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京师汴梁东南 1400
余里之外的原本隶属淮南道的
泰州由团练州降为军事州，归
属淮南道首府扬州管辖。在其
治下的海陵县东边45里的距
今三千多年的西周古城遗址天
目山旁边，一个以姜姓命名的
堰在扬州太守（通判）王纯臣的
主持下，从天目山移至南边不
远处的宋庄跟前。63 年后的
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0年），
该堰由于遭遇大水，又南移到
现在的姜堰靠近运盐河口的罗
塘港（过去称码头为港）——现
在的姜堰坝口广场附近，这就
是古罗塘的前身。

上述内容载于380多年前
的明代崇祯年间的《泰州志》
形胜篇：“姜堰，州治东四十五
里、天目山前潴运河水，北至
西溪，通运盐以达上河，嘉祐
二年，守王纯臣移堰近南宋庄
侧，宣和二年大水，移于罗塘
港近运河口。”

这段记载表明，该堰的迁
移重建是由太守王纯臣负责
的。王纯臣是宋代人，从至和
元年（公元1054年）到哲宗元

祐初（公元1086年)的32年间，
他以祠部员外郎、秘阅校理出
任扬州通判。知州和通判是州
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宋代的通
判兼任督察知州的职责，知州
和通判同级，民间皆称为太守，
他们共同执掌兵民、钱谷、户
籍、赋役以及农田水利等事务，
因此古姜堰是太守王纯臣负责
施工的项目，相当于今天的政
府工程。

两次迁移和三个堰址奠定
了千年之后的姜堰。东西流向
的姜堰坝口运盐河在历史上叫
运河（该河在坝口南边的两个
近于直角的弯子是数千年前自
然形成的），清末民初开始叫运
盐河（老通扬运河）。运盐河远
远早于两千多年前的刘濞开挖
的扬州湾头至泰州海陵仓的西
运河（又称上官河）。四百多年
前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泰州志》
明确记载：“西运河，州治西南，
旧曰吴王沟，汉刘濞开，以通运
至海陵仓。”这段记载表明，吴
王刘濞开挖只是扬州湾头到泰
州海陵仓的河，而姜堰的这段
运河并非刘濞所挖。西运河是
根据泰州以东的运河取名的。

堰是农耕时代的先民智慧
结晶，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他们
以堰渠、堰塘、堰坝等形式，把
雨季的雨水积蓄起来，用于旱
季的农田灌溉。一千五六百年
前北魏的郦道元编撰的《水经
注》，详细说明了今天的淮河中
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支流这些地
域，曾有很多以围堰的方式形
成的平原水库，有的是梯形和
菱形，有的是方形和圆形，也有
马蹄形等不规则的形状。从今
天的姜堰南北有上坝、下坝以
及以埭为地名的村庄来看，姜
堰后来移到运盐河边的堰应该
是以长方形的堰坝形式而存在
的。据志书记载，姜堰最早的
堰在天目山前面，它蓄积的是

南边的运盐河的水。这就表明
现在的姜堰运盐河边的坝口广
场处，最初是下坝向北通往天
目山的河道，今天姜堰的坝口
与下坝可能就是当年堰址的一
部分。

姜堰的所谓上坝就是在靠
近运盐河口处筑起的一道略低
于运盐河水的堤坝，而下坝就
是在另一端筑起的一道略高于
运盐河水的堤坝，这样两坝之
间就形成了堰池。运盐河水溢
过南边的低坝就能蓄满堰池，
北边的高坝可以挡住运盐河
水，使之不至于流向低洼的下
河地区，这样就能使堰池里的
水与运盐河的水处于同样的水
位，从而保证运盐河的正常通
航能力。由于堰池在两道拦水
坝之间，即使运盐河在枯水季
节见底了，而平时略低于运盐
河水位的堤坝能够始终保证堰
池常年有水，附近的人畜以及
农田也因此不会闹水荒。

堰除了蓄水还兼备通航
功能，而埭就是设在堰上的用
人力或水牛拖船过坝的收费
卡口。

北 宋 的 宋 敏 求（1019—
1079）编撰的《唐大诏令集·卷
115》记载了唐肃宗的诏令：“军
用匮竭，常赋莫充，敕江淮堰
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纳钱。”

