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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礼 貌 用 语 常 挂 口 文 明 礼 让 牢 记 心

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与淮河交汇处，古
称山阳。淮安城池构造独特，从晋代一个大
镇，经过历代的营造和修葺，到明清时期，已
形成由旧城（老城）、新城、联城（夹城）三座
城相连组合而成，距今已有 1670 多年建城
史。虽经过历代战争考验，风雨沧桑，仍十分
坚固，故民间有“铁打的淮城”之说。

淮安城街巷布局是按古代城市街巷的标
准格式设计而成，街巷结构为“棋盘”格式，
既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有江南的传统建
筑特点，体现出古朴、深厚和庄重的气氛。每
一条古老的街巷都可以讲出故事和传说，具
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尧淮安城池的历史由来与多次修葺

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为解决运兵屯
饷，从邗城引长江水至末口，史称“邗沟”，

“筑堰于北辰”车坝入淮，逐步成为南北漕运
咽喉，控制江淮的军事重镇。淮安（山阳）城
池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晋代，汉时山阳“为射
阳地”。 据射阳·官吏·荀羡 《舆地纪胜》记
载，山阳城始建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 年），
由时任守将荀羡所筑。《晋书·哀帝纪》载，隆
和二年（363 年) 十二月，庾希镇守山阳。《水
经注》谓：城本庾希所镇。东晋义熙七年（411
年)分广陵郡设山阳郡（《晋书·地理志》），同
时置山阳县。

隋唐时期，改山阳郡建制，将郡改为州。
隋于开皇十二年（592 年)置楚州，唐于武德
八年（625 年) 再次定名楚州。唐上元二年

（675 年)和大中十年（860 年)山阳城先后修
葺过两次。清代范以煦（山阳人）以《淮孺小
记》)记载，宋代，“宋金交争，此为重镇”，对这
座城池的营造，就较前代更为重视。乾隆十
四年《山阳县志》载，南宋“孝宗时，守臣陈
敏”将楚城“重加修葺”，“北使过淮，见雉堞
坚新，称为银铸城”，50 年后嘉定初年倒塌，
很显然宋时楚州为土城。所谓“银铸城”并不
神秘，修城后用石灰抹了外墙色如白银罢
了。到了南宋后期，不得不又进行了两次修
建。

据《淮孺小记》记载，宋代对淮城建制和
名称作了多次变动，“自宋绍定元年（1228
年) 改名为淮安军、淮安县，端平元年（1234
年) 改淮安州”，为淮安之名的开始。元代置
淮安路，但它对淮城的利用和修葺有些踌
躇。元代后期，“至正间（1341-1368 年元朝覆
灭），江淮兵乱”，守臣张士诚部将史文炳认
为“因旧土城稍加补筑、防守”，由于旧城的
残破和荒芜，如将旧城毁掉重建，那比建新
城工程量还大，若是将残破的旧城进行修
葺，工程量也十分艰巨。另建新城，工程虽然
也很大，但不复杂，而且坚固易守,史文炳决
定于旧城北另建新城。明天启六年《淮安府
志》记载：“新城，去旧城一里许，山阳北辰
也。元末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此时筑土城临
淮。”现存三部明《淮安府志》和几部清《山阳
县志》都有张士诚部将史文炳修筑淮安新城
明确记载。

二尧明清时期淮安城池改造和扩建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也
是我国古代城市空前发展的时期。明初，对
淮安旧城改造和扩建十分重视，多次进行了

“增修”，并“包以砖壁”，将所有城门洞也完
全改为砖砌。城墙上还建造楼橹、敌台、窝
铺，修筑了雉堞。此后，明清两代又多次重
修，据清同治十二年《重修山阳县志》）记载，
其中乾隆年间一次重修，就“发银四千余
两”，在“各门添建兵堡营房”，在城墙上增建
了城楼、敌楼和“北城圈”。

新城原也是泥土筑成。“明洪武十年，指
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年间又
进行了“增筑”。清代也不断重修新城。其中，
仅乾隆十一年（1746 年) 一次修里墙，“戗土
加帮宽厚”，就“发帑银二万五千七百余两”。

据明天启六年《淮安府志》记载，嘉靖三
十九年（1560 年),倭寇犯境时，漕运都御史章
焕奏准建造联城，联贯新旧二城，俗称夹
城。明清两代又重修过几次，据清《重修山阳
县志》记载，乾隆九年“发银六千八百余两”。
联城的建造，使旧城、新城、联城连成一体，

