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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好灯光，摆好支架，按下开播
键，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这样的直
播在长江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通
过一方屏幕，非遗文创、特色农产品等
被销往四面八方，美食美景近在咫尺，
一幅“云端间”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非遗成“网红”
让传统文化在“指尖”传承

轻风托纸鸢，扶摇上青天。走进
位于长江镇的杨志兵工作室，一款款
图案精美、制作精良的风筝跃入眼
帘。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皋风筝
制作技艺传承人杨志兵正带领学生一
起制作风筝，他们的前面还摆放着直
播设备，杨志兵时不时与网友互动交
流，传授风筝制作技艺。

风筝，南方谓之“鹞子”，北方称为
“纸鸢”，故又有“南鹞北鸢”之说。杨
志兵介绍南通是南派风筝的主要产
地，其中板鹞风筝最具代表性。扎、
糊、绘、放，是风筝技艺的四大基本功，
但制作会发声的南通板鹞还要再加一
步：用葫芦壳或竹筒“雕”哨口。“一米
长的风筝大概需要七八十个哨口，每
人每天最多能做出20个成品哨口，加
上前后步骤，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完

工。”杨志兵说。
随着短视频和直播兴起，杨志兵

开始尝试把如皋非遗风筝搬到网络
上，让更多人了解非遗、认可非遗，也
能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杨志兵说：“我
的直播内容就是展现风筝的制作过
程，一个星期播2—3次，次数不多，我
觉得不是在做销售，更多是在普及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非遗。”

近年来，如皋一些非遗传承人、传
统艺术从业者相继“触网”，把非遗技
艺搬进直播间，让“老手艺”有了新销
路，不仅增添了手艺人的信心，更有效
推动产业形成造血能力，让传统技艺

“活”起来。

“流量”变销量
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

“吃长青沙大西瓜，幸福生活美如
画！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长青沙
西瓜成熟了，家人们有需要的赶快下
单啊。”又到一年瓜果飘香季，长江镇
长青沙西瓜种植基地的西瓜棚里，一
个个浑圆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绿油油的
藤叶间，长江镇本地抖音大V“南通谢
先生”谢海峰正在为家乡农副产品直
播带货。

除了“南通谢先生”，在现场的直
播活动中，“如皋长江一叶枫”等自媒
体代表或拍摄活动照片或创作短视频
或航拍西瓜大棚，通过各自的平台助
阵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架起“看得到”
的宣传桥梁，以“网络达人”的宣传推
介，展示长江镇农业发展面貌。

长江镇地处长江北岸，素有“万里
长江，只此一镇”的美誉。这里地理位
置优越，优质农产品丰富，当季热销的
枇杷、桃子、西瓜、葡萄……应有尽
有。该镇充分发挥“电商+网红直播”
作用，深化“e路长安”自媒体联盟建
设，以直播空间为主平台，组建本土网
红主播“矩阵”，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农民变“网红”、直播成“新农活”、
手机成“农具”、农品出“深闺”，电商带
货直播在开启致富门路的同时，也激
活了长江镇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赛事聚人气
“圈粉”引流展现乡村魅力

伴随一声哨响，裁判员高高抛起
的篮球点燃了现场气氛，也点燃了这
个夏日长江镇群众的激情。周日下
午，在一片掌声、欢呼声中，“龙腾杯·
村BA”篮球联赛拉开帷幕。

赛场上，双方运动员全力以赴、激
情四射，带球、传球、上篮一气呵成。
赛场边，是密密麻麻的观众。与此同
时，赛事直播让网友通过屏幕与现场
观众一同感受比赛的激情，大家纷纷
转发、关注、评论，满场的欢乐、满屏的
喝彩，生动呈现着“村BA”赛事之火
热。

这段时间以来，从冒热气到聚人
气，长江镇通过体育赛事搭台，汇聚乡
土文化和非遗，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
IP”。“长江村跑”“长江夜骑”“长江村
BA”……一场场“云端+线下”的乡村
赛事活动，已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
分。热热闹闹的乡村生活图景通过互
联网广泛传播，成为推介当地文化、旅
游的好时机。