准斛就是官府根据商旅人数和
船只的载重量来确定的纳钱标
准，所纳之钱（收过埭费）叫做
埭程。从这段记载可知，姜堰
是唐代肃宗诏令收取赋税的江
淮古堰之一，也就是说姜堰属
于唐代的纳税户，对唐王朝的
赋税是作出过贡献的。之所以
这样说还因为占据重要的战略
位置的姜堰曾被宋代皇帝诏令
过毁堰，以阻挡南下蹂躏淮南
道的金兵。《宋史·河渠志》是这
样记载的：“绍兴四年（1134），
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
姜堰、通州白蒲堰、其余诸堰，
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
敌船”。由此可见，姜堰历来都
是皇家登记在册的江淮古堰。

最初的姜堰或许与有着三
千多年历史的西周古城并存
过，它是否润泽过渔耕时代就
住在天目山的先民？极有可
能。夏商周的农牧以及手工业
都比较发达，甲骨文字也已经
成熟。鲧以土垒基作三仞（长
度单位）之城基于当时“筑城以
卫君，造廓以居民”的理念，而
堰作为城的配套设施，古姜堰
完全有可能修建于人口稠密的
先秦时期。现代考古挖掘的灰
坑层表明，天目山的西周古城
遗址从汉代开始，墓葬遗迹覆
盖了汉宋和明清等不同时期。

这足以证实天目山古城是从汉
代开始趋向衰败而成为人迹稀
少的荒丘野地。此前的古姜堰
也随之失去应有的使用价值而
被遗弃。

堰随庄而建才有使用价
值，这也是宋代的扬州太守王
纯臣将宋之前的堰移到后来
崛起的宋庄的原因。南移宋
庄比九百多年前任杭州太守
的苏东坡垒起西湖的苏堤还
要早几十年。

如今堰址已经湮没，剩下
的只有姜堰这一名称。姜堰之
堰为何消失？主要缘于后来的
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遍地崛起的
新村庄，堰自然要被更为先进
的水利设施所取代。

据清代雍正年间的《光绪
志》记载，从泰州城到海安120
里的运盐河边，清朝中晚期有
涵洞64个，其中姜堰至白米段
就有二十多个，平均不足两里
就有一个。这些涵洞通过在运
盐河边的岸底打洞穿过岸堤的
方法，连接人工开挖的南北向
的生产河和自然沟渠，直接将
运河之水引向周边的新田地和
新村庄，较为原始的以堰塘蓄
水来灌溉农田的堰就这样逐步
退出了历史舞台。再者，姜堰
是连接上下河的交通要道，明
清以及民国时期集镇日渐繁华
和扩大，原先废弃的沟渠河堰
也随之被填埋，姜堰之堰湮灭
在时代发展洪流中当属必然。

总之，姜堰是个有故事的
地方，姜堰之名就是一个生动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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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之姜堰之““堰堰””在何处在何处？？
◆◆文文//冯继春冯继春 图图//王根林王根林

我所知道的马沟阻击战我所知道的马沟阻击战
◆◆口述口述//徐文喜徐文喜 整理整理//钱俊钱俊

我 1930 年出生在海安县
墩头镇（原为新海乡），15岁在
本村参加儿童团，1944年参加
紫石县独立团，1945 年 8 月 23
日参加了新四军苏中独立旅第
十四团（即泰县独立团）和紫石
县独立团在马沟阻击敌人的战
斗，194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从事军事斗争，新中国成
立后留在地方工作，离休前担
任白米镇党委调研员。

抗日战争期间，紫石县团
和泰县县团经常配合作战。紫
石县团团长沈仲宜、参谋长周
林率所部经常活动在老通扬河

以北，主要在姜曲海一带。泰
县县团主要活动在老通扬河以
南，集中在姜南、雅周一带。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在
望。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
在我国东北对日军展开摧枯拉
朽式的打击。8月9日，毛泽东
同志向全党发布《对日寇的最
后一战》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
对垂死挣扎的日本鬼子全面迫
降，但是盘踞在泰州、姜堰、泰
兴、黄桥的日军拒不向苏中独
立旅投降，蓄谋逃往南通参加
集中受降，上级决定予以痛
击。8 月 21 日前后，苏中独立