这种三城并列的格局世界罕见，全国仅有。
旧城渊老城冤 旧城是淮安城的主体，于晋

穆帝永和四年（348 年），由时任守将荀羡所
筑。据清同治《山阳县志》记载：旧城“周长十
一里，高三十尺”，原有城门五座。“东曰观
风，南曰迎远，西曰望云，北曰朝宗”，在西门
稍北一些的地方，原有“清风门”一座，元兵
渡淮时，守臣孙虎臣将其堵。后来东城门更名
曰“瞻岱门”，南城门更名曰“迎薰门”、西城
门更名曰“庆成门”，北城门更名曰“承恩
门”。老城“四门皆有子城，城各有楼”。所谓
子城，就是城门之外附属之城，由城门两边向
外筑一个三面有城墙的小城，将主城的城门
包起来，再从子城的一侧开门供出入，目的是
增强防御功能。子城又叫月城，如筑成方形的
则叫方城，筑成半圆形则叫瓮城。老城“城上
大楼四座（四门各一座），角楼三座，东、南门
设有吊楼，窝铺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
垛”，另有西水关、巽关、北水关三座。城区有
萧湖、勺湖、万柳池（月湖）等湖泊，占城市面
积 30%以上。

新城 新城即古北辰坊，距老城一里多
地，建于元末，由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在淮时建
造。“周长七里零二十丈，高二丈八尺，东西
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三百三十四丈”，有城
门五座，“东曰‘望洋’，西曰‘览远’，南曰‘迎
薰’，北曰‘拱极’，门各有楼”，在大北门的西
边有小北门，叫“戴辰”，东西有子城，另有小
北门曰戴辰。有角楼四座，还有南水门二座；
北水关，即末口遗址；东南水关，久塞。

联城渊夹城冤 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俗称
夹城，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漕运都御
史章焕建。主要用于备倭。联城是从东西筑城
垣，联接新老二城。“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
尺”，“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城高一丈
四五尺不等，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城
楼大小四座”。东南城门曰“天衙门”，东北城
门曰“阜成门”，西南城门曰“天成门”，西北
城门曰“天衢门”。还有四座水门，建雉堞六
百二十垛。联城的建筑，使三城连为一体。明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加高备厚。明万历
二十三年（1595 年），添设角楼四座，其后日
倾圮。清乾隆九年（1744 年），督抚题准发银
六千八百余两，饬山阳知县金秉祚承修。清道
光、光绪年间亦曾大修过。

水关 三城共有水关九处。其旧城水关有
三处，西水关在西门南端，现名为矶心闸，

“旧通舟楫，可达西湖（即管家湖）”，自明代
嘉靖年间，“运道改由城西，始即其处建响水
闸，引运河水入城”。北水关在北门稍西处，
可通小舟。旧有石槽五层，可以下板，以防水
患和盗贼。在旧城东南隅的水关叫巽关，明天
启年间知府宋祖舜（东平人，进士）采士民公
议开凿，“引宝带河水入城，明末堵闭”。后在
清雍正四年（1726 年)漕运总督部院张大有始
行开放。其新城水关有二处，北水关即古末
口，新城南门西为南水关。其联城水关有四
处，东南水关亦曰巽关，在清同治以前就已淤
塞。

市河尧 文渠 淮安城内河渠旧有两条，一
条叫市河，一条叫文渠，是贯穿旧城、联城、
新城的城内河流。据《淮安府志.城池》记载：
文渠开自“明嘉靖间（1522-1566 年）知府王
凤灵，因旧沟渠改凿，宽深四五尺、六七尺不
等，甃以砖石，覆以厚板，引西关之水，曲折
达于府学泮池”，在文渠的堤坡下打下了众多
木桩，垒砌了坡砖。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秋冬间“费白金五百余两”重修疏浚；清
光绪六年（1880 年）对文渠彻底整修，用白银
约四千两，水系总长三千一百六十八丈四尺，
约合 21 华里多。原分别由响水闸（旧西水关）
引运河水入城和由旧城巽关引宝带河水入
城。由西水关矶心闸（响水闸、鸡心闸）引运
河水入城，通称为文渠，分别出旧城北水关，
由联城入新城，出新城而后东入涧河；出巽关
经龙光闸也入涧河。水关和文渠在淮安城发
展史上曾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引运河水，流贯
城内四方，使三城可以“内外通舟，泄三城
水”，因此被称为“一郡风气，血脉所关”。

藏军洞 为了加强淮安城的防御能力，以
备战时藏军之用，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据清乾
隆年间编修的《山阳志遗》、清光绪《淮安府
志》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清同治、
光绪年间的《山阳县志》和民国时期编修的

