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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仲 厚（1909.1—1941.7），也
写作黄重厚，又名黄舜遗，1909 年
1 月 29 日出生于泰县娄庄乡红庙
村（今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红庙
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22 年毕业
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后考取中
央大学国立南京中学，1929 年考
取上海私立大厦大学，1930 年考
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
他在上大学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
黄逸峰，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
育和启发。

1935 年，大学毕业的黄仲厚回
绝了国民党要其出任萧县县长的
邀请，回到家乡泰县。1938 年春，
黄仲厚在张沐许家庄一带组织抗
日武装，该武装后来编入国民党江
苏省保安八旅杨仲华部，黄仲厚任
营长。1939年秋，黄仲厚被选送国

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
校）受训。1941 年 1 月发生皖南事
变后，杨仲华公然投敌，他任命黄
仲厚为旅长。黄仲厚严辞斥责：

“我是中国人，决不当汉奸走狗、做
民族的败类。”他毅然解甲归田。

此时“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
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
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

“联抗”）正在扩充部队，黄仲厚主
动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后被
委任为“联抗”扩充军支队长，此后
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队伍。

从“联抗”总部驻地曲塘黄家
楼领回 500 只“联抗”臂章的黄仲
厚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发动青年投身抗日，同时积极筹
集粮饷，动员亲戚、开明地主和士
绅 献 枪 献 粮 ，他 还 从 家 中 拿 出
1000 银元用于军费。在他的积极
努力下，抗日队伍很快就发展到
500 多人，并被编成3个大队。

黄仲厚治军严明，制定了一整

套的纪律制度，并且清洗了吸毒
者和兵痞。他严于责己，就连群
众送给他的几个西瓜，也要求勤
务兵按市价给钱。在黄仲厚的领
导下，“联抗”支队的兵员得到补
充，装备得到加强，素质得到提
高，战斗力大大提升。

1941 年 7 月，“联抗”奉新四军
军部令北上盐城军部整训。行军
途中，黄仲厚和战士们一道穿草鞋
步行，并将自己的马用于驮战士的
背包和辎重。7 月 22 日，到达盐城
的部队在宋家楼与“扫荡”的日军
遭遇，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大部分
战士突围出去了并回归新四军编
制，但是年仅32岁的黄仲厚在突围
中壮烈牺牲。指战员们将黄仲厚
的遗体安葬在石桥头河南，当地人
民都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与日寇作
战时牺牲的一位抗日首领。

2015 年 8 月，黄仲厚被列入民
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
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抗日英烈黄仲厚
◆蒋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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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抗队的活动旧址在俞垛镇仓
场祖师庙。

1943 年春天，受共产党的委派
进行革命宣传并发动抗日的镇江句
容弥陀寺僧人法启（化名刚军）辗转
来到叶甸，他不断向当地僧尼宣传
抗日卫国保寺的道理。

1944 年 10 月 中 旬 ，刚 军 和 当
地 僧 人 巨 川 发 起 成 立 叶 甸 区 僧
抗 会 ，附 近 寺 庙 的 僧 尼 踊 跃 参
加 ，于 是 仓 场 祖 师 庙 就 成 了 僧 抗
会 的 联 络 点 。

1945 年春，经叶甸区委批准，叶
甸区僧抗队正式成立，刚军任队长，
巨川任副队长，区委还选派了得力
的干部盛必成前来僧抗队担任政治
指导员。

僧抗队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由最初的 20 多人发
展到 100 余人。没有武器，巨川拿
出 个 人 的 积 蓄 ，买 了 两 支 短 枪 和
100 多发子弹。西浒垛吉祥庵的住
持 普 照 也 捐 出 庙 产 ，为 僧 抗 队 买
了 两 支 长 枪 。 消 息 传 出 后 ，各 寺
庙的僧尼纷纷捐资。中共叶甸区
委 也 支 援 了 他 们 一 些 武 器 弹 药 ，
并 帮 助 他 们 训 练 游 泳 、划 船 、射
击 、投 弹 等 基 本 军 事 技 能 。 僧 抗
队 队 员 脱 掉 袈 裟 穿 短 打 ，脱 了 僧
鞋穿麻鞋，挎长枪，插短枪。他们
活 跃 在 水 网 地 区 ，忽 东 忽 西 打 击
敌人，出其不意擒顽敌；他们轻舟
入港打埋伏，智截日伪抢汽艇；他
们 积 极 配 合 主 力 ，每 次 都 出 色 地
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日本宣布
投 降 后 ，僧 抗 队 根 据 上 级 的 指 示
在 1945 年 12 月 底 整 编 ，随 后 部 分
青 年 僧 人 进 入 溱 潼 县 独 立 团 一
连 ，另 一 部 分 僧 人 被 调 整 到 地 方
做 工 作 ，巨 川 也 调 任 溱 潼 县 武 工
队的排长。1947 年的一天，巨川在
和敌人的作战中英勇牺牲。

