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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泰县县委作出决定，调
泰县农工部部长曹仕卿到大伦公社担任
党委书记。曹书记接到通知后背包一打
就骑着自行车前来报到。消息一传出,
干部社员奔走相告：曹书记又回来了！

经常到基层走访
曹书记是大伦人，新中国成立前

在大伦一带打过游击，担任过大伦区
委书记。

回到家乡后，曹书记天天骑自行
车下乡，今天奔这个村，明天去那个村，
逐村走访，跑遍全公社22个大队、162个
生产队。遇到老战友，他就像出嫁的姑
娘遇到娘家人，拉起家常来滔滔不绝。

一个多月，曹书记拜访了一百多名
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召开了二十多
场座谈会，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反映。

通过座谈走访，曹书记高兴地看
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伦发生了很
大变化，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
民公社，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过上了
安稳的生活。但是发展的速度不平衡，
有些村仍然比较落后，高沙土田块多、
龟背田块多、低洼田块多、废沟死塘多，
土地零乱，路道弯曲，全公社共有一万
多亩高垛田，这些田块遇旱不能抗，遇
涝不能排，产量低而不稳。少数生产队
粮食不能自给，还要吃国家的统销粮。

回到公社，曹书记把收集到的情况
向党委一班人做了反馈，引导大家围绕
如何以实际行动学大寨赶河横、如何改
变大伦和发展大伦的主题广泛讨论，依
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拿决策。最终
达成共识：党委一班人要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认清形势，理好思路，迅速行
动，展现作为，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借力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带
领群众踏踏实实地把大伦的事情办好。

率领群众绘蓝图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党中央和毛

主席的领导下，全国的各地农业学大
寨运动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曹
书记抢抓机遇，迅速谋划：大伦公社的
小打小闹形不成气候，要想彻底改变
小农经济的落后面貌就必须有大手
笔。他在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时激
情洋溢地说：“我们这班人不展现作
为，不付出代价，学大寨就会成为一句
空话，如果几年之后全公社山河依旧，
我们必然上愧对党组织，下愧对父老

乡亲。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
条，用大寨人、河横人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打好农田基本建设仗，叫
河水让路，叫高垛田低头。”

党委一班人的思想统一之后，曹
书记随即着手描绘蓝图。由水利部门
牵头，成立水利建设专门班子，逐大
队、逐生产队进行河道丈量和测算；接
着几上几下地论证，拿出水利建设的
五年规划初案；然后请泰县水利局、扬
州地区水利处的领导和专家到大伦会
商；最终拿出大伦公社农田水利建设
五年规划：开挖河道5条、南北向排降
沟6条，削平高垛田8000亩，填平废沟
死塘 650 个，净增土地 950 亩，建成旱
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粮田12000亩。

说了算，定了干。1973年下半年，
大伦公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拉开
序幕。首先开挖大伦河中段，八千多
民工肩挑畚箕，手拿大锹，意气风发地
开赴工地。曹书记亲自担任工程总指
挥，他在誓师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报
告，4 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登台表决
心并立下军令状：一个月拿下正河方，
20天打扫战场回后方。水利工地上红
旗招展，人头如潮，号声连天，你追我
赶，一片大干快上的喜人局面。

曹书记和党委一班人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和民工吃在一起，干在一
起，住在一起。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
头，大家起早贪黑，紧张快干，工程不
但进度快,而且质量好。原计划 50 个
工日的工程仅用了40天就竣工了。

1974年冬天，干部社员会战大伦河
北段、响堂河西段；1975 年、1976 年冬
春，干部社员疏浚伦北河、伦南河；与此
同时，开挖东一沟、东二沟、东三沟和西
一沟、西二沟、西三沟。一仗接着一仗打，
干部群众精神振奋，越干劲头越足。

五年大干,面貌大变，大伦公社的
农田水利建设成绩辉煌，不但赢得了
泰县县委、扬州地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而且被评为先进单位，成了扬州地区
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

放手培养干部
资历深、经验足的曹书记是大伦公

社的元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思想不保守，注重培养干部，有意让
他们经风雨、见世面、挑担子、受锻炼。
他推荐和培养的干部有很多，戴永久、
管承亮、周桂芳、夏义勤、朱宏金、游积
根、游有祥、缪桂喜等人都在此列。