《咏淮纪略》载：在新城初建时，“新
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
丈余……”，清代好几个版本《山阳
县志》 都载有开挖了一条藏军洞，

“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
城三十里”。

围砦 在淮安三城之外，还有围
砦———“并小村为大村，筑垒距守”，

“凭险筑砦”。在淮城周围的围砦有：
一是“西门外长围”，“筑于运河东
堤，南起下一铺，北至北角楼”；二是

“城东下关围”在新城东北角；三是
“城东南门围”，旧城南环“龙光阁”；
四是“河北围”（在今河北居委会和
河北村）；五是“河下围”（在今河下
居委会），以河下围最为坚固严密。
东至新城城根，西至西圩壕，南至运
河，北至市河，周长 8 里有余，高五
尺，有炮台八座。传说城里与围砦之
间有暗沟相通，可以秘密运动兵力，
打击敌人，使淮安成为苏北的军事
重镇，享有“铁打的淮城”之美誉。

三尧淮安城街巷格局与名称

淮安城内街巷的布局是按古代城市街巷
的标准格式设计而成，街巷结构成“棋盘”格
式。南门城门楼（迎薰门）、镇淮楼、总督漕运
部院、淮安府衙都在城内中轴线上，总督漕运
部院建在城中心，足显朝廷派驻机构的地位，
城内六条东西走向大街的街名大都是以官府
衙门坐落位置来命名的。镇淮楼雄踞督府之
前，以此展开的棋盘式东西对称的 63 条街、
109 条巷。但随着朝代不断更叠，时代变迁，
明清时期各类史志所记载的街巷名称、数字
不尽相同。

旧城渊老城冤棋盘式街巷格局 由于淮安
特有的三城相联的格局，其街道也有着与众
不同的特点。位于旧城淮安城中轴线的大街
叫中长行，共有三段：自南门向北穿过谯楼

（镇淮楼）直至总督漕运部院门前，今称南门
大街；自漕运总督署，稍西向北为上坂街：南
自上坂街北头府市口，向北直至承恩门（今已
通至礼字坝）今称北门大街。在中长街的东
西两侧，又辟两条南北干道，东称东长街，西
称西长街。漕运总督部院门前东西走向的大
街，叫漕院前街。从青龙桥至西长街，后东段
称院东街，西段称响铺街，今称镇淮楼东、西
路。从西门向东至西长街的街道为西门大
街。自东门而西经过淮安府衙门前直抵西城
墙的东西走向大街，称东门大街。县前街，在
山阳县衙前，东自东长街，西至城偶，今称县
东街、县西街。更楼东、西街，大鱼市口东、西
街，小鱼市口东、西街，是分别连接东长街和
西长街的三条平行街道。这样南北三条、东
西五条干道，加上众多的干支巷道，把淮安旧
城（老城）分成了棋盘格式的街巷布局。

繁杂的街巷名称各有特色
一是与产业、集市、作坊有关。有：珠市

街、大鱼市口东街、大鱼市口西街、小鱼市口
东街、小鱼市口西街、蜡烛街、马福街、下一
铺街；打箔巷、小羔皮巷、大羔皮巷、打线巷、
文寿巷、马尾巷、碎米巷、笔管巷、灯笼巷、撒
珠巷、竹床巷、豆腐巷、玉器巷、皮巷、堂子
巷、小牛巷、锅铁巷等。

二是与人物姓氏、掌故有关。有：胯下南
街、胯下北街、驸马巷、窦娥巷、王举人巷、双
刀刘巷、倪进士巷、余家巷、陈千户巷，施家
巷、邱家巷、戚家巷、廖家巷、范巷、罗家巷、
童家巷、涂家巷、童王巷，百善巷、多子巷、龙
窝巷、百姓巷、一人巷、小麒麟巷、大麒麟巷、
因子巷、回笼巷、牵马桥巷等。

三是与庵堂寺庙、亭台楼阁有关。有：太
清观街、岳庙东街、岳庙西街、吕祖殿街；大
观音寺巷、小观音寺巷、夯轮寺巷、城隍庙
巷、金华寺（金画士）巷、天主堂巷，关帝庙
巷、小楼巷、草楼巷、牌楼巷、三官殿巷，天妃
宫巷、大元轩巷、二郎庙巷、文通（塔）巷、五
神庙巷、小陆寺巷、台山寺巷、地藏寺巷、马
王庙巷、小人堂巷、金刚社巷、三台阁巷、潘
都堂巷、火星庙巷等。

