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就爱吃白蒲茶干，以前都是
一扎一扎散着买的，这几年店里推出了礼
盒包装的，我买了几盒，准备带给亲朋好
友。”在白蒲“三香斋”茶干店里，顾客
许勇刚拎着白蒲茶干，笑着走出店铺。

茶干，小小的一片，方方正正，棱角
分明，看着不起眼，喜欢的人却不少。白
蒲茶干本名白蒲“三香斋”茶干，始创于
清朝顺治年间，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
史。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白蒲茶
干后，欣然提笔，御题“只此一家”。

在三香斋茶干有限公司负责人姚广圣
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茶干生产车间。打
开车间大门，扑鼻而来的便是浓浓的豆
香。工人们统一戴着口罩，身穿整洁的制
服，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茶干的制作
工艺很多，每道工序的技术要求、卫生要
求都非常高。就拿点卤来说，看着简单，
其实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一般由老师傅
亲自掌勺。“点卤的时候，速度要非常

慢，这样做出来的茶干韧性才好。”车间
老师傅徐聪铎一边用持壶倒卤，一边轻轻
地用勺划来划去，看豆脑凝固的花纹，保
证豆脑既不嫩，也不老。

点完卤之后，再经过制坯、包坯、压
榨、剥坯、煮制等工序后，茶干便制作完
成了。刚刚制好的茶干呈现出淡淡的咖啡
色，大小厚度都一样。等冷却之后，再用
蒸煮消毒过的江边蒲草精细捆扎，每扎20
片，重60克，仪式感十足。“这个草有自
然的清香味，你把稻草抽成丝，没有韧
性，这个草是有韧性的。”姚广圣说，多
年来他们一直坚守传承，用蒲草捆扎茶
干。

白蒲茶干能够“俘获”人心，靠的是
一种对技艺的坚守。与此同时，为了适应
新需求，白蒲茶干也在不断创新，研制出
了5种不同口味的茶干。“这些茶干经过
高温杀菌后，保质期能够达到3个月到4
个月，能够带给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姚广圣说。

在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同时，白蒲茶干
也收获了不少荣誉，2011年，获“中华
老字号”称号；2020年，入围“江苏特

色伴手礼”名录；2021 年，入选省级
“名特优”食品小作坊榜单。这些荣誉肯
定了白蒲茶干过去的成果，也为未来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我们跟江南大学建立了
联系，希望通过产学研合作，研究出更好

的茶干产品，延长茶干的保质期，让更多
的顾客能够品尝到最纯正口味的白蒲茶
干。”对于白蒲茶干的未来，姚广圣充满
信心。

□融媒体记者吴环宇 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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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通讯员殷慧 司谦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春节即将到来，20日，长江镇知青社区与市市场监管局
长江分局联合开展了“暖皋2022 迎新春送年味”活
动，现场气氛热烈，近百名群众参与其中。

活动中，市市场监管局长江分局的党员志愿者为孩
子们讲述了“年”的由来与传统习俗，来自徐州的小朋
友分享了他们家乡的过年习俗，也引发了孩子们关于

“过年吃馄饨还是吃饺子”的讨论。社区的老年人回忆起
他们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把那个时候过年的习俗讲给孩
子们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在民俗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体验
了窗花制作，大家剪出了造型不一的“春”字和“福”
字，尤其是加入了虎头元素的“福”字，最受大家喜
爱。写春联环节，在社区书法爱好者的指导下，孩子们
个个神情专注、有模有样。志愿者还给孩子们精心准备
了书籍作为“年货”，让书香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
的新春佳节。

春联送祝福 墨香迎新春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周玲 通讯员谢
寅）为进一步推进文明典范城市建设，营
造良好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近日，我市交警部门开展了非国
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

“你好，请把车靠边停一下，出示一
下驾驶证和行驶证。”日前，记者来到如
皋市汽车客运站，值守交警正对经过的电
动三轮、四轮车进行检查，对违规车辆进
行查扣。

近年来，我市交警大队联合多部门
对城区的非国标电动三轮、四轮车进行
了常态整治，城区的非国标电动三轮、

四轮车已大幅度减少，但仍有少数人员
驾驶非标车辆进行载人甚至从事非法营
运活动。

“非国标电动三四轮车制造工艺不符
合国家标准，且大部分为私自改装车
辆，安全性能差，上路有很大的危害
性。”如城交警中队指导员孙森告诉记
者，这类车辆往往没有照明和转向灯等
装置，后期车辆维护缺失，极易造成刹
车等部件失灵，存在安全隐患，每年由
非国标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不在少
数。“由于车主流动性大，且车辆无保
险，发生事故后极易出现肇事方无力承

担赔偿医疗费用的情况，给事故受害者
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

此次整治行动中，交警部门还对邮
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进行排查。“前
期我们已经联合邮政管理部门，对相关快
递行业提出‘六统一’要求，即统一车辆
型号、统一外观标识、统一车辆号牌、统
一备案登记、统一信息化管理、统一购买
交通责任保险，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情况

下，满足广大市民对快递业的需求。”孙
森说。

据了解，行动当天，交警部门在汽车
站、火车站以及重要路段查扣非国标电动
三轮、四轮车共16辆，其中涉嫌非法载
客营运 12 辆、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一
起。“再次呼吁广大市民不购买、不驾
驶、不乘坐非国标电动三四轮车上路，对
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孙森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21日，
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举行2021至
2022年度党员冬训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暨

