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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花木林此前并不认识，只
是曾经在《姜堰日报》上读到一篇介
绍他自费出书讲述“花堡故事”的报
道，脑海中留有较深的印象。2022
年春节前，区文化馆副馆长、画家张
雨松给我打来电话，说桥头小学退
休教师花木林写了一本书，修订后
准备重新出版，想请我看看，并能否
帮助写个序。我虽然有点犹豫，但
最终还是答应了。我长期在文化这
条线上工作，对地方文化颇有兴趣，
只要是与文化有关的，我都比较乐
意关注，愿做一点扶持和吆喝的事
情。于是，在不几天之后，花木林就
将厚厚一本书稿送到了我的手中。

春节过后，我开始阅读这部书
名为《我与花堡村》的 40 多万字的
书稿。读完全书，如在春天的田埂
上走了一遭，满身心都被醉人的菜
花香、泥土气浸染。最打动我的是，
作者的笔端总是流淌着一股激情，
飞扬在字里行间，形成满满的气场，
由不得你不一篇篇看下去。原本还
担心没什么可写的，现在却感到有
话要说、不吐不快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是
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持之以恒地坚持
数年，写成这样一部内容厚重、史料
丰富、文采斐然的村庄发展史、乡村
民俗志？一切源自他对脚下那片土
地的热爱，源自他对传承家乡历史
文化的责任担当。出生于花堡村、
今年67岁的花木林，在花堡土地上
度过苦难的童年，很小的年纪就为
生存，跟父母家人一起吃过苦、流过
汗；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后，为改变乡
村面貌奉献过青春热血；1979 年走
上教师岗位，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
是 37 年，为家乡学子的成长成才、
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力
量。退休后，他本该安享晚年，可家
乡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家乡欢腾
的田园生活、淳朴的乡风民情，都像
放电影一样，经常在他的眼前浮现，
那埋藏脑海深处的乡村记忆，如汹
涌的浪潮不时撞击着他的心房。他

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压
在心头。他要用文字记录下那片土
地带给自己童年的欢笑与眼泪，要
用画笔描绘出那片土地上多姿多彩
的迷人风景，要用语言讲述发生在
那片土地上的改天换地、艰苦创业
的动人故事，更要用自己的笔留下
一段乡愁，把先辈们创造的宝贵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
能够“高风永励后来人”。正如艾青
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有
着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和对
历史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花木林
义无反顾，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孜孜
以求，笔耕不辍，为家乡，为花堡，为
读者，捧出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在
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怎能不令
人惊奇和赞叹！

《我与花堡村》是一部史志风情
类著作。这类作品核心的要求就是
一个“真”字，决不能仅凭道听途说
就敷衍成篇。为求内容真实可信，
既能得到村人认可，又能经得起历
史检验，花木林很费了一番工夫。
从2019年起，花木林走村入户，调查
走访村子里的耄耋老人、长期在花
堡村任职的老干部、资历深厚的老
农民以及文史爱好者，倾听他们回
忆往事，认真做好采访记录，不放过
一点有用的信息。与此同时，他还
搜寻、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和相关
书籍，并进行仔细的筛选、挖掘、整
理，发现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有些史料极其珍贵。全书总计 120
多篇，包括“开篇絮语”“童年趣事”

“民俗风情”“家长里短”“村巷轶事”
“农耕文化”“乡村美食”“民俗文化”
“古村新貌”9 个部分，涵盖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70 多年间花堡村
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生动、详实
地记述了花堡村深厚的历史渊源、
多彩的民俗风情和朴实的乡民生产
生活。从小处说，它是一个村的历
史，记录的是广袤田野上一个很小
很小的村庄故事，似乎微不足道，可
从大处说，它就是我区、我市乃至我
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它讲述的
是花堡故事也是姜堰故事，泰州故
事，亦可说是中国故事。它从多角
度较为全面地呈现出的花堡村乡土
特色和地域风情，丰富了里下河民
俗文化的宝库。

我很喜欢书中所写的“童年趣
事”系列文章。这可以说是作者童
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作者出生于自
然灾害频发的年代，经历了贫困所
带来的不堪回首的人生磨难。但
乡村广阔的天地、春夏秋冬一年四
季的变奏，还是给予了他无限的快
乐。那如陈年老酒的小时候的年
味儿、那六月盛夏树上的蝉鸣、那
用蜘蛛网捕捉蜻蜓的游戏、那在水
码头边打水漂的战斗、那夏夜纳凉

