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老巷经历着风
雨的洗礼，感受着岁月
的沧桑变化，印刻着一
座古城的记忆与文化。
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
东大街“生态修复和乡
愁保留工程”，努力打
造传统现代相交织、文
化旅游相结合的最美城
市之窗。

□融媒体记者邱宇

A1
中共如皋市委主办 如皋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承办 新闻热线：0513-87658897 电子版：rgdt.cpcrugao.cn 图文投稿邮箱：rgrbyw@163.com □本版责编：许周欣

今日 4 版2022年10月30日 星期日
农历壬寅年十月初六

一 报 读 懂 如 皋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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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镇：
四宜古镇 幸福加码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做文明人，建文明城。28日，《文明直播
间》第十三期走进东陈镇南东陈社区，
围绕“妙用文明积分 推进移风易俗”
这一主题，通过镜头，感受广袤乡村里
吹起的阵阵文明新风。

“东陈镇南东陈社区通过开展积
分制、建设易俗堂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
移风易俗活动……”跟随主持人的脚
步，南东陈社区的文明新风积分长廊首
先展示在观众们眼前。长廊分有积分计
算标准、积分评比流程、每月居民积分
公示等多个板块，详细展示了社区积分
制开展情况。

“群众的参与度也高。现在，移风
易俗、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经从由社区
管变成了群众自己管。”南东陈社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伟告诉记者，
评比活动每月举行一次，评分标准主要
分为人居环境、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乡
村治理四个方面，总分100分，由社区
两委干部、网格员、党员群众代表等共

同组成的评分队伍进行初评，评分结果
经复核确认，最后对外公示。

走过长廊，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社
区的易俗堂。易俗堂的一角是爱心超
市，墙边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着电饭煲、
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物品。在这里，
居民可以利用积分兑换相应等级的奖
品。“社区为每户办理了文明新风积分
存折，奖品兑换每个季度进行一次。现
在是10月份，这个月积分最高的居民
可以用积分兑换电饭煲，积分最低的居
民也能拿到一块肥皂。”南东陈社区党
总支第一书记李明山说，如今，居民们
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转变。镜头里，主
持人询问起居民对积分制活动的感受。

“能兑换奖品让我非常有动力，我不仅
自己攒积分，还带动周边邻居一起攒。”
社区居民常孙华自豪地展示了自己的
积分存折明细，他是南东陈社区这个月
积分最高的居民。

南东陈社区的易俗堂修建于2021
年，面积为360平方米，配备了舞

台、音响等设施，可同时容纳15桌人
用餐。在不开展红白事的时候，这里
则是社区进行宣传的阵地。当天正好
有一场关于移风易俗的宣讲，通过直
播间，观众们也跟居民一起听了段接
地气、冒热气的宣讲。

“易俗堂建成后，社区组织红白
理事会成员、社区网格员和各组居民
代表进行了现场观摩，并结合大家的
意见，制定了村级易俗堂管理办法以
及百姓事务办理清单。现在，我们还
会提供免费的文艺表演活动，进一步
引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张伟
说，自从易俗堂建成以后，村里大操
大办的现象减少了，人情往来也控制
在300元以内，极大地减轻了居民的
负担。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好易俗堂

的空间，社区还会定期开展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高居民移风易俗的意识。

小小的积分，把看不见的乡村治
理和乡风文明变得有准则、有刻度，
也见证了居民从“要我参与”到“我
要参与”的积极转变。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秉承“为
民便民、疏堵结合、常态长效”理
念，坚持以小切口做好大文章、小阵
地搭好大舞台、小活动推动大实践，
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实践活动示范
等带动作用，完善红白理事会、村
（社区）易俗堂、镇村公益性公墓三件
配套，健全市镇村三级联动、问题发
现处理闭环、考核奖惩三项机制，打
好破除陈规陋习组合拳，疏堵结合、破
立并举，推动移风易俗真“移”真“易”。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梦玉）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迅速掀起
学习热潮，做到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28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
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学习会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峰参加活动。

会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姚呈明以
《新时代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
题，结合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深刻历史
背景与重大意义，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行了全面、系统、生动的领学，为
与会人员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新
征程使命任务，真正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指导。

