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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东河，淤溪的母亲河
♦陈树春

很小的时候，夜间我经常听到隆
隆的机器声和喇叭声，父亲说那是
淤溪村北侧的泰东河上的轮拖（拖
着货船的轮船）发出的。后来又有
长辈告诉我，长一百多里的泰东河
是泰州和东台之间的水上大通道，
它灌溉了淤溪的农田，养育了淤溪
的百姓。

1958 年，11 岁的我第一次亲近泰
东河。家中要用钱，父亲决定卖去新
收的茨菇，春天的一个清晨，父亲带
着我和几十斤茨菇，撑小船来到泰东
河。泰东河比村中的小河宽多了，而
且看不到头，一会儿从泰州方向驶来
一队轮拖，父亲迅速撑船靠上去，两
手紧抓一条货船，于是就像长了翅膀
的小船在水上飞行，哗哗的流水从两
船的夹缝中飞溅，我第一次领教泰东
河的气势。货船上过来两个人，说:

“我们买菜很不方便，说吧，什么价？
我们全买了。”才建立9年的新中国百
业初兴，里下河地区没有公路，城乡
商品交流不畅通，泰东河是淤溪人出
行的主要通道。

我第二次感知泰东河是在 1962
年夏。一天夜里大雨如注，早上河水
涨了到家门口，村内水汪汪，村外白
茫茫。叔父找到我说：“夜里风大雨
大，你父亲在虾笼（泰东河北侧的一
个地名）看风车，不知道他咋样了，我
们快去看看！”于是我们撑小船出发
了。来到村北时已不见泰东河的河
道，不见河边的堤岸，浩渺的水面只
有星星点点的土堆，树木瑟缩在雨后
的凉气中。隐约可见北岸的水面露
着一个木架，骑在木架上的人就是我
的父亲。他抖抖索索地爬上船，说：

“要不是茅屋的这根木梁，我夜里就
被洪水卷走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也深深感到泰东河与里下河地区的
老百姓患难与共。

1966 年 ，高 中 毕 业 的 我 赶 上 了
“文革”，只好回到淤溪当农民，此后
经常横穿泰东河到生产队里的大田
干活。那时国家对泰东河的治理正
在逐步到位，麦收时农田用水量大，
水利部门将长江水通过江都水利枢
纽站送到泰东河，汛期雨量充沛，则

从泰东河抽到长江去，让里下河地区
旱涝保收。翻水阶段的泰东河水流
湍急，有一年夏天我装了一船小麦把
子，准备横穿泰东河去南岸的打谷
场，行至河中央时，湍急的水流冲击
得麦把子船快速飘向下游。我知道
船一旦失控就有可能侧翻，于是急中
生智，全力将船头对准水流，让它在
下飘的过程中一点点移向南岸。面
对“急性子”的泰东河，淤溪人一点都
不怨恨，因为他们知道泰东河水是养
育自己的乳汁！

改革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里
下河地区逐步实现乡乡有集市、村村
通公路，淤溪人出门开始靠公路了。
与此同时，因为水上运输更便宜，几
十吨、上百吨的运输大船也迅速多起
来，泰东河的气派更大了，拖轮队队，
机声隆隆，繁忙天天。

新世纪赋予泰东 河 新 的 生 命。
疏浚一新的泰东河的灌溉功能、防
洪功能、运输功能、清流功能、支持
养殖功能进一步到位，更加贴近百
姓生活，更加符合美丽乡村建设的

要求。我登上淤溪北侧的泰东河西
大桥，放眼向东看去：北岸长长的石
工斜躺河边，如同一条看不到头的
白带子，石工里面是与之平行的绿
化带和水泥路；河岸和田间电杆挺
立，电网纵横，与方整的农田和谐共
美；红日、蓝天和白云下绿田片片，
劳人点点。河南岸的村庄边上是长
长的河墙，河墙上刷写着“幸福生活
靠奋斗，美丽河湖靠呵护”的蓝字巨
幅标语；石工坚固，林木葱绿，树木
内侧是沿河公路，树木的隙缝中可
见汽车一穿而过；工厂里厂房林立，
公园里林木青青……泰东河上东桥
高高，河水悠悠，船只不绝，金波荡
漾。我对它油然而生敬意：泰东河
灌溉了一茬又一茬庄稼，哺育了一
代又一代子民，它真正是我们的母
亲河！

近年来我经常思考：泰州人、淤
溪人、溱潼人、东台人缘何能把泰东
河治理得如此美好？因为我们的时
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是一个
不断创新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奋斗
目标非常明确的时代，是一个奇迹叠
出的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时代。我还想到毛主席的谆谆教
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
的动力。”