四是与城市构筑物有关。有：棋盘街、双
副街、上坂街、九板桥街、小八字桥街、高公
桥西街、太平街、涧河南街、顺城街；北近城
巷、南近城巷、水巷口、草桥巷、通元桥巷、化
民桥巷、大香渠巷、小香渠巷、蒲葭巷、彩虹
巷、仓桥巷、大库塘巷、系马桩巷、水洞巷，照
壁巷、东大沟巷、北大沟巷、南大沟巷、大辕
轩巷等。

五是与棋盘式格局方位有关。 有：东门
大街、南门大街、西门大街、北门大街、老西
门大街、东长街、西长街、中长街、县东街、县
西街、响铺街、汉王街、棋盘街；七家湾巷、韦
(围)墙巷、大柳巷、头条巷、二条巷、三棵树
巷。

六是与官府衙门兵营学堂书院有关。
有：漕院前街、院东街、院西街、双塞街、邢部
街、察院街、旧南府街、县前街、局后街、兴文
街、府学街、更楼东街、更楼西街;兵马寺巷、
捕衙巷、二衙巷、头条营、二条营、三条营、四
条营、局巷、卫巷、保安巷、县学巷、县府巷。

新城 有: 东门大街、南门大街、西门大
街、西门后街、东长街、西长街、中街、清平桥
街、昌民桥街，崔官巷、周官巷、莫家巷。

联城（夹城）有：夹城街、半坊街、东坎门

街、清平桥街、马路街，鎏金巷。
街巷多条名称重复同名 淮安街巷的另

一大特色，是在同一个城市内出现了重复同
名的街巷。如堂子巷，一共有 3 条：一条在老
城南门内，一条在河下，还有一条在下关，都
是因巷内有浴室而得名。中街有 2 条：一条在
新城、一条在河下；小楼巷、草楼巷各有 2 条：
一条在老城，一条在河下；周官巷有 2 条：一
条在新城、一条在河下。

四尧 河下街巷名称特色明显

古镇河下，为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商埠之
一。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沿清江浦建船厂
十座，河下亦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至明代
中叶，“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北盐引批验
所”驻节于此。河下迅速成为“漕艘贾舶连
樯，云集湖嘴，回空载重百货由列，人文蔚
起，甲第相望，园亭林立”。形成了“东襟新
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
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
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约二里”的格局。

“城内桥多，河下巷多”，这是河下街巷的特
点。据《淮安河下志》记载河下曾有 108 条街
巷，但相关史志记载也不尽相同，有 24 条街、
122 条巷。境以竹巷街、估衣街、琵琶刘街、罗
家桥街等，为东西走向的主要街巷，以湖嘴大
街、中街、古枚里街、花巷、茶巷等，为南北走
向的主要街巷。河下街巷的名称有七种情况：

一是以官宦名人或大户人家姓氏取名。
有状元里街、古枚里街、光禄第巷（程开祜官
南京光禄寺居此）、杨天爵巷（原名锡巷，后
因明洪武户部尚书杨靖居此而改名）、状元楼
巷（状元沈坤府居此）、太史第巷（程瀣亭太
史居此），许天和巷、余千户巷、周官巷、侯家
巷、倪家巷、马家巷、朱家巷、仓家巷、高升
巷、关家巷、高家巷、童家巷、阎家巷、徐家
巷、齐家巷、王斗神巷、柳家巷、梅家巷、张家
巷、胡氏楼巷、西鑫巷、梦家巷。

二是以典型古建筑风格取名。有花园巷、
牌坊巷、草楼巷、小楼巷、板桥巷、牌楼巷、惠
灵巷、郑公馆巷、阎家过道巷、黄家香院巷、
西圩门巷、贾大门巷、管家大门、罗家大门、
宣家大门。

三是以行业作坊和著名店号取名。有估
衣街、古菜市口大街、板敝街、螺蛳街、鼓子
街、竹巷街、花椒刘街；米家巷、白酒巷、烟店
巷、小粉店巷、小花巷、灯笼巷、曲坊巷、茶
巷、水巷、花巷、粉章巷、药店巷、书店巷、笔
店巷、钥匙巷、羊肉巷、驴市巷、马巷、贩鱼
巷、扁担巷、干(乾)鱼巷、玳瑁鱼巷、童羊馆

巷、钉铁巷、打铜巷、锡巷、摇绳巷、小绳巷、
绳巷、风箱巷、夹板箱巷、五字店巷、仁字店
巷、文字店巷、豆字店巷（因徽商程氏盐店字
号得名），堂子巷、湘泉巷（由澡堂子的字号面
得名）、琵琶刘巷、百岁坊巷、火巷、茶干巷、
鎏金巷。

