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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真武春光明媚，
“热气腾腾”。开春以来，真
武镇上下铆足干劲抓项目，
到处呈现“热辣滚烫”的项目
建设场景。

天淳环保清污机闸门项
目现场，一片忙碌景象。作
为今年列市重大项目，该项
目总投资1.1亿元，与中核电
合作，技术含量高、项目前景
好。“开春即开工、开工即起
步、起步即冲刺！”项目负责
人介绍，目前正对 6000多平
方米厂房进行技术改造，数
十台生产设备已经订购，可
望11月份竣工投产。

三峡能源真武50MW农
光（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计划总投资2.18亿元，在
农用地、鱼塘上建设光伏电

站，形成“上可发电，下可种
植、养殖”的发电模式。“去年
6月开工以来，项目紧锣密鼓
推进，目前光伏场区、开关站
设备已完成安装，本月 10号
首批 17.7MW并网发电。”项
目现场负责人束垠介绍，项
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均发

电 量 6420 万
度，年均节约
燃煤约 19850

吨。
“目前，项目已经立项，

施工CD图已编制完成并送
审，规划、施工等相关手续正
在办理，预计 5 月底开工建
设。”新时五金结构件制造项
目负责人曹功庆告诉记者，
由于自己对相关政策把握不
准，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划
范围存在疑虑，多亏镇主要
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商谈会

办，最终协助企业确定建设
方案，并派专人提供代办等
服务，“项目进度比预想的要
快得多！”。

一切围绕项目，一切为
了项目。真武镇科技助理、
工业园区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孙亮告诉记者，为了让项目
早落地、快建设，该镇全力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完善重大
项目领导挂钩机制，党政主
要负责人“一对一”跟踪服
务，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难题；推行项目“代
办员”制度，从项目立项、筹
备、开工到验收、完工，提供
一条龙服务，让企业少费心、
少跑腿，提振企业投资信
心。目前，全镇在手在建区
级以上项目 10个，一季度已
完成投资额超2亿元。

通讯员 张远辉
记 者 侯瑞芳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际，区实验小学组
织开展读书活动，陶冶学
生情操，引领阅读风尚。

任飞 摄

本 报 讯
（通讯员 王璐
记者 周圆） 日
前，宜陵镇文旅
Logo 正 式 发
布，助推该镇文
旅事业发展。

宜 陵 镇 文
旅 Logo 主要由
宜妃、螺蛳造型
发髻、蜜蜂造型
发簪、新老通扬
运河等元素构
成，呈现了宜陵镇文旅多元而丰富的文化
特色，展示了其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底
蕴。其中，Logo整体以宜妃的右侧颜背影
为造型，蕴含着宜陵镇镇名的历史渊源，
而螺蛳、蜜蜂等元素彰显宜陵镇特色美食
文化。

近年来，宜陵镇大力发展文旅事业，
连续十三年举办宜陵螺蛳大众美食文化
旅游季，建成王少堂纪念馆，完成了宜陵
镇慈云公园砖瓦窑保护工作，成功申报谈
锦西烈士受难处等红色文化项目。一系
列文旅项目的实施，推动全镇文旅事业蓬
勃发展。

4企跻身扬州“创新50强”
本报讯（记者 侯瑞芳 戴平） 日前，

2023年度扬州市创新型企业 50强名单揭
晓，我区4家企业进入榜单。其中，江苏亚
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位列第5位。

近年来，我区聚焦主体培育，结合实
际实施企业分类培育计划，稳步实施企业
创新能力“强基提质”行动，持续推进“高
企引领”工程，不断壮大创新企业梯队。
在推动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中集聚的
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
权、原创性技术的创新型企业。

我区跻身 2023 年度扬州市创新型企
业“50强”名单的 4家企业，分别为江苏亚
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双汇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新天鸿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涉及高
端装备、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丁伙镇的廷丰农牧养殖场，上千
平方米的养殖场中，仅 4名工人
管理着 8 万只蛋鸡。与人们印
象中养殖场难闻的气味不同，这
里弥漫着艾叶与玉米混合的清
新味道，令人耳目一新。

“看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
农业领域应用，我意识到发展机
遇来了。”养殖场负责人翟飞回
忆道，2016年，他回乡创业，从人
工养殖蛋鸡起步，到逐步引进全
自动化生产线，再到成功开启智

能化养殖。如今，他的养殖场年
产鸡蛋 1100 吨，产值 1200 多万
元。

走进鸡舍，映入眼帘的是整
齐排列的自动化层叠式大鸡笼，
鸡笼内蛋鸡下蛋后，一颗颗新鲜
鸡蛋便可“坐”着传输带，直达装
箱工作台。待到喂食时，仅需按
下电钮，饲料便可通过管道源源
不断地向食槽输送。