时飞舞的萤火虫和说书人妙趣横
生的神奇故事，还有小伙伴们一起
堆雪人、打雪仗、炸蚕豆、推车子、
拉雪橇、罩麻雀、学游泳、赛跳水等
所留下的欢声笑语……无不让他
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这样的快乐
是那个年代的孩子所独有的，作为
同龄人，读到这些文字，我的心灵产
生巨大共鸣，情不自禁陷入对往昔
岁月的回忆之中。

我也喜欢书中所写的关于“民
俗文化”的内容。那建于清代末年、
以木料搭建房屋整体框架、青砖砌
墙、小瓦覆顶的花氏住宅，不仅为花
氏家族的繁衍留下可供后人缅怀的
实物见证，而且对于研究里下河地
区村庄文明史、变迁史，研究明清建
筑艺术和建筑风格都具有一定的价
值；那村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花
氏住宅后世传人花英老人讲述的花
氏家族的故事，不仅让世人弄清了
花氏一门的近代家族渊源，而且揭
开了花氏家族一代一代接力、一代
一代传承的“德行昭世、宅心仁厚”
的基因密码；那“水濛汪”神龛的传
说和二月半庙会的由来，不仅让这
片土地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而且蕴
含其中的丰富的民俗学价值更值得
深入的研究和利用。因为有了这样
的传说和民俗活动，花堡更具有了
独特的魅力。

我还喜欢“古村新貌”中《特别
支部会》《花堡砖瓦厂》《辉煌花堡
村》《商海一只虎》《飞扬青春激情》
《追梦花堡人》等篇章。58年前花堡
村一次特别支部会上作出的“改变
纯粮种植模式，走多种经营之路”的
决策，对于花堡村发展的意义，可以
说一直影响至今。正是因为花堡人
有着这样敢闯、敢试的精神，在改革
开放新时期到来之时，花堡村的土
地上才唱响起高亢激越的窑工号
子，才诞生出远近闻名、虎虎生威的

“商海一只虎”，才矗立起优秀的民
营企业申利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才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船舶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工艺品厂、大理石厂、不
锈钢门市部，以及豆腐店、馄饨店、

面馆、浴室、肉铺、超市等数十家大
大小小的企业、店铺，共同创造了花
堡村新的辉煌！这些文章读之令人
鼓舞，更能激励后人。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
多种文体的运用，文学的、文史的、
论文的、诗词的、曲艺的，多副笔墨
融为一体，除了单篇的诗词、曲艺
外，不少篇章都是以诗句或顺口溜
开头和结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
带来了全书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以
及行文的生动活泼。比较突出的
是文学化的书写，大量的篇幅基本
上就是一篇篇散发泥土气息的优
美散文，显示了作者较好的文学功
底 。 这 也 是 他 几 十 年 修 炼 的 结
果。花木林是个教师，从事小学语
文教学几十年，特别是在作文教学
上，曾经参与多个课题研究，积累
了较为深厚的写作底蕴。虽然这
样多种文体的糅合不免有些芜杂，
在一些内容上也缺少必要的取舍
和剪裁，亦毋庸讳言，其诗词、曲艺
要稍逊于散文和文史的写作，如能
扬长避短，让全书在形式和内容上
更纯粹些、精炼些，可能会更好一
点。但我理解作者，他实际上是舍
不得割舍，哪一块都是他身上长出
的“肉”。当然这属于白璧微瑕，不
会影响该书的价值和意义，不会影
响读者对它的喜爱！

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1
年，花堡村与李堡村合并，成立新的
李堡村。从行政村的角度，“花堡
村”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但因为
《我与花堡村》一书的出版，“花堡”
二字不但不会消失，还会永久留存
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作为花堡村
村民，作为花氏子孙，花木林做了一
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为花堡留下
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书凝
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饱含着一腔
赤子之爱，他用这本书表达了对养
育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报答与感恩。
花木林的名字无疑也将会被更多的
人记住。而那些从花堡走出去的
人，不管身在何方，只要读到这本
书，都会从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寄托、
心灵归依。

花堡是花木林的家乡，也是他
精神和心灵的家园。他是这个家园
的守护人。面对厚厚一本《我与花
堡村》，我谨以此文向花木林表达
由衷的敬意，同时真诚祝贺该书的
出版！

是为序。

致敬家园守护人致敬家园守护人
——《我与花堡村》序

◆◆曹学林曹学林

编辑:顾盛杉 张 明

组版:卞 慧

2022年5月20日

2版

综 合

我区下好疫情防控期间夏收夏种“六子棋”