“文革”期间大量的庙宇被毁，
而仓场祖师庙得以保存。该庙现
在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7 年 5
月被姜堰市（现称姜堰区）人民政
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僧抗队活动旧址
仓场祖师庙

◆蒋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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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垛苏维埃纪念馆坐落于蒋垛
镇苏维埃公园，因纪念苏中建立的
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而得名。该馆始
建于 2000 年，2001 年 6 月正式开
放，先后4次扩建，占地75亩，建筑
面积为800平方米，分为5个区域。
2024 年，该馆再次列为改扩建工
程，定于年底前竣工并重新布展。
该馆在全省红色教育基地中享有
较高声誉，目前已被列为国家 3A
级红色旅游景区，是泰州市旅游一
号线，被23个单位、多所高等和中
等学校作为党史、国防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老区精神教育基地。近
年来，该馆每年接待泰州市以及外
地的党员、干部、学生和游客2万人
次以上。

传承红色文化。蒋垛镇地处
姜堰区东南角，南接泰兴市，东临
南通市下属的海安市，这里不仅
属于黄桥革命老区，而且是原泰
县（姜堰的原称）第一名党员和第

一个党支部诞生地、苏中第一个
苏维埃政权诞生地、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四军发祥地、震惊大江南
北的“五一”农民暴动策源地、苏
中游击战争根据地之一。镇内在
册革命烈士有近 400 名，馆藏革
命故事很多。这些催人泪下的革
命故事，记载了老区人民为新中
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和安居
乐业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该馆
重点辑录并展示苏维埃政权诞生
和成长的全过程，给参观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具有较高的社会
认可度。

讲好英雄故事。该馆始终以
普及党史、革命斗争史、弘扬老区
精神为己任，充分利用特有的资
源优势，积极挖掘史料，着力打造
教育高地，精心编写蒋垛革命斗
争史，努力讲好苏维埃政权诞生
和成长的故事，讲好镇内老红军
吴九成的红色故事，吴九成现年

110 岁，是全省唯一健在的老红
军；讲好泰州市唯一参加全国抗
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仪式的支前女模范李
兰英故事；讲好几百名革命烈士
的英雄故事，让更多的党员干部、
青少年学生和其他游客了解革命
的光辉历程，激发大家坚定听党
话，自觉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为建设家乡、促进
乡村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不懈奋斗。

打造旅游胜地。近年来，该馆
积极通过多种渠道提档升级，不
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为了加快提
档升级的进程，该馆坚持做深、做
实、做细自身工作，积极向上争取
支持，切实强化硬软件建设，千方
百计增加馆藏内容，多措并举改
进展示手段，配备了充足的讲解
和服务人员，并且通过提升接待
规格和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游
客。该馆还组织“五老”人员和志
愿者抢救性挖掘红色故事，走村
入户征集革命文物，梳理红色资
料，编写红色教材、制作党课课
件。为推出红色文艺巡回演出，
目前该馆正在紧锣密鼓地编排 3
台红色文艺宣传节目。蒋垛苏维
埃纪念馆通过多渠道和多举措打
造旅游胜地，让纪念馆有影、有
物、有像、有文、有互动，让老区精
神和铁军精神在新的征程绽放新
的光芒，激励广大干群为新的伟
大时代建功立业。

蒋垛苏维埃纪念馆
◆钱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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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英烈红色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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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300万元建设鱼圆自动化生产线，引领传统美食现代化转型

泰州璕锦：“新”稳“质”远

本报讯（记者 黄文婧
石玉 段婷婷 通讯员 钱宏
斌）今年 6 月，位于溱潼镇洲南
村的泰州璕锦食品有限公司斥
资 300 万元建设的鱼圆自动化
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一举措标
志着鱼圆这一传统美食的生产

方式迎来革命性的变革，不仅
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在保持
传统风味的基础上确保产品质
量稳定性和安全性。

杀鱼、清洗、采肉……12 月
11 日，记者走进璕锦食品公司
1000 多平方米的封闭式无尘净

化车间看到，员工们身着工作
服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制
作鱼茸环节，生产负责人徐宏
根将采好的鱼肉放入绞肉机，
加入姜葱汁、蛋清、料酒等，经
过几分钟搅拌便细腻均匀了。
制成后的糊状鱼茸浆用鱼丸机
定时定量挤出一颗颗“珍珠”，
均匀流入沸腾的油锅内，几秒
钟便成形，油炸之后个个如乒
乓球般鼓鼓地浮游在油面上，
香气扑鼻。约 1 分钟后，员工
用漏勺舀起熟透的金黄灿灿的
鱼圆，轻轻放进不锈钢漏筛里
冷却晾干，再倒入不锈钢托盘
中，待冷却速冻后送往自动化
智能包装线。