四是以庵观寺庙取名。历代建有佛教、道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寺院庵堂命名的有：
莲花街，小广福寺巷、大广福寺巷、土地庙巷，
火星庙巷、财神庙巷、三元宫巷、清妙观巷、药
师庵巷、三官殿巷、关帝庙巷、弥陀庵巷、礼拜
寺巷、清真寺巷、都天庙巷、七曲文昌巷、地官
第巷、天官第巷、黄扬院巷。

五是以漕运盐业机关取名。朝廷在河下
派设管理漕运、盐业的机构命名有淮北所巷、
河泊所巷、判厅巷。

六是以方位数字及其它取名。以所处地理
方位及数字大小来命名有：中街、空心街、三
板桥街、四板桥街，二层街，东关厢街、西关厢
街、南关厢街、北关厢街，柳浦关街；一房山
巷、前三条巷、中三条巷、后三条巷、西三条
巷、七条巷、裤裆巷、裤脚巷、斩龙巷、翠花
巷。

七是以桥梁码头渡口取名。河下境内水
系发达，构筑的桥梁、渡口、码头与之相关的
有：湖嘴大街、石工头街、罗家桥街、相家湾
街；沧浪巷、姜桥巷、仓桥巷、殷家码头巷、老
堤头、毛家渡口、杨家渡口、水溜子。

五尧淮安街巷民居浓郁的地方特色

淮安的街巷民居既有江南的传统建筑风
格,以“粉墙黛瓦”为特色，色调明快；淮安的
街巷民居也有着苏北浓郁的地方特色，则以

“青砖灰瓦”为特点.体现的是古朴,深厚和庄
重的气氛。沿街巷的民居基本上以 2 层砖瓦
木质结构小楼为主，以“上宅下铺”，或以“前
店后坊”的面貌出现。主要街巷中间用长条石
铺路,两旁用青灰砖立面铺设，条石下面为雨
污下水道；一般街巷中间用较宽的长条石竖
铺，两旁也用青灰砖立面铺设，或碎砖块、或
土质路面；小街背巷基本都为土质路面。主要
街巷一般宽一丈八尺，小街背巷一般宽一丈
二尺左右。主要街道两头往往竖有牌坊,有的
还建有木质过街楼, 形成淮安城独有的城市
风貌。明代作者施耐庵，曾长期寓居淮安老城
大香渠巷直至去世,其所作《水浒传》中“潘金
莲失落竹杆巧打西门庆”的情节,其创作背景
或许就来源于淮安的街市场景，显示出淮安
古民居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科研价值。

明清时期淮安城池街巷格局与特色
董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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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荫桃 刘学君 郑芳

自我区启动人大规范化建设三
年行动以来，车桥镇人大主席团争取
多方支持，全力打造村级人大代表联
络站，确保做到全镇 33 个行政村居
家家有站点、村村有代表。

镇人大主席团精心谋划、全程把
关，为每个村居量身定制符合自身特
色的人大代表联络站，有的村居把联
络站建在村委会办公点，有的把联络
站建在文化礼堂，更有的把联络站建
在小卖部内，形式多样，既符合村居
特点，又拉进了群众与人大代表之间
的距离，群众找代表议事说事也较以

往更方便、更快捷。
据悉，该镇 33 个村居人大代表

联络站每周一至周日均会安排人大
代表轮流值班，倾听群众意见，反映
群众诉求，将群众一些急事难事不平
事及时记录下来形成工单交给有关
部门处理。

该镇群众反映，“村居人大代表
联络站我们有事可以来，平时没事也
可以进来唠唠家常，和代表交流谈
心，在交流之间增进我们和代表的感
情。”该镇还在各联络站内配置了一
些必要的便民设施设备，把人大代表
联络站真正打造成群众的“温馨之
家”。

融媒体记者 仲昱晓 阚昊天

日前，康教幼儿园在恩来社区开
展“传递爱与温暖 给自闭症儿童撑
起一片蓝天”公益宣传活动，呼吁全
社会共同关注自闭症患者。

2018 年成立的康教幼儿园是淮
安市唯一一家全日制公办、康教结合
的幼儿康复园。目前，幼儿园免费提
供残疾儿童康复教育，满足特殊学生
不同的学习和康复需求。

活动现场，康教幼儿园老师和家
长倾心交流，宣传自闭症康复训练相
关知识，并上门看望慰问了部分自闭
症儿童，详细了解孩子的康复情况，
鼓励家长克服困难，树立信心，用爱
点亮自闭症儿童的前行之路。