旅获悉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独
立旅孔瑞五的一个连将从泰
州、姜堰出发，沿通扬运河逃往
南通方向，苏中独立旅第十四
团和紫石县独立团奉命在马沟
阻击敌人，马沟阻击战就此打
响。泰县独立团由副团长兼参
谋长阮朝兴（团长是彭冲）带两
个营负责正面阻击，紫石县独
立团二营由陈、浦参谋和郑营
长带领负责侧翼阻击，同时应
对姜堰之敌。我当时是侦察
兵，既负责侦察敌情又负责浦
参谋的安全保卫。

1945 年 8 月 23 日（农历七

月半）上午八九点钟，日伪军分
水陆两路由姜堰东进，行至马
沟。水路是一艘满载日军的汽
艇，陆路有日军一部、伪军全
部。上午九时，日伪军进入我
军伏击圈，岸上的敌人先踩响
地雷，顿时阵地上枪声大作。
泰县团一个营在通扬河南岸阻
击日军汽艇，一个营正面阻击
沿公路而来的日伪军，公路上
的日伪军慌忙掉头逃跑。泰县
团武器好，有重机枪，阮团长一
边指挥重机枪掩护一边带领部
队追击。水面上的日军汽艇受
到南岸部队的攻击后，慌忙靠
到北河边地登岸，欲与陆上的
敌人汇合。阮团长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训练有素的日军从
河里上岸后纷纷寻找掩体抵
抗，战斗中阮团长因胸部不幸

中弹身亡，部队在悲痛中继续
追击。日伪军一边反击一边溃
逃到河边的一处三关厢的砖房
内，他们凿墙打洞，固守顽抗。
我军发起几次攻击，伤亡较大，
加之没有炮火，远距离投掷手
榴弹无效，近距离又遭到敌人
的火力杀伤，因此伤亡惨重，而
且受伤者均为头部和胸部中
弹。战斗持续到下午，由于我
军的顽强阻击，敌人原路返回，
向东的美梦没有做成。

当时紫石县二营埋伏在马
沟公路以北500米处，我和浦参
谋以及侦察班的战士目睹了整
个战斗，血气方刚的我好几次
想冲出战壕都被首长制止了。

80 年弹指一挥，每当看到
马沟阻击战纪念碑，我就会想
起阮朝兴等牺牲的战友。

原曲江楼下面的古罗塘港原曲江楼下面的古罗塘港（（运河口运河口））

原立于坝口广场现移至原立于坝口广场现移至
人人民公园的姜氏父子抗洪雕塑民公园的姜氏父子抗洪雕塑

江苏姜堰
主办：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农民收入增长了吗？小小

“民生账本”一清二楚。1 月
20 日，当记者走进顾高镇张
庄村村部，正好赶上村里为
村民“扎账”。

村党总支书记王余伯
与 1 组 村 民 宋 祯 龙 算 账 ：

“你看，这一年你在羊肚菌
种植基地搭大棚、装卸货、
采摘……收入还是不错的，
一 共 是 一 万 六 千 七 百 元 。
这是去年最后一笔账，一千
六百元，你签个字，到财务

处领。”宋祯龙拿着“清单”
乐得合不拢嘴。

和宋祯龙一样，张庄村
30 多名村民都拿到了属于
自己的“份子”。以前，张庄
村因村集体经济薄弱被列
为“软弱涣散村”，现在终于
摘掉了这顶“穷帽子”。说
起 这 事 儿 ，王 余 伯 一 吐 为
快。原先村里一没产业、二
没增收途径，集体收入和农
民 收 入 一 直 在 低 谷 徘 徊 。
去年上半年，村里通过盘活
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引进外

地能人，致力打造苏中最大
的羊肚菌培植基地，30 多名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 。
村里还改造低洼田、利用边
角地种植特色农产品，全村
12 个村民小组 470 户农户
每 户 增 加 收 入 7000 元 以
上。村集体也从中获利，这
一年村收入达到 103.82 万
元，比上年增长 87.27%，挤
进全镇村集体收入百万元
之列。“目前，羊肚菌订单已
排到今年底，集体增收、农
民增收有望继续突破。”王
余伯语气十分坚定，脸上洋
溢着新期许。