“作风建设提升年”动员大会，会议传达
了2021至2022年度全市基层党员冬训工
作动员部署会精神以及全市“作风建设提
升年”动员大会精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市融媒体中心主
任，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刘志伟围绕相关工
作作动员讲话，并以“弘扬治沙精神 争
当创业先锋”为主题进行冬训首场宣讲。
他表示，过去一年，中心（集团）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党员冬训、举行
“融媒先锋基层行 志愿服务我先行”主
题实践活动、实施“两在两同”建新功行
动、打造“融媒先锋”党建品牌等一系列
动作，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高质量发
展。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
面贯彻落实省、南通及我市党代会精神的
开局之年，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
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是开创事业发展
新局面的重要基石。新的一年，要总结成
绩、汲取经验，为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争
当创业先锋提供重要启示；要查找差距、
自我剖析，为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争当创

业先锋扫清思想障碍；要改进作风、凝聚
合力，为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争当创业先
锋激发内生动力。

刘志伟说，当前媒体融合仍处在爬坡
过坎、攻坚克难、深度推进的关键时期，朝
着打造“国内有影响、全省有位次”县级融
媒体中心的目标，需要从进取心、精气神、
凝聚力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提升，要把党员
冬训和“作风效能提升年”活动抓严抓细抓
实，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精
神状态和严实的工作作风，创造出更加优
异的成绩，为奋力谱写如皋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后，在刘志伟的带领下，6名新党
员进行了集中入党宣誓。会议还就近期安
全生产、安全播出（出版）、网络安全、常态
化疫情防控、文明过节、严防“节日腐败”以
及“新春走基层”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白蒲茶干：

方寸之间 传承三百多年的美味

违规上路“驶”不得！我市专项整治非国标电动三轮、四轮车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韩循） 21日，南通市老区开发
促进会理事长秦厚德及江苏银行南通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陈亚明带队来如，慰问我市部分困难家庭。副市长黄
文斌参加活动。

秦厚德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江安镇、搬经镇的6户
困难家庭。在困难户孙爱华家中，秦厚德向老人送上慰
问品，亲切询问了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两位老人
要按时服药。在困难户孙羽轩家中，秦厚德详细了解孙
羽轩家人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并询问了孙羽轩的学
习情况。秦厚德表示，社区要多关注困难家庭的未成年
人，多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为他们申请助
学金。据了解，每年春节前，南通市老区开发促进会都
会对南通各县（市、区）的困难家庭进行慰问。

在中国工农红军南通如皋红军小学，秦厚德一行听
取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介绍，了解了中国工
农红军南通如皋红军小学建成背后的故事。秦厚德表
示，中国工农红军南通如皋红军小学的建成，是如皋充
分发掘利用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的成功体现，为南通进一
步发掘利用好红色文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他希
望，中国工农红军南通如皋红军小学在今后的教学中，
能够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更
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将红色老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徐成）为进一步提升应对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指挥机制，21
日，我市开展2022年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救援演练。市政
府党组成员刘栩参加活动。

据了解，此次演练分为灾情报告、先期处置、应
急响应、应急处置、撤离安置、响应结束六个环节，
针对寒潮大风及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涉及面广、衍生链
长的特点，模拟突发寒潮所引发的低温、大风、暴雪
等对如皋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居民安全、能源供
给、日常生活等造成影响并逐步升级的灾害态势，以
桌面推演的形式，设置快速除雪、保障畅通、救灾救
助等多个阶段，着力体现灾害应对原则以及不同阶段
处置的措施和方法。

活动最后，刘栩对本次演练进行点评。他表示，此
次演练科目设置真实，指挥员指挥恰当，演练人员精神
饱满、处置科学。就下一步工作的推进，他表示，相关
责任单位要时刻保持警醒，筑牢夯实应对雨雪冰冻灾害
天气的思想防线；要狠抓关键环节，全力做好应对雨雪
冰冻灾害天气的各项准备；要积极主动作为，形成全民
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强大合力。

南通市老区开发促进会及
江苏银行南通分行领导来如慰问

我市开展
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救援演练

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

吹响党员冬训“集结号” 以实干作风再出发

春节临近，“年宵
花”进入了销售旺季。
在如城街道大明社区的
蝴蝶兰种植基地，5万余
株蝴蝶兰争相吐蕊，色
彩斑斓，工人们忙着修
整、定型、包装，准备
销往本地及周边市场，
满足春节期间消费者用
鲜花装扮居室的需求。

□通 讯 员吴树建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春节近春节近 年花俏年花俏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我们在行动

【上接A1版】新中国成立后，如皋历届县委、县政
府对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自始至终一直在积极探索治
沙改土、治穷致富的路子。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如皋曾积极推行“三改”，
包括“低改高”“夏改春”“旱改水”，引导农民把产量较
低的作物改种成产量较高的作物。

“三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沙土地区农业的发
展，农业产量有了一定的提升，但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城西公
社何堡大队、搬经公社搬北大队、夏堡公社卢桥龙港大
队都曾发动群众平整土地，建电灌站，试种水稻，获得
一定程度的增产增收。

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时任副县长的丁学文发动胜
利公社久隆大队群众平整高沙土，实行旱改水，获得成
功。

车马湖公社潘桥大队也成功削平高沙土，栽种水稻
获得丰收。当地农民第一次吃上自己种的大米饭。他们
编了一首顺口溜：“高沙土上长杂粮，农民没的米饭尝。
平整土地栽了秧，大米煮饭喷喷香。”

这些积极的探索为全面推开“削平高沙土，实行旱
改水”积累了经验，提振了信心。从1970年开始，时任
县领导张鸣、唐如裕、陆万璋等人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民声，发掘典型，总结经验，
慎重做出了“削平高沙土，实行旱改水”的重要决策，
成立了“战高沙指挥部”，向高沙土宣战。

（罗强）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