活动中，志愿者呼吁更多人关注
自闭症儿童，早发现，早治疗，早干
预，早康复，为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
迎接美好的未来。

融媒体记者 阚昊天
实习记者 吉秋婷

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弘扬脱贫攻
坚精神，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日前，楚州中学举办以“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培育学生使命担当”为主
题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事迹报
告会。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车桥
镇丰年村党总支书记卢攀峰应邀作

专题宣讲。
卢攀峰以“党建之光照亮丰年村

脱贫之路”为题，与师生们分享了去
北京接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颁
奖的场景、感慨和收获，讲述了自己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他勉励新
时代青年，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努力学习，增长知识，早日成为国家
的栋梁。

楚州中学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培育学生使命担当

通讯员 周 佳

为加快服务业转型升级，进一步
发挥服务业特色产业项目辐射带动
作用，区发改委积极谋划、深度挖掘，
推进一批体量大、支撑性强、引领作
用明显的项目列入市服务业特色产
业项目。

今年我区 28 个项目列入市服务
业特色产业项目，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额 97.05 亿元，全市排名第一，其中
现代物流、生态文旅、现代商贸和其
他项目分别是 11 个、11 个、5 个和 1

个，年度投资计划分别为 43.9 亿元、
31.5 亿元、20.65 亿元和 1 亿元。

大运河浅铺河工文化传承交流
中心、萧湖旅游度假区项目等生态文
旅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盘活旅游资
源，丰富“文化 + 旅游”内涵。德邦快
递、中通四期等现代物流项目的建
设，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业务
由快递分拨向大件快运升级，物流仓
储向智能仓储转型，推进产业链高端
化。海棠广场商业综合体、河西商业
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城
市业态。

我区28个项目列入市服务业特色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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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阚昊天 仲昱晓

日前，博里镇邀请淮安江艺杂技
团到仇桥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 暖
春行动”，为老人们送去爱心和欢乐。

伴着时而激昂时而悠扬的音乐，
《软功转毯》《走钢丝》《花样溜冰》《柔

术滚灯》《动感呼啦圈》等一出出惊险
炫酷、诙谐唯美的杂技节目轮番登
场，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据悉，博里镇将以“敬老爱老 暖
春行动”为契机，宣传仇桥杂技，助推
老龄工作开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通讯员 吉海洋 黄 雪

近日，区安全生产第一巡
查督导组进驻淮城街道，巡查
督导街道的安全生产工作。

督导组要求街道上下切实
认清安全生产巡查督导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清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督导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
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切实把握安全生产巡查督导的
总体要求，进一步树牢新发展

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相结合，坚持突出重点和全
面整治相统筹，落实党政领导
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
责任，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向纵深推进，推进安全生产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
实加强安全生产巡查督导的组
织领导，加强舆论引导，严格工
作纪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巡
查督导工作，推动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整
体水平。

街道党工委书记骆东华
表示，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全
街道上下要按照区第一安全
生产巡查督导组要求，以高度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主动配
合、积极支持，确保各项巡查
督导工作顺利开展，切实把安
全生产工作抓得更严、压得更
紧、做得更实，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街道高
质量跨越发展提供坚实的安
全保障。

博里镇

开展“敬老爱老 暖春行动”

通讯员 汤鹏程

顺河镇多措并举，抓落实、重实
效，全力做好 2021 年春季征兵工作。

该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任组长，
镇武装部长任副组长，各村居书记为
成员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
职责，落实征兵宣传内容，压实兵役
登记责任，全镇上下形成了齐抓共
管、有序推进的良好局面，确保征兵
工作开展速度快、有实效。

该镇在全镇范围内设置宣传、咨
询点 16 处，张贴征兵宣传标语条幅

200 余条，发放征兵宣传彩页 300
张，利用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走
村入户、村居公示栏等多种形式宣传
征兵知识，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
荣”的浓厚氛围。

该镇人武部组织各村居民兵营
长，通过现场走访、电话调查等多种
形式，掌握适龄青年的文化程度、家
庭情况、参军意愿等，逐一登记，建档
立册，统一安排至镇卫生院进行目测
体检。严把征兵各个关卡，严守廉洁
征兵工作纪律，力求把更多高素质的
优秀兵源输送到部队。

