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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详见 A3➡
以小善汇大爱，以志愿传真情

详见 A2➡
人居环境整治“再发力”
打造和美乡村“高颜值”

今日看点

本报讯 （通讯员皋育轩） 11
日，南通市教育局公布第十四届“感
动南通·教育人物（群体）”评选结
果，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教
师朱小宏入选。

“感动南通·教育人物（群体）”评
选由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市文明办
和南通市教育局共同主办，每年评选
一次。“感动南通·教育人物（群体）”评
选面向南通市教育战线的各类人物
（群体）或心系教育的社会人士（群
体），遴选潜心育人、为人师表的教育
工作者，自强自立、奋发进取的青少年
学生，心系教育、助学兴学的社会各界
人士。

朱小宏，网络管理高级技师，高
级讲师。扎根基层职业教育26年，
担任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实

训处副主任，负责学校技能大赛等工
作，致力于学生技能成才、产业工人
学历提升、合作企业技术升级，为江
苏职教创新发展、学校高质量建设作
出了积极贡献。他先后被授予如皋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如皋市优秀高技能
人才、如皋市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市
骨干教师、江苏省信息技术科普工作
先进工作者、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先进个人、江苏省技术能手、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
师等称号。他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大数据技术应
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核心成员。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为契机，在
全市努力营造教师爱生敬业、学生乐
学向上、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眼下，正值火龙果丰收的季节，
在位于江安镇周庄社区的石美琴家庭
农场的火龙果种植基地内，一排排形
似仙人掌的绿色枝蔓上挂满了红彤彤
的果实，游客们穿梭其中采摘火龙
果，现场一片红红火火的丰收景象。

“我们火龙果占地12亩，亩产2250
公斤，基本不愁卖，顾客都是慕名而
来的，年销售额43万元左右。”石美
琴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朵说。

顾客慕名而来的背后，是周庄社
区完善的基础设施、深厚的文化底
蕴。近年来，周庄社区结合特色田园
乡村创建，大力开展河道整治、滨水
景观建设、农村道路提升、红色旅游
景点打造等工程，进一步提升村庄整
体形象，扩大社区知名度。“周庄社
区通过这几年的乡村振兴建设，有了
基础，现在不是我们去找项目，而是
项目来找我们，我们要从中挑选符合
我们社区发展实际的项目。”周庄社

区党总支书记孙新桃说。
项目招引进来，周庄社区不是放

之任之，而是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努力让经营主体做大做强。2016年
落户周庄社区的万顺家庭农场，占地
450亩，从事茨菇等蔬菜种植，这几
年，在社区的助力下，种植品种日益
丰富，种植规模也日渐扩大。“资金
周转不过来，社区会帮忙，排水用工
方面社区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我就想
扎根在这儿了。”对于周庄社区的服
务，万顺家庭农场负责人代纪华满是
夸赞。

得益于“软硬件”的双向发力，
目前，周庄社区因地制宜发展的火龙
果、樱桃、翠冠梨等特色种植项目，
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该社
区也成功获评省“一村一品”示范
村。

农业项目“遍地开花”，如今，
在雉水大地，像周庄社区这样的村
（社区）还有很多。

来到石庄镇邹蔡村的豪旺家庭农
场，连片种植的芋头已经进入采收
季，地里处处飘散着芋头的清香。芋

头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挖，忙得不
亦乐乎。“今年是第二年种植，规模
比去年大，扩展到110多亩，长势也
比去年好。”豪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
鸿伟开心地说。

李鸿伟之所以选择扩大芋头种植
规模，离不开邹蔡村两委班子强有力
的支持。“村里指导我们延伸产业
链，做芋头深加工，同时建直播间，
拓宽芋头销路，增加我们的收益。”
提起邹蔡村的帮助，李鸿伟滔滔不
绝。

一边是丰收的喜悦，另一边则是
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走进同样位于
邹蔡村的如皋蓝果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有机芽苗菜项目建设现场，工人
们正忙着铺设轨道，为接下来的投产
做最后的冲刺。“目前我们还处于建
设期，预计9月底第一期工程建好，
10月份开始生产。”如皋蓝果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介绍道。

有机芽苗菜项目的成功落户，正
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生
动实践。前期，邹蔡村投资建设了
25000平方米的连栋大棚，这正好契
合了如皋蓝果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需求。“我们这个项目需要连栋大
棚，刚好与邹蔡村一拍即合。在建设
过程中，村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今年上半年特大暴雨，整个园区
都被淹了，村里知道后，立马组织人
力，重新规划排水沟。”对于落户邹
蔡村，周建华很是满意。

有机芽苗菜项目投产后，年产值
将达到1600万元，在每年增加邹蔡
村村营收入10多万元的同时，也将
带动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就业。

其实，这些都是我市发展特色产
业、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动力的一个个
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我市有农业龙
头企业85家，全市共登记备案各类
家庭农场2528家。

一项项富民产业，构建起特色农
业的四梁八柱；一批批带动力强的高
质量项目，带动农业产业升级；一家
家辐射力强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走
上富裕之路……当前，如皋正沿着规
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向，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增产
增收，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刘金宁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乡村振兴步履坚实

我市1人入选第十四届
“感动南通·教育人物（群体）”

