为传
统广播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交通广
播的兴起，为广播注入了新活力。

打开2007年元旦推出的广播节
目表可窥一斑，全天节目早中晚三个
时段分设“新闻交通板块”“生活服务
板块”“休闲娱乐板块”，开设《太广新
闻》《新闻大观》《新闻快报》等整点新
闻播报，《与你同行》《家在太仓》《空中
服务市场》《967广场》《金色年华》等
社教类、文艺类节目，及时解读政策法
规，传递资讯、传授知识和传播文化。
太广声音真实记录太仓大地发生的巨
大变化，成为娄城广大听众朋友的良

师益友。
广播剧是广播文艺的特有样式。

我们注重广播剧创作生产，与当地作
家合作，反复磋商，精益求精，先后创
作爱心回报题材的《卖山花的小姑
娘》，精神文明题材的广播剧《好人呐
好人》，生态文明题材的儿童广播剧
《木偶的森林》，分别获得中国广播剧
三等奖，第六届、第七届江苏省“五个
一工程”奖，实现了太仓省级“五个一
工程”奖“零”的突破。

广播中心拥有一辆移动广播车，
为党政部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提
供移动现场广播解说服务，车载广播
成为宣传和了解太仓的“第一移动窗
口”。当时车载解说词大多由我撰写，
注重对号入座，情景交融，加上音乐、
歌曲的效果，播音解说绘声绘色，赢得
了广泛好评。

“办一个看得见的广播”。广播的
弱势在于看不见，因此走出播音室、直播
室，让播音主持人亮相，成为广播人的追
求。1999年，调频广播开播5周年，我
们在中心广场邮政局前举行活动，著名
画家徐子鹤老先生作画题词“幽兰送远
香”纪念封，徐老先生与8位主持人现场
为听众签名。2004年7月10周年之
际，举办“中行杯”业余主持人比赛、“广
播与现代生活”征文和情系“三农”健康
行等5项活动。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
周年，2005年与国际华语台等合作的

“扬帆天下友谊和平”现场环球直播，还

通过互联网同步直播。苏州新闻综合
频率通过中波、调频与太仓台同步播
出。这在太仓广播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6年7月举办“亚洲新人演唱赛”太
仓选拔赛，最终新太仓人魏晨以一曲《南
屏晚钟》获得中国内地冠军，后成为进入
总决赛的“优秀新人奖”歌手，这是太仓
成功举办的大型娱乐选秀活动。2008
年12月，作为海峡两岸海运直航首日的
4个直航点之一，调频广播记者在港口
采访直接连线并接入《中国之声》直播
室，进行同时播报。

为了生存发展，寻求广告资源，
广播中心还担任《太仓声屏》（太仓
广播电视）采编工作，该报4开 8版
全彩出版，随《苏州广播电视》太仓
地区订户赠阅，同时周末在新城广
场、华联商厦、新世界百货等处有一
定数量报纸赠送。《太仓声屏》是太
仓地区收视广播电视节目和生活服
务的指南，被老百姓誉为“休闲文化
的伴侣”。

再说当下，广电与报纸合并，媒体
融合发展，这已成为现代传媒发展的
主流趋势。遥想当年，我们早已尝了
融媒合作的甜头，广播走出直播室，开
出移动车载广播，广播电台办报纸，享
受了媒体融合的红利。先融先合新闻
职业生涯的这段历练，成为人生奋斗
中的一段难忘经历。

由衷期待未来融媒发展佳作迭
出，新人辈出，越来越好。

“调”出与娄东发展的同“频”
——太仓调频广播开播30周年琐忆

□宋祖荫

离开母校37年了，期间经历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
事。不管自己身处何时何地，母校的一砖一瓦，老师
们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一般，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
海中。每当想起母校，经常感慨自己命运的改变，我从
一个农村娃蜕变成一个都市白领，离不开母校无数老
师的辛勤付出。母校四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
成长阶段。尽管离开母校后的人生充满曲折，但在母
校四年当中学到的自学能力，使我总能“化险为夷，柳
暗花明”。因此，我对沙中母校内心充满感恩之情，对
母校的教师们心存感激之心。

四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沙中老师们
的认真负责。母校的许多教师当中，我印象最深刻、最
难忘的便是我们84届初三（4）班的班主任陈惠珍老
师。我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时，就觉得她非常有干劲，说
话有底气，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很像电影中部队里的指
导员，同时有很强的亲和力。沙中这么多老师当中，为
什么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呢？ 离开母校后进入大学，见
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学方法。走上社会，碰到了
不同的领导、不同的领导风格。甚至在国外，经历了不
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老师们的教育方法。有了不同
的学习体验，就有了深刻的比较，可以说，我们84届初
三（4）班班主任陈惠珍老师，是母校沙中历史上一位非
常优秀的班主任。

