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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6日上午，共青团启东
市委十七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南苑
中学报告厅举行。会议回顾总结去年工
作，安排部署今年任务，并对2020年度启
东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市委常
委姜红波出席会议。

过去一年，团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
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紧紧围绕大局目
标，持续推动启东共青团组织力、引领
力、服务力“三力”提升，成功打造启
东“123”团建工程，推动共青团工作
再上新台阶。2021年，团市委将准确把

握共青团工作大势，坚持革故鼎新，牢
牢把握政治属性；坚持使命不移，真心
赢得青年信赖；坚持内外兼修，全面融
入发展大局，履行好新时代党赋予的光
荣使命。狠抓全年目标任务，实施“青

春强基”“青春铸魂”“青春建功”“青春
护航”行动，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聚
力投身启东高质量发展。

姜红波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共
青团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市各级团

组织和广大团干部聚焦政治更强，持之
以恒把牢思想引领；聚焦质量更高，多
措并举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活力更足，
驰而不息强化改革攻坚。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施彦佟）

共青团启东市委十七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激扬青春志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3月25日下午，启东经济开
发区开展“聚智聚力·发展大讲坛”党史学
习教育，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高
广军作发展大讲坛开坛之讲，为开发区的
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为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开
发区通过领导干部率先讲、邀请专家专
题讲、年青干部踊跃讲等方式，将领导

干部讲和普通同志讲相结合，自己讲和
请进来讲相结合，凝聚发展共识、集聚
发展智慧、汇聚发展合力，为实现“提
升贡献份额，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组织保
证和人才支撑。

高广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四个阶段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来的发展历程。高广军指
出，只有学习党史、学好党史，才能深
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才能深刻把握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和丰
富内涵。启东经济开发区要明确发展方

向、抓重点，快起步、早发力，勇担
当、争领先，要用新思想、新理念，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切实做
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企业服务、对
接上海、产城融合与社会管理等六项重
点工作，打造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
地，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听了这堂党课，我受益匪浅，纵观党
的百年历史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是
谁、为了谁、依靠谁。”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副主任夏辉说，“要汲取革命前辈面对困
难的无畏精神，鼓起面对工作敢于打拼的
亮剑精神，用务实的作风、创新的举措，推
动园区工作实现新突破。”

（融媒体记者 李欣怡 卢靓）

探访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

黄海之滨的“红色摇篮”

融媒体记者 陈艺文 顾敏娟 袁 竞
汤钦云 韩明彤 姜新春

3月24日上午，位于海复镇的东南
中学老四合院又迎来了一批访客，来自
南通市委组织部的机关干部在这里聆听
了一堂关于“抗大精神”的党史课。

走进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三进两
场心”的建筑风格、粟裕将军的半身铜像
和甬道上的苔痕、庭院中的树影，无不验
证着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成色。这里就
是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垦牧校。这座
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50平
方米的四合院，出自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张謇之手，已历经92个春秋，从垦牧校到
通师侨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
校和东南中学，四合院在战火中得以幸
存，并浓缩成一段辉煌历史。

四合院里点燃革命星火
1942年春天，粟裕将军率新四军一

师师部进驻海复。那年5月，新四军一师
根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正
式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
校，粟裕亲自担任校长。学校设军事队、
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
武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培训队等7个
队，另附设一个医务干部训练队，全校教
职员共600余人。九分校对学生集中进
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讲授游击战术
是军事教育的重点，许多启海青年和垦
牧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烽火岁月，抗大九分校为什么会诞
生在启东？

“启东人民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斗争
精神。”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启东市抗大九分校纪念馆特约讲解员
黄一彬告诉记者，当时新四军一师机关驻

地海复镇，地处张謇当年创办的通海垦牧
公司中心位置，附近的通师二附、通师侨
校集中了一批爱国师生，通师侨校四合院
校舍更是为抗大九分校提供了一个理想
的办学场所。“所有这些，都为抗大九分校
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抗大九分校
诞生在启东成为历史的必然。”