青年干部戴永久调到大伦公社担
任曹书记的副手之后，一老一少配合
默契。戴永久处处尊重曹书记，始终
与党委同向、与书记同心。曹书记也
很喜欢戴永久，注重培养他，把他分到
行政规模最大、矛盾和问题最多的缪
埭大队蹲点。戴永久在缪埭大队拜老
党员、老干部和其他群众为师，不摆架
子，真心和老百姓打交道，踏踏实实了
解实情。第一手资料到手之后，他对
全大队的问题进行梳理，把老百姓呼
声最大的热点难点问题排出来并列入
议事日程。随后会同大队党支部一班
人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攻，一步一个
脚印地向前走。他和公社农技员陈昌
富一起先后解决了缪埭大队班子不团
结的问题、干部作风不实的问题，还有
4 个生产队的渠道灌排问题、低产田

平旱改水问题。
戴永久把缪埭大队的问题处理得

逸逸当当，该大队很快由后进一跃而
为全公社的先进典型。曹书记认为戴
永久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能独当一
面，于是积极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他。
两年之后，戴永久接了曹书记的班。

自己打扫办公室
当时公社机关配有一名公勤员，

负责浇开水、送通知、打扫会场、张贴
标语等工作。曹书记调过来后，看到
公勤员每天早上要起早浇会场上用的
水，还要帮干部打扫宿舍、清扫会场和
露天广场，非常辛苦，他看在眼里，疼
在心头。有一次他跟几个负责人商
量：公勤员应该负责公共场所的卫生，
没有打扫干部宿舍的义务，今后干部
宿舍的卫生必须自己包干。这个规定
大大地减轻了公勤员的工作量。

曹书记整天忙于工作，公勤员黄
来永有时趁他出门时偷偷打扫书记办
公室，有一次被曹书记遇到了，他严厉
地说：“来永同志,你怎能这样做？不
让你打扫干部宿舍是我提出来的，你
是公勤员，不是私勤员，今天跟你打个
招呼，下不为例。”

饭桌底下捡米粒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伦公社机

关食堂凭票吃饭，服务对象不单是机
关干部,还包括供销社、卫生院、营业
所、国营商店的职工,甚至还包括职工
上学的子女。

有一天中午，曹书记跟几名职工
和学生一起用餐，坐在旁边的一个小
孩子嘴边掉下几粒米饭。惜粮如金的
曹书记等到这名小学生丢下筷子离开
饭桌后，弯下腰把地上的饭米一粒粒
捡起来送到嘴里。随后他对在场的干
部职工语重心长地说：“粒米皆从辛苦
得，一粒米是用七斤四两水换来的，我
们要珍惜社员的劳动成果，孩子们不
懂事，家长要教育引导，让他们从小养
成爱惜粮食的习惯。”书记的一席话说
得在场的干部职工连连点头。

徒步进村看现场
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只有少数

人有自行车，大小队干部到公社开会、
到大队看现场,甚至到姜堰开会基本
上都是靠两条腿，很少有人骑自行车。

曹书记是工农干部，他非常了解
基层、关心基层、体贴基层。公社召开
现场会时，为了照顾没有自行车的同
志，他一般都要求办公室通知大家到
公社集中，让少数骑自行车的同志把
自行车停放在公社，大家一起往会议
现场走。曹书记走在前头，他迈着矫
健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从这个
村到那个村，始终和大家一起步行。
社员们见到老书记带领三级干部徒步
看现场，纷纷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赞：

“曹书记真不简单，还是当年那个样！”

亲自给我下任务
大伦公社党委在抓好农副业生产

的同时，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由于
常抓不懈，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县委准备在计划生育广播会上由大伦
公社的曹书记介绍经验。