顺河镇

积极开展春季征兵工作

融媒体记者 张攀江 郭 威
仲昱晓

清明节前夕，施河中心小
学组织部分师生前往车桥战役
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在车桥战役纪念广场，参
加祭扫的师生举行了“沿着革
命先烈的足迹前进”主题中队
活动。在星星火炬队旗的映衬
下，全体少先队员立正敬礼，高
唱队歌。接着，少先队员向车桥

战役纪念碑敬献花篮，默哀致
敬。随后，同学们朗诵起诗歌

《清明，我们想起了您》，饱含深
情、激昂铿锵的童声回荡在广
场上空，表达了对烈士的缅怀
之情。

同学们走进车桥战役烈士
事迹展览馆，认真聆听了车桥
战役经过。车桥战役是抗日战
争时期，新四军第 1 师兼苏中
军区所属部队在车桥地区对日
伪军进行的进攻战役。战役中

歼灭日、伪军近千名，创造了华
中抗日战场上生俘日军最多的
战绩，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
光辉的一页。

施河中心小学校长施学兵
表示，开展清明祭扫活动有助
于引导学生更好地铭记历史，
增进爱国情感，培养家国情怀，
传承民族精神。希望同学们继
承革命先烈遗志，热爱祖国，听
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
年。

施河中心小学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融媒体记者 仲昱晓 郭 威

清明节前夕，“感知生命，
绽放人生”清明征文颁奖仪式
暨清明追思会在紫藤园公墓广
场举行。

活动现场，全体参与人员
向长眠于紫藤园公墓的逝者
敬献花篮，全体人员肃立，向

逝者默哀，行三鞠躬礼。
从今年 2 月初起，区文明

办、民政局和区作家协会联合
发起了以《你好，×××》为主
题的清明征文活动，共收到来
稿 127 篇。经专家评审，评选
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 6 名。活动现场，获奖
作者用饱满充沛的感情，真实

细腻的文字，诉说着对失去亲
人的怀念，在场听众为之动
容。

紫藤园公墓管理所主任赵
长顺介绍，用诗歌散文的方式，
来追思亲人，旨在引导广大群
众开展绿色殡葬，文明祭扫，进
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融媒体记者 仲卫卫 阚昊天

为有效阻止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建
立人群免疫屏障，保障全民健康，根据
国家和省市区部署，我区自 3 月 20 日
起全面启动第一阶段全民免费疫苗预
约接种工作，全区设立了 27 个固定接
种门诊和 1 个新增集中接种门诊，方便
群众及时接种。

记者在城东卫生院看到，冷链室的
工作人员通过江苏省成人预防接种信
息管理系统实时关注疫苗存量，按时申
请调拨，做好疫苗储备和保障工作。登
记室门口，前来接种的人员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有序地排队、登记。

城东卫生院防保所副所长陈会告
诉记者：“每天早上 6:30 开始一天的接
种工作，到晚上 10:30 才结束。我一天接
种人次大概在 300 多人，在接种过程
中，严格按照‘三查七对一验证’的制度
执行。”

在三堡卫生院，前来接种的人员在
各个村的指定登记点预约登记后便主
动排队。接种前，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接
种者的基础病史、健康状况，告知接种
后的禁忌和注意事项，接种完毕后，接
种者在观察室留观半小时，无不良反应
后自行离开。

“这次让我们符合年龄段的人全员
来接种，我认为镇村干部的服务以及医院的服务
是很到位的，登记、检查、接种，全过程我都比较
满意。”漕运镇韩码村村民陈万荣说。

三堡卫生院院长董敬生表示，“为便于群众
及时接种疫苗，我们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加点，
只要群众来了，我们都让群众得到及时接种。”

在朱桥卫生院，工作人员正在发放排队号码
牌，引导前来接种的群众在等候区休息，待叫到
号后再排队进入接种大厅。院内设立了等候区和
留观区，配备了遮阳帐篷、休息座椅、隔离米线，
对人员进行有效分流，虽然前来接种的人很多，
但院子里井然有序。

“我刚刚接种，现在留在这边观察半小时。”
村民周艾平说，“打新冠疫苗对家人和社会都有
保障，我会动员亲戚朋友都过来打。”

“下一步我们将对还未接种疫苗的人员进行
宣传动员，确保全镇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应种尽
种。”朱桥镇副镇长夏顶年说。

康教幼儿园

开展“传递爱与温暖”公益宣传活动

通讯员 徐 波 许焕军 王朝俊

日前，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通报，我区老年大学的“养教结
合，银发生辉”典型做法获评省老龄
委授予的“十三五”时期全省老龄工
作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共评选出全省
老龄工作优秀实践案例 10 项，我区
是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随着老年化趋势的日益严峻，区
老龄委、卫健委本着为老龄人群提供
优质服务的思维，紧紧围绕“健康江
苏”建设，持续推进老年健康服务，积
极探索，大胆创新，通过老年大学等
活动平台，创新康养理念，着力培养