“我们给每间鸡舍都安装了
物联网管理系统，为蛋鸡营造最
适宜的生长环境，提高产蛋率。”

翟飞说，目前，蛋鸡的饲养管理、
温控调节、饲料加工、鸡蛋收集、
鸡粪收集及无害化处理已全部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既保证了鸡
蛋绿色健康，又大大节省了人力
成本。

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慢，
对于刚入行养殖的新农人来说，
引入智能化设备的成本高、风险
大。“但经过市农业农村局协调，
我们在引入机械设备时享受到
了项目补贴，政府还派了技术员
来厂指导，投产前担心的问题顺

利解决了，后面的路就越走越顺
了。”翟飞说。

像翟飞一样，肯吃苦、有技
术、懂经营的新农人不断涌现，
创新的力量持续注入乡土。在
江都区小纪镇的庆丰蔬果农产
品种植家庭农场，新农人张霞目
前管理的 1500 亩蔬果地，是当
地保供的重要来源，该农场去年
底被列入江苏省家庭农场典型
推介名单。

“小纪镇原本就是扬州市的
‘菜篮子’基地，这里祖祖辈辈都

种菜。我的父亲就有十几年大
棚蔬菜生产经验，大学毕业后我
看到自家的蔬菜种植技术不太
成熟，产业发展困难，就萌发了
创办农场、种‘科技菜’的念头。
但我的种菜理念和父亲不同，他
是吃苦在前，我是‘偷懒’在前
呐。”张霞说。

说话间，记者走进农场的智
能化温室大棚，只见大棚内干净
整洁，智能农业采集器正自动检
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一排排
洁白的培养基上，翠绿的秧苗焕
发着无限生机。随着墙上水肥
一体化设备阀门的开启，水和营
养液通过地下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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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伙都土地庙，是花木
名镇沧桑岁月中不可或缺的
历史见证。都土地神的传说
丰富多彩，据住持觉乘法师
所述，庙内供奉的都土地神
祗乃是韩愈昌黎公。韩愈生
前因维护道统、谏迎佛骨而
被贬，但他勤政爱民，深受百
姓爱戴。在他去世后，人们
感念其德，称其成为“天下都
土地”。

当地老人回忆，都土地
庙建筑风格独特，充满古朴
典雅的气息。庙宇采用传统
木结构，屋顶覆盖青瓦，显得
庄重而又不失雅致。庙内的
神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展
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寺庙朝向是常见的坐北朝

南，前殿是福德殿，都土地菩
萨五缕长髯，纱帽圆领，手持
象笏，背后是手持单刀的关
圣帝君，四周围绕六丁六甲
神将，中殿是天王殿，后进为
大雄宝殿。寺庙多是土木结
构，有少量青砖，钟鼓楼和法
文阁则为木制，巍峨高耸。
庙宇四周绿树成荫，花香四
溢，为这座古老的庙宇增添
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除了建筑之美，都土地庙
更是丁伙镇历史文化的载
体。丁伙素有春社和秋社的
传统习俗，村民们在庙宇前举
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土地
神的庇佑。这一习俗表达了
村民们对土地神的敬仰，也反
映了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历史的沧桑让这座庙宇
经历了许多波折，日寇侵华
期间，觉乘法师还俗参加革
命，庙产逐渐荒废。新中国
成立后，庙宇长时间作为村
部所在地，大殿也成了保管
室、村办幼儿班和医务室。
如今，虽然都土地庙建筑已
经不复存在，但它承载的历
史文化仍然被人们所铭记。

现存的一方青石碑，碑
文为阴刻小楷，字迹清楚，行
文流畅，扬州府江都县正堂
大印赫然于上。碑文为我们
揭示了庙宇的修建缘起和修
缮历程。碑文开头“钦加同
知衔、补用南直隶州、江南扬
州府江都县正堂，加五级随
带加二级”，指的是光绪七年

江都知县谢某的官衔，江都
是 大 县 ，所 以 县 令 加 同 知
衔。勒石记载的是：有位叫
陈天才的乡绅因年老无子，
故将一个草车篷约四十亩的
土地施与都土地庙做香火
田，其中提到当时的住持僧
是济川和尚，执笔中人是当
地乡绅俞映堂，庙址属于仙
女乡童家坝河东地方。为防
后世不肖僧徒变卖庙产，故
官府“特发此示，勒石为凭”。

这块石碑记录了庙宇的
历史，以及前清时期丁伙镇
乃至仙女庙地方的人文地理
情况。都土地庙作为丁伙镇
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村民们
精神寄托的场所，更是丁伙
镇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
江后，为吸收广大青年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
挺纵二支队举办了长江边区
游击队政治训练班，班主任
由挺纵二支队队长方钧担
任。培训班在仙女、大桥等
地招收了叶德明、张振亚、金
水白、戚琏瑚、谭兆焕等一批
青年参加学习，学员计 80 人
左右。后来，纵队从延安公
学调来薛汉阳任教育长，负
责秘密建党工作，培训班为
期三个月，于年底结束。