在顾高镇村采访中，记
者听当地人讲得最多的一
句话，那就是领着干、合伙
干、加油干。一个“干”字成
了全镇干部群众口中的高
频“热词”。

在顾高镇顾高村，记者
与到村部“扎账”的 16 组村
民蔡凤英聊起了家常。“不
算其他收入，每个月在顾之
家上班能有多少收入？”“一

个月 1500 元。”“上班时长
呢？”“一天八小时。”“是按
月发薪水吗？”“不，不，每个
季度扎一次账，一扎账，钱
就到手了。”

蔡凤英属于村里因病
返贫户，被村里安排在物业
公 司 上 班 ，才 有 了 固 定 收
入。如今顾高村，像蔡凤英
家一样遭遇不幸的近 50 名
村 民 全 部 进 了 物 业 公 司 。
原来的顾高村没有一家实
体，2022 年，村“两委”班子
自筹资金近 60 万元，办起了
顾之家物业公司，2023 年上
争资金 60 万元，购买扫地
车、垃圾清运车、打捞船等
设施设备，扩展业务范围，
承担全镇 10 个村的道路打
扫、沟河打捞、工业园区垃
圾清理等保洁工作。

顾高村党委书记顾银
军介绍，就这个产业一年集
体纯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上，
常年用工 230 名以上，每天
人均收入 60 元，现在还添置
了硬件设施，减轻了劳动强
度。正在“扎账”的顾高村
20 组村民宋存凤拉着记者
的手说：“村干部领着大伙
儿干，我们也有了奔头，跟
着干，手头不紧了。”她还告
诉记者，一个月 1800 元，全

年是个不小的数目。
有了自己的产业和实

体，合伙开启幸福之旅。顾
高镇申俞村引进能人办起
蝴 蝶 兰 种 植 基 地 ，村 里 入
股，村民成了股民。村里还
盘活一闲置厂房，成立江苏
泰州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7组村民薛爱华在公司上
班，年薪3万多元。村党总支
书记申桂龙算了一笔账，去
年村集体总收入 140.13 万
元，比上年增加16万元。

在顾高镇夏庄村，村党
总支书记薛云亮告诉记者，
去年村里总收入 115 万元。
今年，该村正在建设大型屠
宰场，预计全年宰羊15万只、
宰牛 1 万头，加上原先的增
收项目，今年村集体、农民增
收准能打个翻身仗。

顾高镇 10 个村围绕一
个“干”字，让集体家底厚
了 、村 民 口 袋 鼓 了 。 据 统
计，去年全镇 10 个村总收入
1352 万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3.3%。顾高镇党委书记成
猛兴奋地告诉记者：“新年
镇里将出台更有力度的政
策，以产业拉动、项目驱动、
能人带动，再打一场增收攻
坚战，力争今年‘两个收入’
实现稳中有进。”

“民生账本”里的“干”字分量
本报通讯员 叶梅 记者 段中富 鲍连华 卫婉倩

新春贺词
（上接1版）新竣工 5 亿元以
上项目 35 个、21 个，创历史
最好水平，实现百亿级项目
当年签约、当年开工的重大
突破。活力涌动、热潮澎湃
的产业新势能加速释放，攀
高逐新、求质图强正成为姜
堰发展的不懈追求。

这一年，我们以内外兼
修作答，城市的魅力持续彰
显。街巷里，3 个老旧小区
逆龄蜕变，37 处公园绿地精
彩蝶变，“两河”十里长廊全
线贯通，“三水之环”成为网
红打卡点；阡陌间，11 个省
特色田园乡村、19 个省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奏响“田园牧
歌”，蓝天白云的日子越来
越多，“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的景象重新回到市民身

边；镜头中，溱湖湾欢乐水
世界解锁“酷爽一夏”，森林
动物王国引领亲子游新风
尚，暴宝庄园、中交·海世界
即将惊艳登场。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城乡新画卷徐
徐铺陈，出门见景、四季可
游正成为姜堰城市的鲜明
标识。