这个材料由谁写呢？曹书记开始
在头脑中物色人选。一天上午，公社
办公室的霍立生主任说：“小于，曹书
记要我们两个人马上到他那儿去一
下。”我们很快来到书记室，只见戴着
眼镜的曹书记坐在那儿看报纸。见到
我们，他把眼镜一摘说：“小于同志，我
交个任务给你，县委准备召开计划生
育广播会，会上要大伦公社作介绍，这
份材料由你执笔，请霍主任把关，三天
之内写好后送到县委办公室过堂。”听
了曹书记的话我愣了一下，心里直嘀
咕：“写典型材料，我可是大姑娘坐轿
子——头一回，这个任务我哪能完成！”
于是回答道：“曹书记，这么重要的材料
还是要请霍主任执笔，我来抄写”。听我
这么一说，曹书记有点生气了，态度严肃
地说：小于，现在是听你安排还是听我安
排，让你写这份材料，对你来说是一次锻
炼。年轻人不接受锻炼哪能成长呢？老
霍，这个事儿就这么定。”接着曹书记对
材料的要求和思路作了交代。

我接受任务后，找到分管计划工
作的周桂芳主任，请她把相关情况作
了介绍，然后关起门来爬格子，写了一
天半夜，拿出初稿，呈请霍主任把关。
经霍主任修改后送到曹书记那儿，请
他斧正。他老人家眼镜一戴逐字过
目，对几处作了改动。第二天上午九
点钟我把材料送到县委办公室，在那
里，我非常紧张，生怕材料通不过，县
委办公室的一位领导看了一遍之后对
我说：“这份材料是你写的？”我点了点
头，他说：“材料写得还可以。”然后从
头到尾反复进行了推敲和修改，定稿
之后让我抄了一遍。回到公社，我把
材料呈送给曹书记，这时心中的一块
石头才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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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伦乡大伦乡19741974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

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院落，一条
条干净整洁的村道，一株株生长繁
盛的花草……这里四面环水、阡陌
纵横，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却是
以省级第九批特色田园乡村远近闻
名的冯庄村。

冯庄村位于溱潼古镇南郊，以
渔耕产业为主，生态本底优良，是典
型的里下河村庄。在冯庄村，经常
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村民悠闲地坐
在家门前拉家常，不时开怀大笑；有
的老人在下棋，悠闲自在。沿着滨
河长廊可见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过去这儿都是闲置土地，杂草
丛生，现在即将竣工体育河边长廊

项目，有花有草，有健身器材，既能
赏景又能健身，真是太好了！”说起
该项目，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特色田园乡村美在颜值、美在
气质，更要美在百姓心里。”该村党
总支书记吴亚东说，他们花费一年
的努力，建成体育河边长廊项目，为
的是打造百姓的幸福港湾。

因地制宜，助推特色产业美。
乡村美不美，关键在环境；乡村强不
强，关键在“头羊”。跟着吴亚东的
步伐，记者来到门头上赫然写着“溱
湖湾冯庄鱼寨”的渔业产业园。

“你很难想象，如今发展繁荣的
渔业产业园在几年前是我们村里的

治理矛盾点。”吴亚东感慨地说，由
于冯庄村地势低矮，外加交通不便，
村里水面资源丰富，但利用率十分
低下。为此，村两委班子邀请专家
学者于 2019 年高起点设计规划面积
3000 亩的现代渔业产业园，精细化
规划打造各区域。其中，蟹塘标准
化改造 1900 亩，鱼塘工程化循环水
养殖 100 亩，稻田综合养殖 1300 亩，
养殖品种以溱湖簖蟹、龙虾、四大家
鱼为主。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全村有
100 多家水产养殖户和销售户。为
了大力发展水产业，村集体牵头成
立簖蟹冯庄农业旅游公司，整合所
有资源，变“散而多”为“大而精”，
实施“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簖
邂冯庄农业旅游有限公司+种养大
户”的发展模式，养殖户和销售户
以资产、资金、技术等方式入股。
该村配套建成溱湖簖蟹批发市场，
组建里下河农副产品产业化联合
体，本村村民、周边商户纷纷入驻，
吸引上海、苏州等地客户慕名而来
批购水产品，现在每年销售额达到
6000 万元。

“我看您刚刚正忙呢！”“是的，
我刚看了整个塘口的水草长势。”在
产业园稻田综合养殖基地，负责人
吴小林正在整理水草。“我承包了
300 亩，总产值 120 万到 150 万元。”
目前基地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本村村