观 刈 稻
♦徐光凤

艳阳高照天气爽，
无垠稻海泛金浪。
地里机器隆隆响，
原来田间收割忙。
农机来回三两趟，

稻谷已储一大箱。
停机卸下箱中粮，
注入卡车送烘房。
昔年晒谷许多天，
遇上雨天愁断肠。

如今不看天脸色，
风雨无阻粮进仓。
田里草捆排成行，
车载送往养殖场。
另行加工变为宝，
碎成饲料养牛羊。
老夫有闲在现场，
感慨科技威力强。
如今农忙闲时样，
无须起早贪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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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姜堰与远东火柴厂
♦王浩

东邻海安市，南接泰兴市，北
毗兴化市、东台市，西连泰州市海
陵区、高港区，这便是姜堰。一个
物华天宝、身处江北却充满江南
水乡风情的地方，这里到处彰显
着文化的韵味。

文化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
传承，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的迭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融进
了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也
扎根于我们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文化在姜堰可以是风景秀美
的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垛田
密布，湿地植被繁茂，野生动物多
样。这里的人文历史悠远丰富，
岳飞、文天祥曾在此辗转征战，郑
板桥、于右任曾在此挥毫吟咏。

文化在姜堰可以是历史悠久
的水乡明珠溱潼古镇。这里的民
间建筑青砖黛瓦古朴浑厚，这里
的溱潼会船更是著名的民间文化
遗产。丰富的物产与田园湖河交
织成一曲牧歌，网来鱼米之乡一

湖珍馐美味。
文化在姜堰可以是自然与人

文的交融，也可以是历史与时尚
的碰撞。当然，姜堰的文化也紧
扣着近现代的时代脉络。

姜堰的工业起步于明末清初，
主要以粮油加工、织布、酿酒和砖
瓦加工生产的民间作坊为主，当
时 这 里 兴 办 的 工 厂 规 模 相 对 较
小。值得一提的是，1950 年 2 月，
远东火柴厂从上海内迁到泰州。

远东火柴厂最初创办于上世
纪 40 年代（《中国民族火柴工业》
记载的创办时间为 1944 年，1946
年 10 月 23 日《文汇报》发表“今日
上海的火柴工业”一文时明确为
1945 年 11 月成立），经理朱祖峰，
开设在上海愚园路 1423 弄。当时
的远东火柴厂规模比较小，仅有
排、拆板车各一部。所出产品仅
见“鲤鱼牌”安全火柴一种。新中
国成立后鉴于上海火柴工业过于
密集，政府为减少同业无序竞争、

缓和国内火柴工业布局及市场消
费的不合理结构，对部分火柴厂
进行了搬迁。落户姜堰的远东火
柴厂于是烙刻下时代的印迹，火
花 的 背 标 的 落 款 清 晰 地 印 刷 着

“厂设苏北姜堰镇”的文字，留下
一段不可多得的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姜堰火柴
与时俱进。近些年的出品有“姜
堰风情”“溱湖风情”“抗疫火花”
等多组。紧扣时代主题与步伐，
以不同的视角呈现，穿插写实与
写意的手法，向大众推介姜堰的
文化、民俗，极具地方特色。姜堰
火柴就像一扇打开的天窗，为大
众娓娓讲述文化姜堰的故事。

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的时尚在
这里碰撞和激荡，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小小火花承载着时代的变
迁，为我们介绍着文化姜堰独有
的魅力与风情的同时，也为我们
讲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家的
繁荣与昌盛。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王清 潘
俊 石玉）日前，区领导钱军、戴兆平
开展“三访三推动”第二轮走访活动。

11 月 16 日，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钱军到梁徐街道开展“三访三推动”第
二轮走访活动。钱军强调，要始终以
群众满意度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常态化落实领导接访制度，依
法高效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请问 您 有 什 么 问 题 要 反 映 ？”
“对社区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在桥
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钱军接待桥黄
社区、葛联社区来访群众，倾听群众
反映道路建设、土地规划、公共设施
等方面的问题，深入了解来龙去脉和
问题“卡点”，并现场研究解决思路
和方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
答复。

钱军指出，群众问题无小事，要坚
持走群众路线，耐心听取群众诉求，站
在群众立场想问题，深入系统研究解决
思路和举措，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工作
调度，坚决兑现党委、政府向来访群众
作出的承诺，推动解决“一件事”向解
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好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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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段中富
鲍连华）11 月 14 日，大伦镇土
山村抢救和复壮两株被称为

“夫妻银杏树”的工程开工。
“这两株银杏树距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8 个人才能
合抱过来，其‘大肚’为我国目
前有资料记载的任何一株古
银杏树所不能及。今夏由于
雨水过多，水土流失，其中一
株出现了树干致腐现象，如不
及时抢救和复壮，这个‘绿色
古董’极有可能离我们而去。”
土山村党总支书记陈思聪说。