“有快乐、有进步、有作为”的新时代
“三有”老人，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服务文化养老为己任，实现老
年人“有快乐”。区老龄委、卫健委和
老年大学把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放在突出位置，在教育对象
上，坚持开门办学，让全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和社会上老年人
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目前入学人数
已达 2600 多人，多科选修学员 3800
余人次。在课程设置上，按照老年人
的兴趣爱好，开设了 26 个专业 70 个
班，既有书画、诗词、音乐、舞蹈等传
统文化课程，又有电脑、智能手机、影
像制作等现代时尚课程，较好地满足
了各类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在
教学方法上，采取传统讲授与电化教
学相结合，做到有静有动不同形式，
有歌有舞不同内容，课上课下不同意
境，室内室外不同创意，让老年学员
们真正体会到老年大学是“更新知识
的课堂，文化娱乐的场所，延年益寿
的乐园”。

以党的思想建设为先导，引领老
年人“有进步”。区老年大学坚持政治

建校方针，以党的最新理论引领老年
教育，树立和培育积极的老龄观。学
校成立了临时党委，各班级建立了临
时党支部，实现了文化建校与政治建
校的有机结合。按照“围绕教学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要求，认真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积极开展“两学
一做”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办学
全过程，坚持每天利用班级微信群转
发“新闻早班车”和“三分钟新闻早
餐”，每季度一次党课和每月一次时
政课，要求全员参与，接受教育，使广
大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始终做到
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有力
地促进了老年大学健康发展。

以“银发生辉”工程为载体，促进
老年人“有作为”。区老龄委、卫健委
把实施“银发生辉”工程、开展争当

“银龄先锋”活动作为老年大学学员

老有所为的实践方式，鼓励他们利用
自身优势和特长，服务社会，以支部
为单位成立了由老党员、老干部、老
同志参加的志愿者服务队。近几年，
经常在重大节日和寒暑假走进社区、
乡村、特校、警营、养老院等单位，开
展公益服务，先后举办了以送文艺、
送诗词、送关爱、送春联、送民法典、
送广场舞教学、送文明新风等为主要
内容的服务基层活动 80 余场次。新
冠疫情期间，学员们创作近百首（幅）
抗疫诗词书画作品及 30 多篇抗疫报
道被国家级媒体发表。以“艺”抗疫举
办线上音乐会 15 场次，为抗疫捐款
87232 元，20 多名学员主动投身社区
疫情防控志愿者行动。老年学员们的
奉献精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
多家媒体的报道，获得了“全市最美
老干部志愿服务团队”荣誉称号。

我区“ ”
获评省老龄工作优秀案例

通讯员 韩晓健 张金波 翟 宁

春暖花开，走进平桥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平桥镇按照“整
村推进、规模开发、生态优先、集中打造核心
区”原则，加快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不
仅改善了农村面貌，也为农业稳产高产奠定
了坚实基础。

该镇去年底就制定了 2021 年度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计划，主动向上级争取项目。项

目落地后，平桥镇拟在 5 个村实施，受益面积
达 1.7 万亩，总投资约 3000 万元。该镇充分利
用春季施工的黄金季节抓落实、促进度，让 ５
个标段施工方尽早进场施工。项目涉及的村
主动解决进场前的各种矛盾，排除影响施工
的各种因素。目前，项目区内的所有项目进展
顺利，部分项目已经完工。

该镇在本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聘请
了江苏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监
理，同时把工程质量列入镇村干部的跟踪考

核中，并邀请“五老”人员每天到工地进行实
时监督，严把质量关，确保这项民生工程既能
有民益，更能现民智，确保无民怨。

为了保证平桥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
农忙用水前顺利完成建设任务，该镇不仅在
签订招标合同时明确完工时间，还考虑到任
务区内可能出现的矛盾。每个任务区内都成
立了项目跟踪组和矛盾调解组，把可能出现
的矛盾化解在施工前，为项目顺利进场和施
工做好前期工作，保证了项目建设顺利开展。

平桥镇高效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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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全生产第一巡查督导组进驻淮城街道

野感知生命 绽放人生冶
清明征文颁奖仪式暨清明追思会举行

新冠疫苗
接种进行时

车桥镇人大主席团

打造村级人大代表“温馨之家”

计划投资额 97.05亿元袁全市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