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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笔”

激活乡村振兴文化底蕴

“大家好，我是张祖根，很高兴今天能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公益心得……”在
皋南社区“冒氏祠堂”的院落中，如皋市
第十四届爱心大使张祖根向居民们讲述着
他的爱心故事，在他们身后，矗立着一座

30多米高的大草垛，这正是皋南社区的文
明地标——陈草薋。一场场党史宣讲、家
风课堂在这里开展，在潜移默化中让文明
浸润乡土，让文化滋养乡情。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激活文
化底蕴，乡风文明是关键。丁堰镇聚焦乡
风文明，着力推进移风易俗。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悬挂灯杆旗130幅、打造文化志
愿服务队、组织开展“送戏下乡”“电影进

村”“红色小板凳（理论+文艺）”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充
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制定红白喜事标准和工作章程，倡导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持续开展“好
儿女”“好婆媳”“好妯娌”“十佳孝星”等
优秀家庭角色评选表彰活动，形成“德昌
丁堰”爱心品牌；在村民家门口设立“港
港经”百姓茶馆、村史馆（长廊）、农家书

屋等，围绕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
日，开展多彩健康的文化活动，增强乡村
文化吸引力和感染力……多种多样的举措
让新时代文明新风飞入寻常百姓家，乡村
振兴更有“底气”。

乡村兴，百业兴。立足区位优势，聚
焦发展短板，丁堰镇将抓住自身“色彩流
量”，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通讯员谈日东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上接A1版】
树立标杆 品牌领跑未来

去年，第二届江苏质量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
彰了第二批“江苏精品”认证获证企业。南通中铁华
宇电气有限公司的 LED隧道灯成功入围“江苏精
品”，该公司也成为我市首批获得认证的企业。

“从去年获得了江苏精品认证之后，我们公司参与
了更多的项目，比如新福厦铁路、叙毕铁路、成兰高铁等
等。”南通中铁华宇电气有限公司品质部部长陈建锋自
豪地说，对于中铁华宇来说，以更高更严的企业标准，锤
炼更好的产品品质，打好“绿色”“精品”王牌，是企业掌
握市场话语权的“利器”。

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是高质量发展永恒的主题。
我市广泛开展品牌战略主题宣传，建立重点品牌企业
培育库，有目标、有计划地实施精准指导和培育，树
立区域标杆、行业标杆，赋能企业发展，推动产业整
体转型升级。见证品牌诞生，助力品牌崛起，目前我
市2家企业的2类产品被认定为“江苏精品”，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6件、地理标准保护产品1个。

“近期我们正在指导和推动天南电力、力星钢球、
万达轴承等8家企业申请江苏省质量信用AA级以上
等级认定；如皋火腿、如皋香肠、如皋肉松、如皋大
米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杨丽娟告诉记者，我
市加大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标和老字号商
标的保护力度，形成宣传、维权、保护、运用一体化
机制，构建有数量、有布局、有影响力的质量品牌建
设格局，着力创建特色化、生态化、品牌化、高端化
的现代产业体系，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

□融媒体记者蔡易

丁堰镇：“三色笔”勾勒乡村振兴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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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章霞红）自“双减”政策推进以
来，市市场监管局立足于广告监管职责，强化分类管
理和部门联动，有效规范培训机构广告行为，立案查
处9起教培类广告案件，发布典型案例5件，有效扩
大了案件影响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培训广告秩序。

该局提前谋动，约谈培训机构负责人，在微信公
众号、沿街电子屏高频滚动宣发相关政策及工作推进
情况，夯实社会面思想认识基础，各培训机构在组织
广告自查、清理、集中拆除的过程中均能高度配合；
全面清理学科类培训机构广告，对全市49家学科类培
训单位，逐户上门摸底排查，对所有不规范或违法广
告列出问题清单，一户一档拍照建档，落实限期自查
整改，组织拆除、清理室内广告标语及告示近1000
条、户外广告牌215块，删除微信公众号推文4篇；
联合多部门逐户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户外广告，在
自行整改基础上，对83个户外高空广告牌逐个定点定
位，组织集中拆除，在两个月内，所有学科类培训广
告全部规范到位，对宣传内容不规范的26家非学科培
训机构依法处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马宁益 通讯员贾浩珍）为
加快水环境治理工程建设，推动河道管护工作，25
日，全市水利工程建设暨河道长效管护现场会在丁堰
镇举行。副市长吴海军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丁堰镇堰南社区、朝阳
村、赵明村、鞠庄社区、皋南社区等村（社区）河道
治理现场，听取了相关点位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详细
了解了河道的整治方法、整治进度以及河道管护模式。