乡村体育赛事的魅力不仅在于赛
场上的拼搏，还在于民俗文化、优秀传
统文化的展示传播。长江镇结合范蠡
西施、妙善故里等历史典故，依托车马
湖等景点，着力打造“长江一日游”，并
积极举办各类活动，先后举办江岛风
情街啤酒节，承办如皋市风筝节、南通
市级健身球操、江苏省老年气排球等
赛事，不断提高当地知名度，让“流量”
变“留量”，为乡亲们增加了创收机会。

□通讯员宋蕾蕾 王琦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袁涌东 通
讯员章芸芸） 9日，省工信厅软件与
信息服务业处处长张巍一行来如开展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市委副书记陈威
涛，副市长孙得利参加活动。

张巍一行先后来到南通辰同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天正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等企业，深入了解我市数字经济等产
业发展情况。张巍一行还参观了我市红
十四军纪念馆，详细了解了红十四军的
光荣历史，并重温入党誓词。

座谈会上，省工信厅软件与信息
服务业处党支部、如皋市发改委机关
党委、如皋软件园管理办公室党支部
续签了三方结对共建协议。张巍表

示，三方结对共建活动将围绕软件产
业规划与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解读、帮
助企业对接软件人才、指导如皋软件
园创建江苏省软件名园等内容，推进
落实开展一轮调查研究、进行一次专
题交流、共过一次组织生活、参加一
次洽谈会议、办好一批惠企实事等共
建举措，建立组织联建、工作联做、
难题联解长效工作机制，助推如皋数
字经济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参加活动的专家提出了加
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强软件人才
培育、加快提升软件产业平台承载力
等建议；我市相关企业代表作交流发
言；如皋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
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长江镇：

“线上”玩出新花样 美好生活“向云端”

本报讯（通讯员张翀 唐玲 融
媒体记者周玲）日前，由市市场监管
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
2024年如皋市企业首席质量官职业
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市50余名优
秀企业首席质量官参与，经过第一
阶段笔试选拔，共有10位选手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在决赛现场，选手们
围绕首席质量官对企业发展的推动
作用分别进行了演讲、知识应用作答
和专家问询答辩，最终产生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活动主办方强调，各单位要持续

加强质量教育培训，健全完善企业首
席质量官制度，推动形成强有力的质
量提升机制，进一步着眼全局、注重
实效，着力强化质量意识，为质量强
企夯实制度基础。活动主办方希望，
全体参赛选手以本次大赛为起点，补
短板、强弱项，严格履行质量“第一
人”职责，做好企业品质的守门人、
质量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

下一阶段，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深化质量强市工作，抢抓机遇、开拓创
新、质效并举，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
推进质量发展工作，为推动我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我市企业首席质量官
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省工信厅领导来如开展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为缓解暑期家庭“看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社区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日前，
城北街道东风社区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

暑托班第一课，社区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技艺传承人王竹军走进课堂，教授孩子们剪纸技艺，
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个暑假，在东风社区“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孩子们将接受红色教
育、环境保护、科学普及、读书赏析、手工实验等各具特色的课程，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通讯员李慧敏 融媒体记者蔡梦玉

专“暑”守护 不负所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严保林 袁
涌东）昨日，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乡
村发展基金会、乡村发展协会“三
会”副理事长朱晓波率队来如，开展
革命老区相对薄弱镇村情况调研。省
老区建设与乡村发展“三会”老区部
部长吕祥生，南通市老区建设与乡村
发展“三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陆善
平和我市副市长黄文斌参加调研。

朱晓波一行先后来到江安镇马堡
村、曹杜村，实地调研了革命老区相
对薄弱镇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
会上，江安镇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该镇
近年来帮扶相对薄弱村、推动乡村振
兴的主要做法及成效，并提出了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多元发展、
加强资金支持力度等建议；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对相对薄弱镇
村实施帮扶的相关情况；有关村（社
区）负责人汇报了村营经济及特色农
业发展等情况。

朱晓波对我市革命老区相对薄弱
镇村帮扶工作的清晰思路、有力举措
和良好成效给予肯定。他希望如皋继
续用好用足相关政策和扶持资金，进
一步做好帮扶工作，支持革命老区相
对薄弱镇村发展；要在“弘扬特色”
上做文章，把细荚花生、江安芋头等
传统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在“善于
吆喝”上做文章，借鉴如皋长寿食品
和黑塌菜的成功营销案例，把好产品
推向大市场；要在“搭建平台”上做
文章，巧借市场力量，增强村级集体
经济“造血”功能。

省老区建设与乡村发展
“三会”领导来如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