“自动化机器 1 分钟可以
出品近300 个鱼圆，（下转3版）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调研行

诗意姜堰：浓浓乡愁流淌城市空间
本报记者 王宝华

冬日暖阳，走进天目山观
光园，踏上古城台基，与“文天
祥”对吟诗词；徜徉古罗塘旅游
文化景区，踏上青石板，捧着爆
米花；漫步城区滨河长廊，游

“三水”，探古建。行走城市间，
这座江淮古邑承载了我们浓浓
的乡愁。

天目山的新容光
“天目山观光园不仅四季有

景，还有锻炼器材和古景点，出
门没几步就能一边休闲一边访
古。”近日，天目山街道城中社区
的张大爷在此玩得很过瘾。

天目山观光园位于城区北
郊，2024 年 9 月开园，总面积约
320 亩，主要有两条游览线，一

条是主路“西周江淮第一城”
线，有天目溯源、天目童语、天
目田园等景观；另一条是沿着
河岸和遗址的“形胜东来第一
山 ”线 ，有 古 城 旧 碑 、干 国 遗
址、古干亭、文天祥吟诗台等
景观。深埋地下 3100 年的西
周古城遗址焕发新容光，形成
了乡愁漫步新去处、文化展示
新平台。

前不久，我区“堰企青才”
研习社 20 多名成员走进观光
园，在“行走的课堂”访古寻幽、

感知历史，交流遗址寓意、园名
由来、植物配置，纷纷表示一年
四季都来打卡。

平日里，区博物馆热闹非
凡，大量藏品、各式展陈吸引游
客、市民；馆外广场上，不定期
地举办传统体育运动会、文化
风物雅集等活动。区博物馆馆
长陈炜表示，天目山观光园不
仅见证历史，更是文化传承载
体和创新源泉，提升公众对文
化遗产的认知，并让考古遗址
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城市一张
文化名片。

老家就在北大街
12 月 17 日上午，北大街古

玩地摊市场开市，不到 9 时，很
多摊主已经就地铺了展布，珠
宝玉器、手串、铜钱、瓷盘、字画
等物件摆放有序，让来客任意
挑选。收藏爱好者陆根林感
慨道：“每月的 2 号、17 号两天，
一晃开市 10 年了，摆放的地摊
有儿时味道，淘货氛围浓，很多
老摊主看着面熟。”各地文玩爱
好者纷至沓来，普通市民又多
了一处雅游之地。（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卫婉倩）12 月 17 日下午，
我区开展“工商联界+镇街履职小组+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观摩协商交流活动。区政协副
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戴忠全参加活动。

戴忠全指出，界别委员要当好乡村振兴
的“智囊团”，常态化走进乡村、企业“送政
策、送科技、送服务”，为更好推进“村企联
建”建言献策，帮助乡村牵线搭桥、联络衔接、
推介服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优秀资源向乡
村汇聚；民营企业要当好乡村振兴的“助推
器”，积极探索“共享资源、 （下转3版）

“工商联界+镇街履职小组
+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观摩
协商交流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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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卞
成）12 月 17 日，区委中心组举行
学习（扩大）会，邀请相关专家领
导围绕“突发舆情应对处置”“零
基预算有关业务知识”作专题辅
导。孙靓靓、钱军、戴兆平等区四
套班子领导参加学习。

会上，徐州市委宣传部新闻
宣传室主任王平以“全面提升领
导干部舆情应对处置与决策指挥
能力”为主题，结合丰富的实践案
例，从“认识舆论”“把控舆论”“引
导舆论”等方面作了一堂精彩生
动的专题报告，既有具体操作办
法，又有媒体接待技巧，为全区领
导干部正确应对突发舆情、维护
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供了极具针
对性的辅导。

市 财 政 局 副 局 长 张 晋 一 以
《零基预算——重塑财政管理的
新路径》为题，从财政的几个基本
概念、零基预算的概念和发展沿
革以及零基预算的措施三方面入
手，详细讲解了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的重要意义和实施路径。授课
重点突出、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和实践性，为切实提高我
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
效益提供了有力指导。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12 月 16 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示 2024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我
区企业——江苏馨德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入选绿色工厂公示名单。

绿色制造，也称为环境意识制造或面向环
境的制造，是一种综合性的现代制造模式，核
心理念是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从设计、制
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最小化对环
境产生影响，并最大化利用资源。（下转2版）

我区一企业入选
工信部绿色工厂公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