据相关部门介绍，此项抢
救和复壮工程，省林科院专家
通过实地查看和分析，编制了

抢救和复壮具体方案，预计工
程耗资10万元。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
的“瑰宝”，被称为“活文物”

“活化石”。它不仅具有自然
生态方面的价值，更是一座城
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
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贵财
富，更是活着的、不可再生的
历史文物，是一座现代发展之
城的“绿色古董”。

近年来，区自规分局多措
并举，把古树名木保护作为一
项重要的生态建设工作落地

落实，让古树名木在发展之城
“安心养老”，更让古树名木成
为浸润发展之城历史的“绿色”
印记。每一株古树名木都有一
个专业团队保护复壮，在见证
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为居民
留住美好的乡愁记忆。

顾高镇野庄村有株千年
古 黄 连 木 ，高 14.8 米 ，胸 径
109.8 厘米，冠幅 11 米，是省内
少见的高龄黄连木古树。由
于树体老化和自然环境等因
素影响，这株古黄连木长势有
所衰败。 （下转3版）

区自规分局把古树名木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建设工作落地落实

让更多“绿色古董”享受“老有所养”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见习记者 柳博耀）11 月 17
日下午，数智赋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论坛在我区举行。俄
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南
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孙安，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
程学院院长、教授杨继全，市科
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嘉浩，市科
协三级调研员朱三峰，区领导
潘勇、申兵参加活动。

朱嘉浩在致辞中指出，科
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科技
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有着开放
型、平台型、枢纽型的组织优
势和“一体两翼”的人才资源，
希望姜堰区科协要持续聚焦
企业创新发展，在专家和企业
之间架设桥梁， （下转3版）

数智赋能制造业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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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阳 颜禹铭
见习记者 王苏闽）11 月 16 日在北
京启动的“世界青年能源行”活动 18
日下午走进溱湖，来自 12 个国家的
16 位青年代表共探我区绿色低碳发
展的生动实践。

在溱湖国家湿地公园，碧波荡漾
的湖面、郁郁葱葱的植被、无边无际
的芦苇、清脆悦耳的鸟鸣、初冬的暖
阳让溱湖充满温馨，原生态的自然
气息令世界青年代表沉醉。

巴基斯坦学者亚瑟在中国工作、

旅行多年，对溱湖湿地风光留下深
刻印象：“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作出
的努力值得全世界深入研究学习。”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全国著
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是
典型的以半自然农耕湿地为特色的
郊野型湿地公园，以水质清纯、物产
丰富、风景秀丽著称。为发展湿地
旅游，20 年前我区关闭搬迁沿湖 10
公里范围内 29 家工业企业、近千户
住家，严格控制污水排放，现在溱湖
的湖心水达到Ⅱ类水标准，可直接

饮用；溱湖 PM2.5 常年在 10 以下，负
氧离子正常在 5000 以上。优异的湿
地环境吸引大量候鸟停留，根据观
察纪录，在雁鸭类中斑嘴鸭最多，大
约 2000 只，占野鸭总数六成以上；另
有绿头鸭 600 只、绿翅鸭 260 只、赤麻
鸭420、赤颈鸭300只、针尾鸭120只。

美国籍演员、主持人史蒂文·韦
德斯说：“我对溱湖印象深刻，这儿的
生态很棒，有很多鸟类、鱼类、野生动
物、树木、动物群，这些都十分壮观。
我爱中国，我爱江苏，我爱姜堰。”

“世界青年能源行”活动走进溱湖
12个国家的16位青年代表共探我区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

11 月 17 日，罗塘街道振宇社区联合大党委共建单
位东桥小学巴黎城校区、区融媒体中心、农商行城南支
行共同举办“传承非遗文化 发扬匠心精神”篾编技艺
体验活动，邀请篾编非遗传承人殷中华为巴黎城小学
的孩子们传授篾编技艺。图为成果展示。 丁微 摄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刘钰婷）11 月 18 日，
我区召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卢春燕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滕
智东主持会议。

卢春燕要求，各镇街和部门要对照新的创建
形势，以志在必得的信心决心，奋力答好文明创建
考卷。文明城市创建是“顺应体系变化”的能力
题、“重返全省前列”的必答题、“担当作为指数”
的竞赛题，必须全面行动起来，自觉提高政治站
位，绷紧思想之弦。 （下转3版)

我区召开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会

本报讯（特约记者 成
皿 通讯员 堰商）日前，我区
异地商会工作交流会在新疆乌
鲁木齐召开，区政协副主席、工
商联主席戴忠全出席并讲话。

会上，扬州市姜堰商会、
姜堰北京商会、姜堰新疆商
会、姜堰山东商会、姜堰区浙
江商会、 （下转3版）

我区召开
异地商会工作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