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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公共图书馆、职工书屋、农家书
屋，一家家社区书吧、书香企业方兴未
艾；读书分享会、“雉青学堂”、春风少
年读书会，一个个读书组织遍地开花；

“悦读如皋”“护苗·绿书签”“983读书
会”，一场场阅读活动精彩纷呈。

浓浓书香浸润皋城大地。近年来，
雉水大地文风日盛，遍布全市的阅读
服务网点，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民阅读
实践，营造出“书香如皋”的文化氛围。

加强设施建设 提供阅读保障

得一寸天地，享一缕书香。推广全
民阅读，平台建设是基础。近年来，我
市持续优化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全民阅读平台，让散落于城乡各
地的图书馆、东皋书吧、农家书屋等公
共阅读空间，成为点亮皋城市民文化
生活的一盏盏明灯。

在安定广场，有一个高颜值阅读
空间——“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是
一个建设在小区边上的图书馆，附近
居民出门几分钟便可到这里畅游书
海。据了解，该馆自开放以来，平均每
月都有数百人次进入。住在江中花园
小区的孙女士有空便带着孩子来到这
家开在家门口的图书馆，她告诉记者：

“图书馆书全，读书氛围好，又是免费
开放，周末孩子放假了，特别适合来这
儿度过愉快的阅读时光。”

“书香如皋”以公共图书馆为龙
头，联通图书馆、农家书屋和东皋书吧
的“公共阅读设施群”，引导市民参与
全民阅读活动。近年来，我市通过完善
图书种类、改善阅读环境、举办各种阅
读推广活动等方式，吸引市民走进书
屋、书吧，助力全民阅读。

数年深耕厚植，我市全民阅读书
香馥郁，硕果盈枝。截至目前，全市共
建公共图书馆2个、实体书店376家、
书吧35个、农家书屋348个、职工书
屋26家。全市所有乡镇综合文化站和
92所中小学校均建有阅读中心，一个
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文化矩阵”
正在形成，为市民提供着多元化的阅
读平台和文化空间。

创新阅读方式 打造特色品牌

阅读，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文
化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为推进全
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一系列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在
皋城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批批
有影响、受欢迎的全民阅读品牌如雨
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全社会汇成了
一股崇尚读书、热爱学习的清流。

书香四溢的春日里，全民阅读的
热潮正在磨头镇各村（社区）蔓延。从
激情四溢的朗诵活动，到深入人心的

护苗视频，再到充满活力的春风少年
读书会，全民阅读活动在多个层面展
现出其深厚的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一场以“春意盎然 书
屋有‘阅’”为主题的阅读活动也在丁
堰镇各村（社区）农家书屋中拉开了帷
幕。在茄儿园社区，志愿者组织孩子们
在农家书屋“阅”享春色。大家围坐一
起共同阅读与春天有关的文章、故事，
用绿油油的柳枝编制花环，制作青团
美食，感受春天特有的味道。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融合多方力
量，擦亮“如皋如歌 悦读阅美”阅读
品牌，以“读书，最乐之事”为主题，市
镇村三级联动，精心办好第十一个李
渔读书月系列活动，实现阅读活动贯
穿全年。据了解，在全市各镇（区、街
道）的共同发力下，一季度我市累计开
展各类阅读活动1000余场，让“书香
味”真正成为“皋城味”。

全民广泛参与 构筑精神高地

全市上下结合职责分工，大力推
动全民阅读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努力
打造面向不同读者群体、各具特色的
阅读推广活动，激发市民的读书热
情，在全社会营造崇尚阅读的良好氛
围。

走进市残疾人之家图书室，一股

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市残联志愿者
们正忙着给特殊儿童及家长们赠送图
书、绘本等。据市残联党员志愿者杜
甜田介绍，近两年市残联结合残疾人
实际需求，积极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先后向残疾人捐赠科技、法律、历史
等方面的图书1200余册，搭建残疾
人阅读平台，让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在残疾人中蔚然成风。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阅读热情，形
成热爱阅读的良好风气，九华小学围
绕“点燃读书热情，共建书香校园”
主题，常态化、系列化开展课外阅读
活动，努力打造书香校园。