为麦客谋划服务协调“一盘局”
本报讯（特约记者 沈祥

星 通讯员 季燚）田 家 少 闲
月，五月人倍忙。三夏工作即将展
开，我区针对外地麦客跨区作业
谋划服务协调“一盘局”，下好疫
情防控期间夏收夏种“六子棋”。

统筹联动“压担子”，超前谋
划“搭台子”。我区小麦种植面
积 44 万亩，预计 5 月 25 日后开始
陆续收割，按照收获期 15 天测
算，预计将需要 750 台小麦联合
收割机。受疫情影响，部分熟练
农机手滞留在外省市，农机具和
农机手存在一定缺口。我区迅
速统筹谋划，以镇街为责任主
体，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等
部门通力合作，建立有序、高效
的应急处理机制。

多措并举“铺路子”，暖心服
务“有点子”。为了让跨区作业
人员踏踏实实到姜，我区结合疫

情防控提供“三个一”服务。安
心来姜一封信，各镇街向往年来
姜的外地农机手发送邀请信，提
前告知姜堰疫情防控要求及各项
服务政策，专人负责跨区机具载
运车辆信息统计和通行证办理，
并全程对接来姜作业机具接车管
理工作，确保跨区作业人员“点对
点”开展机收作业。建议外地机
手 5 月 20 日前来姜，安排车辆统
一接站，集中前往指定场所，作业
全部结束后闭环离姜；免费隔离
一份礼，提前准备免费隔离场所，
对健康码、行程码均绿色且无星
的省外麦客落实 3 天集中隔离措
施，隔离期间赠送私人订制爱心
大礼包，放有洗漱用品、口罩、体
温计、消毒液、解暑茶以及其他个
人必需品等；温馨提醒一卡通，发
放绿色畅行一卡通，标明后勤保
障信息服务内容，如经销商、维修

点信息，提醒备足常用零配件，组
织调度农机维修人员，建立忙时
农机应急抢修保障制度。公开备
案在册 56 家具有成品油零售经
营资格的加油站（点）信息，并及
时向供油部门提供农机用油需
求，确保农机用油安全。

严阵以待“撸袖子”，守住农
民“粮袋子”。我区农业系统党
员干部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全力
帮助农户解决夏收、夏种、夏管
难题，指导全区家庭农场服务联
盟、产业化联合体等具有烘干服
务的场所提前做好烘干设备运
行调试，合理安排好收割、烘干
时序，最大程度发挥产地烘干中
心服务效能，确保小麦适时收
获、颗粒归仓；周密安排水稻播
栽，围绕稳面积、保总产要求，多
途径挖掘面积增量，优化水稻品
种布局，大力推广机插秧。

本报讯（通讯员 孙娇）日前，区发
改委开展农资购买情况专项调查。

此次重点调查农调户小麦、粳稻、油菜
籽等代表性农作物所需化肥、农药、种籽、
农膜等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及购买情况，精
准预测本年农产品生产成本变化趋势，为
全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根据
农调户的种植品类、规模、播种方式，准确
把握播种、除草、施肥、杀虫等时间节点，
及时了解农调户农资产品购买情况与不
同时期的施肥、喷药成本，了解农资市场
行情和农户反馈意见，进行有效数据整理
形成调查分析；指导农调户合理使用农资
产品，科学精准用种、施肥、用药，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提高有效投资，增加农民收益；
多渠道运用调查结论向农村发布有价值的
信息，引导种植户向集约化、高效化发展。

区发改委引导农户
集约化高效化发展

乡村振兴·“112233”工程在行动

和鑫农业生态园：振兴桑梓“葚”是甜蜜
本报讯（记者 吕阳 蒋立

峰）日前，记者走进蒋垛镇许桥
村和鑫农业生态园，只见一颗颗
饱满多汁的桑葚挂满枝头，或青
或红或紫，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宝
石般诱人。不少市民正提着篮
子漫步田间，轻轻采摘一颗颗成
熟的果实，享受新鲜的甜蜜。

据了解，桑葚富含多种维生
素及微量元素，可以补血滋阴、生
津止渴、补肝益肾、调节睡眠，是
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绿色水果。

和鑫农业生态园负责人钱
坤说：“这种桑葚是果桑，结的果
比较大，而且无核，糖分比较足，
口感比较好，来采摘的人都非常
喜欢吃。”