1942年5月底，盘踞在启东吴仓港
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范巧林部与日汪勾
结，破坏抗战，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粟裕
决定除掉这个祸害。当时粟裕身边只有
3个连，兵力不足，便特派抗大九分校三
中队参战。6月3日晚，抗大九分校三中
队袭击汇龙镇伪军成功后，又冒雨奔袭
吴仓港范部。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经过
40分钟的激烈战斗，生俘范巧林部200
余人，缴获敌人电台一部和全部枪支弹
药。这一仗为开辟启东东区抗日根据地
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2年的抗大九分校，一直处于频
繁战斗、高度流动的状态。学员们一手拿
书、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作战。
1943年1月，由于日军对苏中反复“清
乡”，九分校南下转入茅山西南的溧水地
区，完成了苏中到苏南的战略转移。

1944年春，随着整个苏中形势的好
转，抗大九分校返回苏中地区，6月1日
改为“苏中公学”，从而完成了她的历史
使命。

光辉岁月喷涌红色基因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

心”。纪念馆内，作战指挥室、粟裕办公
室、机要室……一张张图片、一幅幅画
面、一件件陈列物品，展现了“抗大”可歌
可泣的战斗历程和不朽功绩，将人们又
带回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1942年3月至12月在抗大九分校

学习的那段时间，是我革命生涯中，斗争
最复杂、环境最恶劣、战斗最频繁、物质
最困难、生活最艰苦的一段经历。那年我
刚满17岁。恶劣环境的考验，锻炼了我
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艰难生活的磨练，
培养了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树立了
奋斗终身的革命理想。”抗大学员唐景雄
深情回忆1942年在新四军抗大九分校
学习生活时这样说道。

“抗大九分校共举办5期，在近3年
的时间里培训了3300名军政干部，这批
干部成为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材，为夺取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新中国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黄一彬介绍，抗大
九分校的特殊经历，为整个抗日军政大学
的教育事业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多年来，东南中学每年新生入学后，
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述当年爱国
青年在这里勤奋苦学、投身革命的事迹。
每当海内外校友来此瞻仰，他们总会给学
生回忆当年在这里学文化、学军事、同日
寇开展斗争的故事。东南中学以四合院锤
炼的“勤学建国、科教兴国”爱国主义教育
主线，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抗大九分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军队留给启东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为
宣传弘扬抗大精神取得的丰功伟绩，中
共启东市委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其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作用，积极做好抗大九分
校旧址的保护与修复工作。目前，抗大九
分校纪念馆已成为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
心重要纪念场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及启东市党性教育基地。纪念馆自
2014年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涌跃参
观，参观人数达10多万人。

垦牧故地闪耀抗大精神
眼前，是闪耀的党徽和党旗；耳边，

是深情的致礼与宣誓……每每来此参
观，广大党员干部都会在这个四合院里
重温“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初心。

“抗大九分校纪念馆，作为启东党史
教育重要的一个平台，它所放射的‘抗大
精神’到底是什么？”面对近年来不少来
访者的提问，黄一彬总是给出这样的回
答：“其实抗大精神就是为了崇高理想而
英勇奋斗的精神。”

“抗大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海复镇党委书记张丹认为，
立足新发展阶段，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一往无前的政治勇气，奋力谱写现代化
建设新篇章。

作为“红色摇篮”的发祥地，海复镇是
一方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
土。如何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是历届海
复镇党委政府的一个永恒课题。“在抗大
精神的指引下，近年来，海复人民弘扬开
拓创新争先奋进的新时代海复精神，坚定
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

张丹介绍，近年来，海复镇牢牢盯住
重特大项目，发扬抗大精神，立足资源禀
赋、区位环境、历史文化、产业集聚等比较
优势，以镇区为中心，构筑集镇的综合服
务及商贸居发展片区；以靠近长泰海滨城
的滨海、四堤村落为副中心，构筑滨海新
城区。同时打造“垦牧故土、渔家风情、抗
大文化”文化品牌，探索“园区+景区”新
模式，让村庄景区化、园区观光化，把现代
农业产业园、东南中学红色教育基地、农
事体验、林果采摘等特色景点串珠成链，
将市民引入田园，为农民创造福祉。

一切似乎都在和曾经的那个春天遥
相呼应。

革命的烽烟早已散
尽，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而抗大九分校留给垦牧
故地乃至启东大地的红
色基因绵延不绝…… （扫码看更多）

