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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九华镇龙舌村的蕲艾种
植加工基地，只见展示架上整齐排列
着艾条、艾炷、艾草枕、艾草蒲团等产
品。不远处，不少工人正在生产线旁进
行搓条、包装等工作，现场一派火热。

近年来，龙舌村深入挖掘自身资
源优势，以艾草种植产业为基础，不
断拓展发展思路，深入打造特色“村
艾”IP，将不起眼的艾草转化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黄金草”，全面奏响乡
村振兴的“新乐章”。

“村艾”加工——“富”起来

“这里是打绒车间和加工车间，
艾条、艾草枕、艾草蒲团等产品就是
在这里生产的。”在加工基地内，龙
舌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志良自豪地介
绍，目前蕲艾种植加工基地已经能生
产20余种艾制品，实现了从打绒到
加工成品的一站式生产。

据悉，蕲艾种植加工项目一期仅
投资200余万元，种植了450亩艾
草，但创造的收益，给予了企业与村
两委信心，当即决定要扩大投资。

“艾草种植为村集体带来了70万元至

80万元的净收益，这让我们看到了
艾草产业发展的前景。”徐志良说，
为了更好地发展艾草产业，项目二期
投资增加至1200余万元，建设了一
个初步加工中心和一个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基地，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
展，还帮助90多名村民在本地找到
了就业机会，人均年收入因此增加了
逾一万元。

此外，该村还以“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为突破口，推动企业与
村联建，成立了江苏军威艾草制品有
限公司，通过拓展“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更多人一起
加入艾草产业，变“草”为“宝”，
让艾草产业成为该村乡村振兴路上的
特色产业。

“村艾”研学——“动”起来

“艾草竟然拥有如此多的功效！”
“看这里，好多不同的艾草产品！”……
今年以来，龙舌村蕲艾种植加工基地
内的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基地，迎来了
不少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大家深入了
解艾草的种植、加工过程以及艾草制

品的多样化应用，并在专业人员的指
导下，亲手体验了艾条的制作，学习了
艾灸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通过观察叶片的颜色和形态，
我学会了区分新鲜的艾草和陈年的艾
叶；通过亲身体验手工制作艾绒、卷
制艾条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劳动的辛
苦与快乐。”小学六年级学生戴莹
说，下次有机会，她还会和同学们一
起来。

龙舌村推出研学项目，不仅为青
少年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平台，也创
造了传播艾草文化、推广艾草产品的
重要途径。“通过孩子和家长的口口相
传和实地体验，我们龙舌村艾草的知
名度进一步提升。”徐志良说，借助研
学的力量，当地艾草产品得到了有效
的推广，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和合作
伙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村艾”旅游——“潮”起来

为了进一步扩大艾草产业的知名
度，在部分节日，龙舌村还会围绕特色

“村艾”IP举办艾草旅游体验文明实
践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宣

传推广当地艾草品牌。这些活动不仅
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游客，也吸引了许
多对艾草文化感兴趣的外地游客。

“游客们可以参与艾草的采摘、
加工，甚至亲手制作艾制品，体验传
统与现代结合的艾草文化。我们在文
明实践现场，还设有艾草集市，除了
各类艾草产品的摊位展示外，还可以
吃艾草粽、尝艾草鸭蛋，品尝原汁原
味的艾草味道。”徐志良告诉记者，
通过多元化的推广方式，龙舌村的艾
草产业在更大的市场打响了知名度，
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引擎。

此外，龙舌村还利用互联网平
台，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艾
草文化与旅游体验活动传播到更广阔
的网络空间，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
这一独特的文化体验中来。

借助“艾草”这一独特元素，打
造“村艾”特色IP，艾草产业带动了
龙舌村的文明实践和经济发展。下一
步，龙舌村将进一步发挥好本土资源
优势，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助推乡
村振兴。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 员钱珺媛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李园园）
优雅时尚的城市书房，温馨舒适的
阅读角落，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
……走进图书馆，浓厚的文化氛围
扑面而来，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类
书籍，从文学艺术到自然百科，种
类繁多。不少市民在此阅读，一张
书桌便足够其乐融融，他们或认真
挑选图书，或埋头苦学，或透过玻
璃望向窗外美景。