1983年新组建的初三（4）班，大多数同学都是沙
溪镇周边村里的孩子，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比如我，语
文、物理、地理和历史等课程都很弱，因为以前村办老
师一人身兼几门课程，我没有见过正规的老师。另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农村户口的
孩子通过读书成为城市居民户口，获得铁饭碗，是绝大
多数农村学生的梦想。陈老师总能以身说法，时时叮
嘱大家，只要好好读书，都能改变命运，可以考中专，也
可以读高中，将来考大学。她的话，给我们这些没有见
过什么世面，父母几乎都是文盲，对外面的世界认知非
常低的学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确立了个人奋斗的目
标。所以，好的班主任，不仅仅是认真负责的学生“连
长”，也是优秀的学生思想“指导员”。

教学方法得当，学生一生受益。陈惠珍老师中等
个儿，作为我们的英文老师，她虽然不像其他老师那
样，在课堂上时时幽默地说笑，但她那如母亲般的威
严，严谨的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循循善诱的教
学方法，使我们获益良多。对于我们来说，陈老师就如
同母亲。在她的影响下，我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倍增，上
陈老师的课也特别专心。得益于初三打下的良好英文
基础，我在高中甚至在大学，英文考试成绩一直不错。
大学第二年就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四级
成绩在450名同年级大学生中排第一，获得过一等奖
学金。后来自学了日语。良好的英文加上日语能力，
保障我在上海日资企业工作了13年，在日本大阪工作
了一年。对我来说，在上海，我终于站住了脚，扎下了
根。饮水思源，我今天的一切归功于母校老师们的栽
培，与我初三时候的班主任陈惠珍老师对我英文兴趣
的培养和自学能力的养成是分不开的。

与学生家长的互动——家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农村，很多学生读完小学就辍学，然后去学一门手艺，
泥水匠、木匠或白铁匠等。很多父母通常也是这么想
的，对子女的期望也是顺其自然，没有什么大的期望。
当时陈老师专程到我家家访，和父母交谈，大意是你儿
子学习还行，好好支持他学习，说不定能考上中专，变
成居民户口。几十年后回想，对于已经学过管理学，具
有许多人员管理经验的我来说，陈老师的家访，对于当
时的我们家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这是老师与家长的互
动，是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后来，我甚至想，如果我是
初中或高中班的班主任，我要像陈老师那样，骑上自行
车，利用假期，把每个学生家都跑个遍，把每个学生的
家庭情况等都做成小卡片，了解和帮助他们。

与学生的互动——正面激励。记得陈老师每天都
早早地到教室，每天晚上参加我们的晚自习，确保了解
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每当同学们成绩有所提高，她
会当面表扬。记得有次期中考试，我从班里的22名一
下子变成了前5名。她欣喜于我的进步，晚自习时鼓
励我继续努力。后来大学的许多老师上完课后拍拍屁
股走人，即使一学期结束大家也互不认识，陈老师与学
生积极的互动难能可贵。对于一群对外面世界的理解
尚且懵懵懂懂的15岁的孩子来说，能经常被老师正面
肯定，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暑假期间陪我参加面试，请我吃饭。记得我1984
年中考考了595分，暑假期间报的南通师范学校通知
我去面试。陈老师陪我一起去太仓，我记得清楚，她帮
我买了车票，面试结束后请我吃了冷面。现在回想起
来，当时我父母可能也没有给我钱，白吃了陈老师一顿
饭，15岁的我甚至不知道说一声“谢谢”，最后也没有
归还，真是惭愧。

在这里，我诚恳地向陈惠珍老师说一声：谢谢
您！

怀念您，敬爱的陈老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您的
教诲和引导使我收获了无尽的知识与智慧，成为了更
好的自己。

我们永远怀念您，敬爱的陈老师。您的离去让我
们痛心。我们将永远怀念您的恩情和付出。愿您在另
一个世界安好。

我在农村长大，那时在太仓乡
间，一日三餐中少不了的菜就数酱瓜
了。每年夏天，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
酱瓜。酱瓜浓浓的酱香味道，至今想
起来还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初夏时节，母亲开始做酱。那时
候的酱都是自家做的。母亲把黄豆、
蚕豆等磨碎后拌和在一起，放在竹匾
里摊匀，盖上一块湿布。竹匾放在屋
内的阴暗一角。母亲说这个时候不
仅竹匾不能移动，连窗户和门也不能
打开。对年幼的我来说，做酱，被蒙
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过了十天左
右，母亲再去揭开盖布，奇迹出现了，
呈现在眼前的是绿茸茸的霉层。等
霉透之后，母亲把霉豆饼拿到室外暴
晒，晒透之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大
暑天。酱缸搁在屋前场地的木架上，
将冷开水加盐倒入缸里，霉豆饼放进
去和匀，盖上纱布罩，放到太阳下暴
晒，夜露冷却，直至充分发酵成酱。
慢慢地，酱的颜色晒成暗红色，一
股酱香味扑面而来。待酱做
好后便开始腌制酱瓜了。
晒酱最怕进雨水，夏季多
雨，酱缸很重不易搬
动，所以酱缸要有
盖子。盖子形
如斗笠，用竹