不仅如此，我市还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通过举办诗书分享、阅读沙龙、亲子
阅读、名家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阅读中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全面掀起新的读书热潮，营造全民读
书的良好氛围。

如今的皋城，从童颜稚子、中青
少壮、到白发老者，手不释卷，乐此
不疲。从机关到学校，从企业到军
营，文韵流长，书声琅琅。在“书香
如皋”建设进程中，人们从书韵墨香
中获得新知、汲取力量，以更加坚定
自信的姿态，从书中“走出去”，走
向更加广阔精彩的世界。

□融媒体记者徐雅珺
通 讯 员马 洁

浓浓书香溢满皋城
本报讯（通讯员谈日东 融媒体

记者吴青青）日前，省商务厅公布第
三批江苏老字号名单，我市企业南通
黄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春华
食品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 14 家老字号企业，其中

“中华老字号”3家、“江苏老字号”
5家、“南通老字号”6家。

南通黄氏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黄氏玉容丸”由人参、阿
胶、茯苓、枸杞等药食同源佳品组
成，具有补气养血的食疗作用，其
制作技艺系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项目。南通春华食品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一系列如皋传统名
优特产，以“公司+基地、企业+农
户”的运营模式，不断提升传统特

产“如皋萝卜干”的生产与加工能
力，助力农民增收。同时，企业还
依托如皋白萝卜荣获的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如皋萝卜干荣获的绿色食
品等诸多荣誉，积极传承如皋美食
文化，讲好长寿故事，推动企业行
稳致远。

如皋作为一座千年古城，拥有一
批闻名遐迩的老字号。近年来，我市
通过不断加大对老字号的保护力度，
健全老字号传承体系，激发老字号创
新活力，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高质量
发展。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大力支持
老字号创新发展，优化发展环境，营
造良好氛围，积极推动老字号企业增
品种、提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消费升级的需要。

历久弥新 传承谋变

我市新增两家“江苏老字号”

本报讯（通讯员吴蓉蓉 融媒体
记者蔡梦玉）近日，南通市水污染防
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2024
年 1-3 月份水环境质量状况的通
报》，其中我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
幅度位列南通第一。此前，江苏省
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4年1-2月江
苏省县（市、区）地表水环境质量
变化程度排名中，我市地表水环境
质量改善幅度在纳入高质量发展监
测评价考核的63个县（市、区）中
同样位列第一。

成绩的取得，源自全市上下坚持
不懈的努力。今年2月，我市累计降
雨量超156mm，为有数据记录以来
最高值。强降雨会导致大量城市和农
村面源污染物随雨水入河，从而对断
面水质造成较大影响。为此，我市启
动《如皋市水生态环境预警处置办
法》，将气象预测与断面水质监测数
据融合，制定出“事前”管控清单，
各相关镇（区、街道）、部门协同推
进应急管控措施，强化“陆地”地表
水管控，为污水治理赢得时间。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农村生
态河道、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试点县项目建设，2023年建设农村
生态河道77.4公里，提升原生态河
道26公里，全市生态河道覆盖率超
50.2%，整治河道151.6公里；积极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新建改造
污水管网16公里，已完成分散农户
生活污水治理 10630 户，330个涉
农行政村中已完成215个农村生活
污水“双 60”治理，治理率为
65%，居南通首位。今年，我市将
推进排水污染物减排、水生态修
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项目105
个，计划建设改造城镇管网11.3公
里，工业管网15.4公里，对2万亩
农田实施退水改造。截至 3月底，
全市105个项目已完成38个，完成
率36.2%。

首季获“优”是对我市水污染治
理创新模式的肯定。2024 年一季
度，我市15个市考以上断面虽已实
现稳定达Ⅲ类，但仍需向着水环境质
量持续稳定向好的目标继续努力。下
一步，我市将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
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支流支浜排查整治，实现治
标向治本的转变。

首季获“优”