高峰在讲话时要求，全市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要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新时代新
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守正
创新，讲好如皋故事，传播好如皋声
音，为奋力谱写如皋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贡献宣传力量。高峰强调，全市宣
传思想文化系统各单位要在学懂弄通
上入脑入心，要学原文、悟原理，抓
准方向，示范带动，学深悟透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
想；要在宣传宣讲上用力用功，抓好
学习宣讲、新闻宣传、社会宣传，守
正创新，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热潮；要在贯彻落实上见
行见效，提高站位、服务大局，强化
责任、激浊扬清，弘扬文明、繁荣文
化，踔厉奋发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取得新成效、展现新气象。

各镇（区、街道）宣传思想文化
条线人员在分会场收听收看本次学习
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玉树）匠
心铸臻品，生活赋诗意。28日，第十
二届中国·如皋花木盆景艺术节正式
启动，进一步擦亮我市“中国花木盆
景之都”名片，加快推动花木盆景产
业转型发展。

“900元一次、900元两次、900
元三次，‘明暗先生’以900元竞得拍
品。”明亮的舞台、专业的讲解、“线
上+线下”的新颖方式……价格不
等、风格迥异的盆景，轮番登台。台
下观众聚精会神，线上喊价热火朝
天，这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赚足了眼
球。“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直播间和五
个小直播间，总共拍品是400多盆。”
中国花卉协会盆景分会会长施勇如向
记者介绍道，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带动
盆景行业本身的发展，还带动了直播
行业、快递行业的发展，带领周边更
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活动的焦点不仅在舞台。室内，全
国精品盆景展汇集了18个省的盆景大
师带来的300多个作品，为盆景爱好
者、盆景从业者鉴赏、学习、交流搭建了

绝佳平台。室外，盆景交易大会提供了
200多个摊位，涵盖盆景、花盆、制作器
具等全产业链产品，无论是现场售卖，
还是直播带货，都人气十足。

“如皋的盆景是全国有名的，每个
地方盆景的风格都不一样，在这里都
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交流交流。”常州
盆景爱好者汪源为盆景艺术节点赞；

“我来过很多次了，如皋可以说是我的
第二故乡，我想借助这次机会更好地
学习、提升自己的眼光，同时带一些
满足当地客户需求的盆景回去。”盐城
盆景从业者葛中正对如皋十分熟络。

据了解，此次花木盆景艺术节将持
续到10月31日。接下来，我市和相关
协会将继续在更广阔的领域积极探索，
进一步激活我市花木盆景产业内生动
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围绕
盆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正在筹划
一个将康养和盆景相结合的论坛。”施
勇如满怀信心地说，“还有就是盆景标
准化这方面，我们在跟高校、科研院所
和盆景大师一起探讨，进一步发展好行
业、宣传好如皋。”

第十二届中国·如皋花木盆景艺术节
正式启动

又是一年秋收季，广袤的雉水
大地上硕果累累。成片的金色稻穗
随风起舞，沉甸甸的大闸蟹挂满蟹
笼，层层叠叠的菊花美不胜收……农
民们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大家在田间
地头忙收获、说变化。

“芋”见丰收
村民致富笑开颜

“今年芋头长得真好，你看，这
一棵挖起来上面有二十多个芋籽，
能够装满满一碗。”日前，在石庄镇
邹蔡村的香堂芋商品化种植示范基
地里，村民们正忙着挖芋头、砍茎
叶、装筐、搬运，不一会儿功夫，
个大体圆的香堂芋便堆满田间地
垄，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如皋香堂芋种植历史悠久，芋
头体型圆润，质地细腻，吃起来特
别粉糯，是如皋的长寿食品代表之
一。邹蔡村是典型的高沙土土壤，
这种土壤为香堂芋提供了天然优质
的生长环境，今年，在邹蔡村土地
农地合作社的带领下，不少村民跟
着种起了芋头，村内芋头种植面积
达110亩。“香堂芋商品籽一亩的产
量大概在750~1000公斤左右。”香
堂芋商品化种植示范基地现场负责
人李永辉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芋
头的价格还不错，批发价每公斤能

有8-10元，要是做成礼盒在网上销
售，价格还能翻倍。”

“跟着村里的合作社走我们心里
有底，他们有种植技术、销售渠道，把
土地交给他们，我们很放心。有空还
能来帮帮忙，能赚两份的钱。”村民石
明莲乐呵呵地将芋头分拣、打包、装
车，新鲜上市的香堂芋在村民的欢声
笑语中驶向各大农贸市场。