1939 年初，挺纵三支队
在“三桥两荡”建立根据地，
为培养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
军政干部，在号称“小延安”
的吴桥进化乡网子桥创办了
抗日军政学校，纵队长管文
蔚任队长，薛汉阳任教育长，
陈扬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
记，宋弼堂任军事教员，政治
教员有吕镇中、徐进等人。
招收学员近百名，吴仲林、丁
衡、毛芳甫、谭兆焕等参加学
习，并成为江都县早期入党
的一批党员。陈毅来到网子
桥时，在管文蔚陪同下，曾专
门到学校视察，指示要把学

校进一步办好。后来又分别
在谢桥千佛庵、吴桥三观殿
举办了两期，每期也是三个
月。

1939年5月，挺进纵队政
治部在花荡、吴桥建立教导
队，在江都、泰州一带招收
100多名学员参加学习，薛汉
阳为队长，毛芳甫为党支部
书记，当年 10 月结业。1940
年 2 月，又招收第二批学员，
薛汉阳任队长，蒋鹤林任副
队长，朱启祥任教导员，这批
学员后来全部参加了郭村保
卫战。1939年9月，挺纵民运
工作队在吴桥网子桥举办了
一期妇女读书会，40 多名当
地妇女参加学习。

1939年7月，中共苏北临
时特委在吴桥进化乡网子桥
先后举办两期党训班，由俞
铭璜与徐进负责，学员是江
都及附近县的进步青年，按
县分班编号，其中江都学员
编号为 1—10。第一期党训
班学员有王秉华、马镇伯、朱
保坤等，第二期学员有王秉
华、谢祖德等。学习内容为
统战工作、大众哲学、论持久
战、党的建设等。经常来党
训班授课的有惠浴宇、俞铭
璜等。

1939年 9
月，苏北特委
在网子桥、孙
家 墩 等 地 举
办 过 一 期 江
北 政 治 训 练
班 ，由 俞 铭
璜、徐进、孙
锋 等 负 责 。
1940 年 7 月，
苏北特委为培养干部，在塘
头彭家庄创办抗大式的苏北
公学，苏北特委副书记惠浴
宇任校长，学员有王惠霆等
人，后该校随军东进，到黄桥
继续办学。

1940 年冬，江高中心县
委在麻村举办第一期干部训
练班，又称民运干部训练班，
学员有进步青年七八十人，
分成两个队。女队指导员为
赵俊仪，男队指导员为陈一
平，李勇担任党支部书记，黄
祖炎为班主任。

1941年8月，为解决根据
地师资问题，邗东县委决定
举办一期师资训练班。县长
王秉华兼师训班主任，教育
科长孙梓林为副主任，教员
有周常裕、马大鹿、吴奇人、
贾鲁等，总务为王茂林。由
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员

常常跟随县政府流动于花荡
段家坝、朱美荡、桑家庄、孙
何庄一带。经过三个月的训
练，学员们奔赴岗位，成为抗
日根据地教育战线的新生力
量。

1941 年冬，在真武谈家
套办了一期“三冬”训练班，
由李莲、甘群负责，培养对象
为各乡教师、塾师以及社会
青年约80余人。

抗战时期举办的这些训
练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适应战争需要，时间
短，内容精，方法活，流动性
大，又与现实斗争结合紧密，
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在艰苦
环境中培养学员的革命精
神，在实际斗争中增长学员
的才干，因而培养出不少既
有理论水平、又有知识水平、
更有工作水平的革命干部。

3 月 10 日清晨，我
正手握姚公一年前送给
我的精美毛笔练字，突
然传来姚公走了的噩
耗，老泪像断了线的珠
子滚滚落下，脑海中有
关姚公的镜头一幕幕显
现出来。

姚公姓姚，名公权，
因名字中有一个公字，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姚
公。他是我的亲家公，
大我四岁，原是苏州盛
泽中学高中数学教师，
已退休二十多年，长期
的工作实践，使他深刻
认识到教师这个崇高的
职业，肩负的重任是沉
甸甸的，来不得半点马
虎和草率。他曾对我
说，农民种不好庄稼，不
过耽误了一季收成，教
师如果教不好学生，会
毁了学生的一生。

作为老教师，姚公
对教材烂熟于心，但从
不满足于此，坚持每届
都重新编制备课笔记，
备课到深更半夜更是常
态。他从教几十年来，
备课笔记堆成几米高，
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也
没有成绩分析软件，学生每次考试后，
他都会把成绩工工整整登记在一张汇
总表上，排好名次，分析哪些学生进步
了，哪些学生退步了，退步明显的学
生，他会当面谈话，帮其找出原因，强
化知识点，鼓励加油进步，决不让一个
学生掉队。