会上，丁堰镇相关负责人交流了该镇水环境治理
的相关做法和成效。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对全市当前
水环境工作进行了点评。部分镇区相关负责人针对存
在问题和下一步举措进行了表态发言。

吴海军要求，全市上下要提高思想认识，自觉
谋划推进、强化工作统筹、加强思路创新，积极探
索河道治理管护有效途径；要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
题，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要务实工作作风，推
动督查工作向纵深拓展、治水工作向实问效、护水
工作向常态发展，全力打造群众身边的生态河、美
丽河、幸福河，让水的灵动成为美丽如皋最亮眼的
底色。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徐成 通讯员朱从海 吴
一梅） 当前我市油菜已进入收获期，小麦已进入生
育后期，即将成熟收获。为真实掌握全市三麦、油
菜生育进程、产量，切实做好下茬作物播种准备工
作，近日，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栽站开展麦油
测产工作。

此次测产共抽查了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50多个田
块进行测查。重点测查三麦的穗数、穗粒数，油菜的
株高、密度、一次枝梗、二次枝梗、角果数、每角粒
数。通过此次活动，相关部门基本掌握了全市的麦油
产量，对麦油收获期、下茬作物播种期、移栽期有了
可靠的预期。

测产结果显示，今年我市小麦、油菜生长期间天
气情况较为有利，小麦田间穗数足，油菜角果数多，
麦油病虫害发病均较轻，夏熟产量形势喜人，有可能
再创历史新高。

他是一名投递员，十几年如一日在
“爱心邮路”上传递着温暖；她是一名“爱
心妈妈”，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着不平凡的
力量；他们是夫妻，从青梅竹马到举案齐
眉，两人始终心怀大爱，他们就是李继
东、陈静。日前，南通市“五好家庭”评
选结果揭晓，李继东、陈静家庭获评“五
好家庭”。

爱洒邮路 他有一家之主的担当

“今天起得早，就顺路带了早点，这家
的烧饼可香了！”一大早，李继东就出现在
孤寡老人周本东的家中，将老人的早餐摆
放好之后，他便熟门熟路地走到阳台上，
将洗衣机中洗好的衣物拿出来晾晒。周本
东老人今年78岁，膝下无儿无女，是“爱
心邮路”的重点帮扶对象之一，对于李继
东一直以来的关心照顾，老人很是感激：

“小李经常来看望我，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
无微不至，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贴心。”

晾衣、扫地、擦桌……做完这些家
务，李继东又骑上了他装满邮件的摩托车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些老人无儿无女，
常年独居，非常需要照顾，我也只是尽我
自己的力量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他们高兴
我也高兴。”李继东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李
若根在退休前是“爱心邮路”发源地——
城西支局的老书记，自己现在也只是把父
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送一路邮件，做一路好事”，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李继东坚持在邮路上帮
扶孤寡老人近二十年，同时，借助爱心邮
路红喇叭驿站，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讲述党的百年光辉历史，积极开展疫
情防控措施、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用情
用心奉献社会，不断演绎爱心故事。

情暖弱幼 她有当家主母的博爱

工作服、牛仔裤、运动鞋，风风火火
穿梭在车间内指导生产，看着眼前“接地
气”的陈静，任谁也不会把她跟上市公司
副总的形象联系起来。“陈总是主管生产这
一块的，平时都泡在车间，办公楼里的副
总经理办公室一般都是空着的。”随行的工

作人员悄声说道。
陈静不仅是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该公司爱心基
金会的一名“爱心妈妈”。2008年至今，
在丈夫的支持下，陈静已先后帮扶了两名
孤困儿童，其中最大的一名孩子小丁也已
经成为了泰慕士的优秀员工。“她把我当做
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十几年来从未
改变，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也选择回
来，留在妈妈身边工作，非常感谢妈妈这
十几年对我细致的关心和帮助。”谈及这位