民，如今家门口的水面成了流金淌
银的“聚宝盆”。

特色产业，激活发展新模式。
在做足水产养殖文章的同时，该村
依托里下河地区自然生态禀赋和特
色人文条件等优势，积极探索农文
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渔业为载体，
围绕“渔耕水韵·簖邂冯庄”主题，
延伸拓展至渔业观光、科普体验、
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等业态，打造

“渔耕”文化为特色的冯庄渔业产
业园研学基地，重点开发“观蟹日
志”“趣味钓虾”“浑水摸鱼”等研学
课 程 ，促 进 研 学 和 农 文 旅 深 度 融
合。“渔耕水韵·簖邂冯庄”研学旅
游体验项目获评市特色田园乡村高
质量发展一等奖。

在吴亚东带领下，记者来到该
村渔事文化展示中心。这里主要
分为科普馆 、文 化 馆 、美 食 馆 ，从
科学普及到文化传播、美食制作，
让前来研学的孩子可以一站式全
面了解“渔耕”文化。馆内老师窦
娟娟介绍，目前主要安排前来研学
的学生参观渔事文化体验馆，了解
渔业发展历史和渔事文化。此外，
他们还组织孩子们通过手工制作，
体验捕鱼、钓螃蟹 、钓 龙 虾 的“ 渔
耕”乐趣。

乡村蝶变，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如今的冯庄村处处展现幸福宜
居的乡村新风貌。吴亚东表示，他们
将继续苦干加实干，围绕北塘、中田、
南村三大板块做文章，力争将冯庄村
打造成含金量更高的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鱼渔双授 美美与共
——省级第九批特色田园乡村冯庄村蝶变记

本报记者 黄文婧 陈慧 陈书华 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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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4 月 18 日，2024 年第一季
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
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在江西省九江市举行。
152 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
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中国好人的价值远不止
于个体的善良与正直，更体现
着对公民道德、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传承和担当。退
役军人邓璞为扑救山火英勇
牺牲，杜刚突发疾病倒在岗位
上……中国好人以崇高的品
质和伟大的行动塑造社会良
好风气和价值观念。他们以
默默无闻的奉献和长期坚守
的担当，激励我们追求道德卓
越，激发我们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道德模范是公民道德建
设的标杆，是立在道德高地的
灯塔。基层民警商朝阳义务
寻亲 16 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饮水思源”的内涵。
八旬老人王先志植树造林 38
年，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生态遗
产。中国好人的精神力量不
仅在个案中闪耀，更是一道道
璀璨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的
道路，激励更多人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共同建设一个更美
好、更和谐的社会。

中华传统美德具有鲜明
的向善底色，其中蕴含的深厚
善念能够启发人们以善意的
眼光和心态去对待他人和看
待社会，达到“至真、至善、至
美”的境界。“00 后”小伙王宇
鹏毅然捐肝救母，用孝心照亮
母亲余生，以实际行动诠释伦

理亲情。程红霞用爱为亲人撑
起一片天，传达中国人“家和万
事兴”的朴素信念。这些中国
好人的故事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在大众心里播下崇尚真善
美的思想火种，指引、规约和激
励人们积极创造美好生活。

“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
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
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道
德模范是看得见的正能量、鲜
活的价值观。中国好人以一
己坚韧与奉献为社会描绘温
暖的底色，也为国家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道德力量，激励更
多人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大事业，共同营造更加
美好、和谐的生活。

看见中国好人 看见道德力量
杨振东 俞悦 本报讯（记者 纪毅丰 通讯员 袁

赤忠）4 月 22 日，区文体广旅局主办、区委
老干部局与区图书馆承办的“三水讲坛
行走的课堂”走进区老干部大学，40 多名老
干部学员跟随姜堰本土作家一同品阅非遗
著作、感受传统文化韵味。

中国作协会员、区作家协会主席曹学
林以《烟火日常 非遗人生》为题，分享自己
创作里下河非遗著作《绝唱与遗韵》的灵感
来源、写作手法以及情感表达。学员们认真
听、仔细记，结合一篇篇非遗微小说，近距离
了解非遗文化、感受非遗内涵。

随后，学员们参观了区图书馆的“知史
行远”中国历代史书展，通过历朝历代的史
学巨著，深层次、多维度地感受中国历史的
源远流长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水讲坛 行走的课堂”
走进区老干部大学

江苏姜堰
主办：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