本报讯（通讯员张庆飞 融媒体
记者许周欣）日前，省水利厅组织专家
组对我市焦港闸工程的水利部标准化
管理工作进行省级初评。

专家组实地查看了焦港闸的水工
建筑物、机电设备、信息化建设等工程
现场及周边环境，听取了管理单位自
评情况汇报并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质询，对照水利部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及其
评价标准逐项赋分。经认真讨论、综
合评议，焦港闸工程水利部标准化管
理初评得分953.4分，初评结果达到
水利部标准化管理工程评价标准。

我市将以这次省级初评为契机，
抢抓有利时机，及时整改问题，确保焦
港闸工程顺利通过水利部组织的水利
工程标准化评价。

如皋市焦港闸工程通过
水利部标准化管理评价省级初评

““互联网互联网++花木盆景花木盆景”” 融出产业新活力融出产业新活力

“如皋是中国花木盆景之都，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如皋盆景……”昨日，在位于城南街道
夏庄社区的夏庄共富直播中心，主播正在进行试直播，为月底的正式直播做准备。

近年来，夏庄社区依托如皋花木盆景产业优势，专攻小微盆景细分市场，引进了“浩森园
艺”“花心思”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宽盆景销路，夏庄社区积极引进电商企业，组建了夏庄共富
直播中心，助推花木盆景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乡村振兴。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刘伟

编者按：

一部纪录片，再现沙元炳“兴办实
业、造福桑梓”的传奇人生。

近日，我市举行电视纪录片《沙元
炳》首映式及沙元炳企业家精神座谈
会。数十位专家学者以及如皋文化、工
商等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挖掘、传
承、弘扬沙元炳企业家精神。他们为如
皋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相关做法和已
取得的实际成效点赞，并围绕沙元炳先
生的生平考证、以及沙元炳先生对如皋
的长远影响、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启示等
方面，畅谈了各自对沙元炳先生优秀精
神品质的研究和理解。即日起，《如皋
日报》将陆续推出“弘扬沙元炳企业家
精神”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沙元炳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 罗一民

““沙元炳与张謇在现代化事沙元炳与张謇在现代化事
业的开拓中业的开拓中，，相互支持配合相互支持配合，，相相
互影响借鉴互影响借鉴，，共同谱写了江海大共同谱写了江海大
地创业奇迹和时代嬗变辉煌地创业奇迹和时代嬗变辉煌。。他他
们所创造的不朽业绩们所创造的不朽业绩，，从横向从横向
看看，，在当时全国各市县独领风在当时全国各市县独领风
骚骚；；从纵向看从纵向看，，在中国现代化历在中国现代化历
史进程中异峰突起史进程中异峰突起。。他们都是中他们都是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开拓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开拓
者者，，是比肩而立的先贤和典范是比肩而立的先贤和典范。。””

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
和事业伙伴，也是南通地区出类拔萃
的先贤。但与张謇相比，似乎名气不
大，即使在今日南通，熟知沙元炳的
也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

他留存的史迹不多，或许是因为后人
对他的史料关注不够，但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对他杰出的历史贡献认识不
足。对于沙元炳这样的新旧时代转型
期的代表性人物，只有把他放在中国
近代社会转换变迁的大的历史背景
下，考察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
的所作所为，才能充分认识他的人生
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才能还他应有的
面貌和声望。

一、才学过人，报国志坚
沙元炳（字健庵）出生于1864

年的如皋城内沙家河塘祖宅。沙家为
书香门第，也是如皋的名门望族。父
亲沙宝臣是一个有学问、有声望的绅
士。沙元炳在为父亲写的墓志铭《有
清处士赠资政大夫沙府君墓志铭》中
写道：“我沙氏于如皋称巨家，县中

士族，由明代下至今，一姓历三百余
年，而田宅不更他氏者，独称我沙
氏。”而在文化影响方面，沙元炳认
为沙氏可与当地著名文士冒辟疆相提
并论。“国初吾亦园林觞咏之盛，冒
家水绘外，沙氏其亚也……”

沙元炳自幼浸润于良好的学风家
教，刻苦读书，发奋有为。他在家塾
读书时，母亲孙氏对他管教极严。

“冬日自塾归，辄间夕课一艺。飧
罢，伏几，然一灯，两妹持针黹旁
列，夫人拥炉隐床侧，煨芋栗以俟，
艺不毕不令饲。往往三漏三下始各就
寝。”《清资政大夫沙君夫人孙氏墓志
铭》。

沙元炳十一岁学科举文，十七岁
考上秀才，二十七岁中举人，三十岁
进士及第。在传统科举道路上，万千

人争挤独木桥，最终能考中进士的，
实属凤毛麟角。这其中既与先天禀赋
和后天教育有关，更与当事人的志向
有关。因为没有志向的人，即使主客
观条件再好，也不会坚韧不拔地跑完
科举“马拉松”全程。沙元炳在《说
鹄》一文中，以赞扬鹄表明自己志
向：“千里之志，溯清风，凌颢气，
翱翔自得于冥冥中。”他就是这样一
位志向不凡的有为举子。

在那个时代，作为沙家长房的独

生子，沙元炳的志向，少不了光宗耀
祖，承家兴业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怀
抱家国情怀，济世报国。他考中进士
的那一年，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开始，
随后中方战败，割地赔款，中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这更加激发
出他救国强国的强烈志愿。他发誓要

“启迪民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
沙元炳中进士后，深得自己的座

师翁同龢赏识，由翁推荐，入庶馆深
造，授翰林院编修。 【下转A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