在姚公告别仪式上，当年以优异
成绩考取清华的洪耀良博士深情回
忆，姚老师把原本枯燥的数学课讲得
生动有趣，大家个个爱听。班上有位
同学语文考砸了，背着书包就准备回
家不考了，姚老师听说后心急如焚，中
午把他叫到食堂请他吃饭，促膝谈心，
让他坚持到底，不要气馁。在姚老师
的苦心婆心说服下，这个学生振奋起
精神，最终考取了重点大学。不负职
责，不负学生，不负自己的良心，是姚
老师一生的追求。同事和学生们一提
起姚老师，无不赞叹他是一位好老师，
更是—个好人。

1999年，姚公退休了，一些培训机
构找上门来，对他说：你已退休了，牛
拴在桩上也是老，何不出来发挥余热
呢？他坚定地回答：教书是公益而不
是功利，教师的职责是奉献而不是索
取，有偿家教我绝不做！二十多年来，
他始终坚守着一片净土。他生性爱
静，一般不进朋友圈，微信上只有一个
亲人群，从不与有权有势的人来往。
一年又一年，过惯了无言花自香、淡定
人从容的闲适生活。

2022年,学校组织例行体检，姚公
被查出了胰腺癌，而且已到了晚期。
在这突如其来的严重打击面前，全家
人都慌了手脚，而他在短暂的错愕之
后，很快恢复了平静，坦然地对家人们
说：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都不能预
料，既然如此，恐惧无用，担心无用，悲
伤更没有用，这是对生命的最大考验，
要勇敢地接受病魔的挑战。

住院期间，姚公设置早起闹钟，规
律作息，从不睡懒觉，也从不叫喊疼
痛，表现出超人的坚强和乐观。他对
家人说：体检报告出来，我就知道这个
病十分凶险，但这是命运的安排，比起
早我离世的很多同事，我已算很幸运
了。他对老伴和子女一一交待了后
事，最放心不下的是老伴：我走了，你
要不怕孤独。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你要坚强地活下
去！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经过8个多月与病魔的顽强抗争，
姚公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用他生前赠
送给我的毛笔，含泪写下了“师之典
范，德之楷模”为他送行。

故乡郭家厦，前后两排
庄子，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宽
不过三丈，长大约一里。到
底是先有庄子后有河，还是
先有河后有庄子，没有人说
得清。推测古人逐水而居的
惯例，相信应是先有河后才
有庄子。从古至今，没听过
这河叫什么名字，考虑到村
庄与小河紧紧相依相偎，姑
且就叫庄河吧。

水是生命之源。祖祖辈
辈吃着庄河的水，用着庄河
的水。喝茶、淘米、洗菜；浇
菜地、喂牲口、养家禽；砌房
造屋、纺纱织布、洗衣浆裳
……哪一样可曾离得开庄
河？庄河是生命河、母亲河，

同我们息息相关，须臾不可
分离，感情深着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庄
河是感情的纽带。虽说隔河
千里远，前后庄分属两个不
同的生产队，然而同饮一河
水，便是故乡人，打断骨头连
着筋，谁也不能把他们生生
分开。

前后庄就像两个诙谐
幽默、感情甚笃的老弟兄，
相互间常时调侃。在他们
嘴里不说前后庄，而是称之
河南河北。河北的人说，你
们河南真是好福气，前面没
有挡绊，一眼望多远，夏天
热，南风多，好让你们乘凉，
冬天冷，我们替你们挡西北

风。河南的人则说，我们在
前面站岗放哨，你们在后花
园 安 心 睡 觉 ，一 个 也 不 吃
亏。

弟兄好，赛金宝，相互多
关照。在大兵团作战的人海
工地上，挑河打坝，平田整
地，抢险救灾，两个队紧挨在
一起，从不欺侮旁人，旁人也
别想找什么麻烦，别有用心
的人钻不了空子，真是铁板
一块。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
谁也别沾光。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河泥被看作上好的有
机肥料。隔个三五年，抽干
庄河水，一起挑河泥。东西
一条线，中间对半分，公平合

理。庄河里养鱼，费用二一
添作五，冬季围网捕了鱼，平
均分配。诸如此类的事，都
是一个欢喜两个笑，没有任
何矛盾。

一家有事，百家担忧。
无论哪家遭遇天灾人祸，不
分河南河北，感同身受，关心
体贴，慷慨解囊。

人说做亲看三代。河南
河北知根知底，只要青年男
女真心相爱，用不着转弯抹
角去访亲，保证没话说错不
了。我所知道的，两边就有
五六对有情人结成了美满姻
缘。

啊，静谧的庄河，深情的
庄河，叫我怎能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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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伙 都 土 地 庙 探 源
董正元

庄 河 情 深
武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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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江都干部培训班
朱毓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