启东经济开发区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坛

干部率先讲 专家专题讲

延长工作时间
加强人员保障

第五人民医院已接种1500
支新冠疫苗

本报讯 3月29日7时，市第五人民医院预防
接种门诊就对外开放，海复镇村民秩序井然接受新
冠疫苗接种。

接种现场，参加疫苗接种的村民在医务人员的
指引下，严格按照疫苗接种流程，依次进行体温测量、
健康询问、信息登记。在办理完成各项手续并充分了
解疫苗接种注意事项后，村民们陆续接种了第一针新
冠疫苗。完成疫苗接种的村民按照要求在留观室内留
观30分钟，确认没有不良反应后陆续离开。

市第五人民医院预防门诊负责人倪炜炜介绍，为
了不让群众等待和跑冤枉路，医务人员提前到7点上
班，中午全部在岗。门诊处除了周五、周六上午开放儿
童门诊，其余时间全部用于疫苗接种。同时，抽调精兵
强将，在门诊安排了26名医务人员分工协作，并临时
组建应急保障队伍，全面保证接种工作正常有序。自
3月23日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至今，五院已接种
1500支新冠疫苗。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本报讯 3月 29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周岚率队来启，调研我市
沿江沿海发展情况。南通
市副市长陈晓东，南通市
住建局局长王开亮，我市
领导李玲、杨中坚、邵茂
华、蔡毅、唐海兵、王裕
兵、佘德华陪同调研。

春光旖旎，江海风光
更显靓丽。上午，周岚一
行沿着江海岸线，实地察
看了我市沿江沿海产业
发展情况。在圆陀角旅游
度假区，周岚先后来到江
海文化景观大道、双色海
观景平台和黄金海滩，认
真听取了园区开发建设
情况。周岚竖起大拇指为
圆陀角的美丽风光点赞，
为启东在严守生态底线
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资源
打造精品景区的做法点
赞。随后，周岚来到协兴
港文旅项目、长泰海滨城
项目建设现场，在听取项
目介绍时，得知启东正在
打造最美江海岸线，周岚
兴趣十足，细细询问，认为
启东打造最美江海岸线意
义非凡、值得肯定。在张謇
挡浪墙遗址公园，周岚一
行饶有兴致地听取了张謇
在启东创建垦牧公司的历
史，认为启东在高质量发
展中很好地传承了张謇先
生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吕
四，周岚听取了广汇能源、
华峰超纤等产业项目发展
情况介绍，实地察看了通
州湾吕四港起步区“2+2”
码头建设。周岚希望启东
把握不可多得的资源，紧
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
遇，全力以赴推动沿海高
质量发展。

下午，市委书记李玲主持召开座谈会。市委副
书记、市长杨中坚汇报了我市沿江沿海发展情况。
杨中坚说，作为江苏唯一全域靠江靠海、紧靠上海
的城市，启东正充分发挥拥江揽海的独特资源禀
赋、紧靠上海的绝佳区位优势，坚持陆海统筹、江海
联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系统思维、战略眼光、
一流标准谋划未来城市发展，统筹生态、生产、生活
空间，做足“治污”“添绿”“留白”文章，构建“一主两
副多组团”的发展格局，打造最美江海岸线，叫响

“日出江海、美丽启东”品牌，全力建设沪苏通一体
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打造上海真正的“后花园”，成
为江苏沿海发展强劲增长极。

周岚充分肯定了启东沿江沿海高质量发展成
效。周岚指出，南通是江苏省沿海三市最具活力的
城市，启东沿江沿海、紧邻上海，区位好、空间大，是
南通通江达海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启东传
承发扬张謇先生的创新开拓精神，做了许多海岸线
整体发展空间储备工作，为沿海高质量发展奠定基
础、蓄足后劲。希望启东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对
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要求，按照省
委书记娄勤俭关于推动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最
新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前瞻性谋划，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
在沿海打造世界级水平的生态旅游产品。要聚焦沿
海重点段落，不断创新机制、优化设计，做好景点与
公共景观的衔接，进一步挖掘江海特色，塑造沿海
城市特色风貌。要结合沿江沿海开发，把江海“金
边”的活力引到田园乡村，加快特色田园乡村和小
城镇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宜居新农村。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施陆炜 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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