“妈妈”，小丁的眼角微微泛红。
以母爱之甘霖，润泽娇嫩之蓓蕾。陈

静在关爱孤困儿童健康成长的同时，更重
视对这些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培养，引导他们做好人、行好事，陪伴他
们一起长大。看到这些孩子们成长成才，
陈静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夫妻同心 他们用爱托举起小家

工作上，李继东、陈静在各自的领域
闪闪发光；家庭里，夫妻则拧成一股绳，

维系着小家的运转。
李继东的母亲年轻时就患上重病，瘫

痪在家，行动不便已有 43 年。一直以
来，都是李若根对她悉心照料，不离不
弃。而今，父亲日渐衰老，照顾起母亲
来也愈发力不从心，李继东和陈静便主
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他们每天帮
母亲量血压、测血糖、护理按摩，变着
花样提升饭菜质量，在老人精神状态不
错的时候，他们也会推着老人出门散散
心，跟老人拉家常。李若根常常看着二
人忙碌的身影感叹一句：“孩子们都孝
顺，这也是我们老两口的福气……”

“家和万事兴”这句俗语在李继东、陈
静的家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他们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爱的接力与传承。“一个
温馨的家庭就是一个幸福的港湾，拥有安
定祥和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才会更有保
障，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完美，也希望我
们的幸福能影响更多的家庭。”陈静笑着依
偎在丈夫身边，夕阳拉长了他们的身影，
延伸出幸福的弧度。

□融媒体记者周玲

说起蚂蟥这种软体动物，很多人可能
会觉得害怕。可这个小东西，却成了让城
南街道申徐村万泽家庭农场一年盈利1800
多万元的“黄金虫”。

初夏正是蚂蟥育苗的季节，走进万泽家
庭农场，养殖池的水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泡沫
箱，里面装满灰褐色的圆球。万泽家庭农场
的负责人张建告诉记者，这些质地类似海绵
的圆球就是蚂蟥的卵茧。每个卵茧内约有
二十多条蚂蟥幼苗，近两天内，这些幼苗就
会爬出卵茧，钻到水里生活。蚂蟥幼苗下水
时，只有约1.5厘米长，足足六万条蚂蟥才

能达到一公斤重。通过约四个月的养殖，蚂
蟥的体长普遍达到20厘米以上，有的甚至
能长到四五十厘米。成年的蚂蟥只需40条
左右就能达到一公斤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蚂蟥是一种“吸
血虫”。实际上，并不是每种蚂蟥都以人畜
血液为食。万泽家庭农场养殖的是宽体金
线蛭，螺蛳就是最好的美食。张建介绍：

“漂螺是没有盖子的，蚂蟥吸食比较方便，
再掺杂着投喂一些子螺，两种加起来蚂蟥
幼苗的成活率更高。我们的饲料成本差不
多在一年每平方米三十元左右。”

虽说养殖蚂蟥的成本不低，但宽体金
线蛭经过炮制后可以入药，具有治疗跌打
损伤、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的功
效，市场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可谓
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软黄金”。“我们农场
的蚂蟥一直是供不应求的，都不用出门
卖，不少大的药厂会主动上门采购。”张建
骄傲地说，“目前我们农场占地面积约300
亩，有效养殖面积达到 12 万平方米左
右，年产值能达到1000多万元。”

随着万泽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张建
雇佣的工人也越来越多，这也让不少周边

百姓鼓了腰包。工人陈光平就是其中之
一，他告诉记者：“农场的工人一般都是年
纪较大的村民，在这里打工比起在家种田
要轻松多了，平均下来每个月也能有三千
多元的收入。”

说起万泽家庭农场的未来规划，张建
干劲满满：“我们在今年养殖期结束之后就
会对农场内所有的养殖池进行升级改造，
预计改造之后同样占地面积的养殖池有效
养殖面积将翻一番，年产值也将提升一倍
左右。”

□融媒体记者韩循

全市水利工程建设暨
河道长效管护现场会举行

市市场监管局多举措推动
“双减”政策落实

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开展麦油测产工作

南通市五好家庭：

夫妻同心 托举起“小家大爱”

“黄金虫”助力养殖户铺就致富路

25日，位于如城街道的江苏
盈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忙着赶
制核酸采样亭订单。当天上午，一
批组装完成的核酸采样亭加紧装
车，下午即将运往上海嘉定，为疫
情防控助力。

□融媒体记者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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