蟹肥膏黄
特色农业促兴旺

一径秋风起，蟹香满苇塘。位
于东陈镇石池村的如皋市慧雯家庭
农场的百亩蟹塘，迎来了红膏大闸
蟹的丰收时刻。一只只成熟的大闸
蟹爬出水面，挂满蟹笼。农场负责
人施卫东和妻子张梅站在小船上，
把沉甸甸的蟹笼从池塘里提起，看
着一只只体大膘肥的螃蟹，施卫东
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百亩
蟹塘，年产量在 15000 公斤左右，
产量高的时候能达到17000公斤。”

在施卫东和妻子的熟练配合
下，一网网个大肥美的大闸蟹被捕
捞上来，一抓、一掂、一放……在
他们的巧手操作下，一只只大闸蟹
被分放到不同的塑料桶中。“我们先
分公母、再分大小，分装结束后，
有人上门收购，还有一部分大闸蟹

我们自己送到批发市场。”施卫东介
绍，自家池塘里养殖的红膏大闸
蟹，是大闸蟹里面的优选品种，蟹
的口感好、市场价格高。

在我市，有着不少像施卫东这
样通过特色农业创收的村民。东陈
镇徐湾社区的翠梨，如城街道新民
社区的莲藕、沿河村的无花果……
我市积极培植优势特色产业，带动
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科学种植
田野孕育新希望

金秋时节粮满仓，秋收秋种田
间忙。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如皋黑
塌菜移栽到了关键阶段，搬经镇湖
刘社区的范杨家庭农场里一派繁忙
的景象，村民们都在加班加点移栽
黑塌菜壮苗。

“黑塌菜是一个季节性非常强的
蔬菜，在移栽的种植时间上一定要
把握好。”市蔬菜办主任黄冬梅告诉
记者，一年一度的黑塌菜移栽，会

对如皋黑塌菜的品质、口感产生重
要影响，所以壮苗移栽阶段对于株
距、行距深度、周围土壤以及移栽
后的肥水管理都有严格的要求。

黑塌菜是如皋特有的蔬菜品
种，是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近年
来，我市在黑塌菜品种提纯复壮、
标准化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升级、
品牌打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
效推进如皋黑塌菜全产业链构建。
农业技术专家们下沉到田间地头，
大力推广黑塌菜种植新技术、新理
念。“我们基地的黑塌菜种植面积有
300多亩，今年全程在农业技术专家的
指导下进行科学化种植，从目前的形式
来看，壮苗的形状、色泽都比往年要
好。”范杨家庭农场负责人杨长友说，他
对今年黑塌菜的收成充满了信心。

农业生产插上科技翅膀，广袤的
田野里孕育着五谷丰登新希望。持续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步伐，我市通过组织协调、
技术支持、补贴落实等政策措施，为
农业丰产、农民丰收保驾护航。

□融媒体记者蔡易 蔡梦玉

遍野金黄丰收季 五谷丰登粮满仓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
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学习会举行

《文明直播间》第十三期播出：妙用文明积分 推进移风易俗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玉树） 29日，全市重点城
建交通及民生实事项目现场推进会举行。市领导王鸣
昊、顾留忠、黄文斌、张炜龙参加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鸣昊一行实地走访了49#建设
工程、新城教育培训中心、273#安置房建设工程、
293#搬迁地块、中山路综合提升工程、宏坝河城市特
色空间工程等城建交通重点项目现场。每至一处，王鸣
昊都详细询问了项目进度、工地管理等情况，并协调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王鸣昊要求，要严格按
照设计方案，强化现场管理，加快工程进度，推动项目
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要强化沟通协作，明确责任
分工，不断提升城市建设能力水平，建成更多阳光工
程、精品工程。

会上，相关部门、镇（区、街道）围绕今年以来城
建、搬迁，新开及续建交通工程，2022年民生实事项
目等工作进行了汇报。

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王鸣昊表示，民生实事项目
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市
委、市政府的郑重承诺，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担当尽责、真抓实干。
地块搬迁工作要沉下心去，相关板块、部门要形成合
力，成立工作专班，花大力气解决好重点问题，坚决做
好城市建设基础性工作；群众工作要更加扎实，从整体
规划和长远发展出发，充分了解民意、提前科普，全力
取得老百姓对相关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尤其要关心关爱
特教师生等特殊群体的工作、生活；资金谋划要更加超
前，一方面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实现多渠道筹
措，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把资源向关键环节倾斜；序
时进度要更加严格，对脱幅严重的项目，要及时督查问
责，确保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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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