这一年，我们以温暖幸
福注脚，群众的笑容愈加灿
烂。驰而不息延伸群众的

“幸福里程”，高考特高分
层、高分层全省县中第一，
录取清华北大人数创历史
新高，中考总均分、普高线
及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测全
市第一；中医院新院区全面
竣工，区妇保院创成二级妇
幼保健院，百余名沪宁医疗
专家轮流来姜坐诊，老百姓

有了更好“医”靠；家庭适老
化改造让近 3000 户老年朋
友居家无“碍”，老年助餐服
务经验全省交流，区社会福
利院建成全市唯一智慧养
老院，“堰上康养”15 分钟养
老服务圈初步形成。宜居
宜业、安居乐业的民生新篇
章不断续写，人间烟火、岁
月静好正成为姜堰生活的
幸福写照。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
万事出艰辛。从搏击风浪
的 企 业 家 ，到 锐 意 创 新 的
科 研 工 作 者 ；从 守 护 安 澜
的公安干警、消防官兵，到
忘 我 奉 献 的 人 民 教 师 、医
护 人 员 ；从 辛 勤 劳 作 的 工
人 农 民 ，到 奋 楫 笃 行 的 基
层 干 部 ；从 披 星 戴 月 的 环
卫 大 姐 ，到 穿 街 走 巷 的 快

递 小 哥 ；从 情 系 桑 梓 的 在
外游子，到 远 道 而 来 的 新
姜堰人……大家寒来暑往
忙 碌 的 身 影 ，如 繁 星 点
点 ，汇 聚 成 姜 堰 蓬 勃 向上
的 璀 璨 星 河 。 此 时 此 刻 ，
仍 有 很 多 人 坚 守 岗 位 ，伴
万家灯火，为幸福守望，大
家 辛 苦 了 ！ 为 大 家 喝 彩 、
向大家致敬！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
虽艰，持则可圆。2025 年是

“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
也是姜堰“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开票双双冲千亿”的决
胜之年。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千
亿目标不动摇，克难奋进，
务实上进，携手并进，加快

建设产业硬实力更强、城乡
品质度更高、民生小确幸更
多的“千亿姜堰”，奋力打造
全市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谱
写“强富美高”新姜堰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

市民朋友们，蛇年的钟
声即将敲响，我们坚信，只
要 我 们 步 调 一 致 、躬 身 实
干，逐光而行、共赴山海，一
切美好都将如约而至，一切

“姜将好”，一切“姜更好”！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姜堰明天欣欣向荣！
祝全区人民幸福安康！

日前，记者到泰州市府
西粮油商贸有限公司采访
时，董事长林网珍正和企业
员工一起忙着上货。该公
司于 2006 年开始经营，是一
家专注于食品和调味品批
发零售的企业。起初，仅限
于米面油，目前公司经营范

围涵盖各类厨房调味品、预
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

公司始终将食品安全
放在首位，从原材料采购到
生产加工，再到产品出库，每
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确保每
一袋粮油、每一瓶调味品都让
消费者吃得放心、安心，吸引

不少居民舍近求远来选购。
企业的核心产品溱香

澜大米在一众大米品牌中
脱颖而出，销量与日俱增。
林网珍说：“从米厂就开始
选控，每一次订单都经过严
格把控，不论是颜值还是口
感光泽度，都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府西粮
油在热心公益事业方面也
作出显著贡献。多年来，公
司不仅资助困难群体，还积
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传递
爱的暖流。前期府西粮油
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发布

“融媒有爱 ‘府’味仁心”
公益品牌，一起传播公益力
量。林网珍说：“帮助需要
帮 助 的 人 ，把 公 益 做 得 更
好 ，联 合 融 媒 体 中 心 做 好

‘府味人心’这个品牌。”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
到府西粮油在发展过程中
也面临过不少挑战。但凭
着对品质的坚守和对社会
的责任感，公司才能够克服
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林网
珍说：“希望府西粮油带动
一些群体和我们府西粮油
一起走得更远更好。”

“府味人心”的“诚信”之道
本报记者 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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