据了解，市图书馆拥有纸质文献
总藏书量达100余万册，有少儿借阅
室、视障阅览室、多媒体播放室等

12 个功能服务窗口，设读者座位
800余个。市图书馆年接待读者40
万人次以上，年外借图书50万册次
以上，已成为如皋城市文化客厅。

近年来，市图书馆充分整合现有
阅读推广活动资源，持续开展各类特
色文化活动，吸引更多老百姓前往图
书馆自主阅读、爱上阅读。如今的图
书馆是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不
只具有单一的借阅功能，还可以承载
各类资源与服务，开展各种文化活
动，更像是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学
习中心”。

九华镇龙舌村：

打造特色“村艾”IP 助力“村草”变“金草”

本报讯 （通讯员吴海燕 施小
飞）为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职工的宗旨
意识，积极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弘扬
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日
前，市卫健委和市红十字会机关党支
部到双联双助结对的下原镇白李社
区、吴窑镇何柳村开展“齐心共建
中医惠民”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
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中医自信、民
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市中医院党员志
愿者紧扣时令节气，以“冬季中医养
生”为主题，从冬季养生基本原则、
养生方法以及常见病预防与调理等方
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了
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党员医护骨干为

村（居）民提供中医脾胃病、中医骨
伤以及心脑血管病等多病种义诊服
务，提供针灸、推拿、拔罐、刮痧、
耳穴埋豆、中药贴敷等中医药文化体
验，并现场讲解了中草药的辨识及功
效。

当天，党员志愿者还走访慰问了
联助村（社区）4位行动不便的患病
村（居）民，入户义诊并给予用药指
导，送上棉被、毛巾等生活用品，与
走访对象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及
服务需求。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不
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卫生
健康服务，让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不
断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
求。

齐心共建 中医惠民

转角遇到图书馆
尽享“书式”新生活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邱宇） 28
日，我市第二届智能路网大会举行。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理事长
华国栋、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副理事华贤平、上海交通大学数
据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刚，及我市市
委副书记陈威涛，市委常委、副市
长、如皋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陈鸣华参
加活动。

本次大会以“智联未来 构建如
皋智能路网新生态”为主题，邀请了
来自智能路网产业相关的政、学、
研、企各界专家代表120余名，共商
智慧交通、智能路网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域新路径。

陈威涛在会上致辞。他说，近年
来，我市主动顺应经济和科技发展规
律，在电子信息等优势主导产业的加
持下，以智能路网产业细分领域为突

破口，不断拓展新赛道、新业态、新
领域，推动交通产业和数字技术深度
融合。他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新赛
道，以本次活动为平台纽带，进一步
加深对如皋的了解，把更多的优质项
目和应用场景布局在如皋，我市也将
继续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
念，倾情倾智倾力为企业提供一流服
务，努力实现企业、产业和城市三者
的共赢发展。

会上，华国栋以《江苏省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报告》为题进行了主
旨演讲。现场进行了高新区投资环境
推介，发布了我市智能路网产业现
状，并举行了南通首个智能网联封闭
测试场启动仪式。现场还为智能网联
产业城市智库专家颁发了聘书，8个
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相关代表进行
了互动交流。

我市第二届智能路网大会举行
8个项目集中签约

和美乡村 醉美冬景

冬日，从高空俯瞰如城街道
顾庄社区，只见色彩斑斓的花木
与排列有序的民居相映成趣，呈
现出别具一格的“花园融合家
园，家园点缀花园”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生态画卷。

近年来，如城街道顾庄社区
依托“中国花木之乡”的资源优
势，大力推进花木产业向旅游观
光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了260多
个“一家一庭院、一户一园林”
模式的特色庭院，形成了集花木
盆景生产、生态人文宜居、休闲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田园
观光综合体，激活了乡村旅游发
展“新动能”。

□通讯员吴树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