和鑫农业生态园 2019 年成
立，占地面积 215 亩，其中 150 亩
土地种植了 3 万多株桑葚树。基
地引进一流的果桑品种，采用有
机种植方式，纯天然无公害。经
过几年时间的不断摸索与尝试，
今年和鑫农业生态园的桑葚终
于 迎 来 大 丰 收 。“ 亩 产 正 常 在
1000 斤以上，进入丰产期预计
1500 斤以上。”钱坤说。

由于成熟的桑葚十分娇贵，
运输极为不易。和鑫农业生态园
的桑葚以观光采摘以及果品深加
工为主。“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基

地内人气越来越高，每斤 20 元的
采摘价让园内充满商机。”钱坤
说，“现在一天接待客户百十人，
今后采摘的人还会逐步增加。”

桑树浑身是宝。除了桑葚
是经济价值很高的水果外，长满
枝头的桑叶也是养蚕的好饲料。
钱坤在园内养殖了桑蚕，将桑树
最大化利用，走出一条种养结合、
多元化发展的致富新路径。

钱坤说：“虽然疫情阴霾还
没有完全散去，但我相信桑葚产
业会发展壮大，今后能带动周边
老百姓共同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朱树元）日前，区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落实全区 2021 年度综合考核
总结表彰大会精神。

中心主要负责同志要求全体工作人员
重整行装再出发、加压奋进建新功，铆足争
先领先的干劲，全力以赴做好下一阶段重
点工作。加紧推进行政中心大院雨污分流
及道路“白改黑”工程项目，力争月底前基
本完成主体工程，打造行政中心整洁优美
环境；抓好行政中心大院常态化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工作，坚决落实好上级“疫情
要防住”“发展要安全”指示要求；周密谋
划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积极对接上级主管
部门，细化考核指标，加强考核过程性跟踪
监测，推动全区 357 家公共机构落细落实
节能措施，确保 2022 年“公共机构单位建
筑面积能耗下降率”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贯彻落实
区综合考核总结表彰大会精神

我区数字化城管
精准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上接1版）2018 年 7 月，我区率
先优化数字化城管平台，采用万
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
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整合
应用多项数字城管技术，研发数
字化“城管通”采集器，将所属区
域内镇（街）纳入数字化城市管
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实时采集
传输。城乡皆配足数字化城管
采集器，由训练有素的采集员用
于定位问题，及时上传数字化城
管平台，便于受理员分类派单，指
定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及时处置、
反馈，最终还得通过采集员核查
后方能结案，构建问题上报、受
理、派遣、处置、反馈、核查、结案
的闭环流程，实现城市管理全领

域、全时段监管。
去年，我区全面整合网格和

数字信息资源，将数字化城管平
台接入姜堰区区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提档升级，细化
问题信息内容，分成事件和部件
两大类问题。事件又分市容环
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街头秩
序、突发事件、其他事件六大类，
包含 101 个小类；部件则分为公
共设施、交通设施、市容环境设
施、园林绿化设施、拓展部件、其
他 部 件 六 大 类 ，包 含 136 个 小
类。将问题大小分类，数字化城
管平台发现处置问题更加精准
高效、无缝衔接，也节约了人力
资源。如今，城区仅 11 名采集
员，各镇街也配备了至少 2 名采
集员，做到发现、处置各类问题

一路绿灯。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采集员

赵振亚巡查至印象溱湖酒店时，
发现路面井盖破损，存在安全隐
患。赵振亚按照数字化城管工
作流程，及时上报问题信息，受
理员沈云按部件类公共设施问
题，选择雨水井盖小类，精准派
发至三水街道由相关专业人员
到场维修，当日上午 10 时 15 分
左右，安装好新井盖并反馈处置
结果。沈云再通知赵振亚到场
核查，赵振亚确认无误，上报平
台结案。

据了解，今年以来，姜堰数字
化城管平台及时处置各类问题 1
万多件，其中部件 621 件、事件
9798 件，推动全区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提质增效。

我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机制日益成熟
（上接1版）会上，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通报 2021 年以及今年 1—4 月全区事
中事后监管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公安、卫健、水利3个部门作了交流
发言。2021年，全区各有关部门涉企信息
全面归集，“两库一单”动态更新，全面完
成各类“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任务，监管创
新工作取得成效，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
供了数据支撑，为构建新型监管体系奠定
了坚实基础。各部门今年 1—4 月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有序开展，机制日益成熟。

申兵指出，各部门要肯定成绩、正视
不足，准确把握事中事后监管“新形势”；
要聚焦重点、协同联动，全力提升事中事
后监管“新成效”；要落实责任、强化考
核，不断凝聚事中事后监管“新合力”，努
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提供坚实保障。

会后，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针对
市场监管平台开展了专项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