我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改善幅度位列南通第一

近日，走进森松（江苏）重工有限
公司的特材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
忙生产、赶订单。近年来，该企业以创
新为驱动，以服务为导向，不断拓展业
务，提升产品质量，赢得了市场的认
可。未来，企业将在海工模块、化工模
块的基础上，向新能源和生物医药领域
继续拓展，握紧“先进制造”钥匙，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融媒体记者刘伟 周玲

不负好春光 企业生产忙

组织人员摸排无名道路并精心
命名、组织专家座谈听取对地名规划
的意见和建议、注重在乡村产业品牌
塑造中植入地名元素……近年来，我
市以“深化乡村地名服务 点亮美好
家园”试点为抓手，深入推进地名命
名管理服务、地名标志设置维护、地
名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着力在保护
传承地名文化、赓续城市历史文脉上
形成特色，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近日，江苏省民政厅印发《关
于确定省级“乡村著名行动”先行
区名单的通知》，确定 15 个县
（市、区）为省级“乡村著名行动”
先行区，我市成功入选。

全面摸排整治
破解“无名”难题

“我家附近这条路之前没名

字，每次给别人说家里地址都不能
准确描述，现在有了名字就方便多
了。”“村里不少路都有了名字，竖
起了标牌，每天路过看到，心里的
归属感更强了。”……谈起家门口
成功命名的路，我市不少群众感慨
不已，曾经不知如何描述自家住址
的窘迫，变成了“有名”后的满满
获得感。

近年来，针对乡村地名管理过
程中出现的有路无名、有名无牌、
设标不规范等现象，我市组织镇村
开展全面排查，详细收集，建立问
题清单，拟定专项整改方案，助力

“无名”变“有名”，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在对‘无名’路摸排到位
后，我们便会按照镇（街道）制定
命名初步方案、市里组织专家举行
论证会、预公示向社会征求意见、
确定最终方案报市政府审批、社会
公告和系统备案的程序，对路进行

命名。”市民政局基政科科长张宏军
介绍，2023年，我市已集中命名路
街巷84条，新增设置道路标牌249
块。

延续历史文脉
筑牢传承基础

最近，每天上午，家住如城街
道花港新村小区的居民田贵芳，都
会和老伴出门遛弯晒太阳。“咱家附
近这条影梅路，不仅风景好，名字
也好听。”

影梅路取自影梅庵，影梅庵为
当地老地名，董小宛葬于庵侧，冒
辟疆有《影梅庵忆语》记述其事。

“地方历史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我
市采取原地重启、移植使用、派生
复活等形式，用‘老地名’标识

‘新坐标’，用‘好地名’注解‘好
地方’。”张宏军介绍，我市重点在

道路、桥梁、亭阁、河流以及新建
景观上沿用历史地名，先后激活

“影梅”“后樊井”“南园”等26个
老地名，积极承载历史“古文明”，
推动城市文化“软更新”。

激活历史记忆，让老地名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我市还不断加大
历史地名挖掘整理的深度和广度，
围绕“古色、红色、绿色、银色”
等特色文化资源，不断丰富历史地
名名录和采词库；强化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充分发挥地名规划引领作
用，加强对规划执行的刚性要求，
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落到实处，
并持续开展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工
作，建立完善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拓展优质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城北街道平园池村，社

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齐聚
一堂，开展地名采集上图培训课，
等培训结束，他们将参与到地名采
集上图工作中。“我们将把惠农助农
兴趣点、小游园、道路街巷、公共
服务设施等类别采集上图，先后通
过百度、高德地图采集信息并标注
上图。”网格员刘鹏程说，平日里他
们在村里走村入户，对社区最为熟
悉，大家参与采集上图工作，能够
事半功倍。

汇聚多元力量开展地名采集上
图工作，是我市探索拓展优质服
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之
一。截至目前，我市已先后通过百
度、高德地图采集信息并标注上图
612 个，录入国家地名库 175 个，
有效提高了乡村地名公共服务的针
对性、可及性和实用性，助力乡村
振兴。

【下转A2版】

我市持续规范地名管理，深化地名服务——

在赓续历史文脉中助力乡村振兴
今日看点

详见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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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好“丰”光
振兴新图景

阅读是一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