篾编成。暑假里，我们兄弟俩负责盖
酱缸，乌云密布，盖好酱缸盖；雨过天
晴，掀开酱缸盖继续晒酱。母亲做的
酱，主要用来酱瓜吃。

茄子、黄瓜、扁蒲、菜瓜等都可腌
制酱瓜。菜瓜是一种花皮菜瓜，瓜皮
上镶嵌着一条条墨绿色的花纹，很像
青蛙，也称田鸡瓜。因瓜皮上布满了
一根根细小的绒毛，又叫毛菜瓜。菜
瓜主要用来腌制酱瓜，生菜瓜做成的
酱瓜又脆又嫩。清《嘉庆直隶太仓州
志》载：“菜瓜俗名酱瓜，亦可腌藏。”
菜瓜好像就是为酱瓜而生的。

要想做好酱瓜，每道工序都要严
格把关，不能马虎，否则做出来的酱
瓜不仅味道不鲜美，搞不好还会坏
掉。母亲仔细地将黄瓜、扁蒲、菜瓜
等瓜料洗净切开，均匀抹上盐，放入
缸中，用砖头压实。待挤压出水分
后，捞出瓜料晾晒到半干，再入酱缸
中腌制。在酱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
十多天后，瓜就酱好了。只见酱瓜色
泽澄黄、晶莹透亮，咬一口咸淡适口、
清脆鲜嫩。整个夏季，一批酱瓜被

捞出，一批瓜料又被投放进去，
如此循环反复，直到一缸酱

成了绛紫色，腌出来的
酱瓜照样好吃。

母亲做的最多的

是酱茄子。我家房前屋后、自留地上
种了许多茄子苗，夏秋季茄子长成，
吃不完就做酱茄子。先要磨去茄子
皮，磨茄子是我的任务，手拿茄子在
磨刀石上边磨边转，直到把皮上紫色
全部磨去为止。我再用细针在茄子
上扎些小孔，便于茄子内水分蒸发和
酱汁渗入。茄子酱好后，母亲把酱茄
子分装在几个陶制豆坛中，密封保
存，一直吃到来年新酱瓜做成。我至
今还记得母亲那时常说的一句话：

“酱茄子撕开后里面有一包卤汁，特
别好吃。”

酱瓜是吃泡饭的极佳小菜，吃法
比较单一，基本不与其它菜一起炒
食。酱瓜炒毛豆是个例外，这道菜至
今仍是太仓人喜爱的家常菜。将新
鲜毛豆剥去外壳，酱瓜切成小粒，用
毛豆粒与酱瓜粒一同炒食，咸鲜爽
口，在炎炎夏日令人食欲大振。

现今，酱瓜不再是一日三餐的必
备菜，仅是人们的调味小菜。超市
里的酱菜种类也极多，五花八门，看
得人眼花缭乱，味道更是应有尽有，
但我总觉得这些酱菜远不如农人自
己腌制的酱瓜味道鲜美。尝过众多
美食，我最难忘的还是家乡的酱瓜，
那才叫氤氲着乡土绵长、诱人食欲
的最真味道。

雨止之前
把小院子拖了一遍
剩下的让雨继续冲刷
打把伞走到小绿色们跟前
雨止之前
叶子会被雨点打动
它们畅快，我也欢喜
要是能成为它们，
料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该长长，该开开
哪天叶子黄了
就懂了，就学着沉默
学着沉默里期待
生命怎能失去期待
不然那跟枯木有何不同

难忘酱瓜
□龚志明

雨夜（（外一首外一首））
□陶震

夏雨

怀念陈惠珍老师怀念陈惠珍老师
□高文元

乌云里逃出的雨
在大海里起浪
在泥土里黑暗
再也没人叫它是雨

你说远处似青山
昨天的云去向不明
我说只见青山白云绕
今夜的雨从何而来

我，是我的翅膀
也是我的牢笼
我从未到过明天
那是我未知的命运

月季在窗边困了
我关了离她最近的那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