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中青三代围聚“议事亭”开启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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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何晓丹

两千多年前，淹城先民在
这里挖土凿河、垒土成垣；
如今，考古手铲下，学者们
找到了历史与现实切换的密
码，淹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
野。

为持续讲好淹城故事，自
今年 7月起，社区牵线搭桥、
追根溯源，释放老同志“发
挥余热愿有为”正能量，组
织开启家谱的编修、印刷与
收藏工作，让淹城文化接续
流芳。

窦兴华是淹城原住民，今
年 82 岁的他依旧笔耕不辍，
每日俯首案前为修订和续写家

谱而忙碌。“2005年，第四次
修成家谱；到 2014 年 12 月，
又把中间 9年的资料补充完整，
把家谱再版；2014年后，我们
继续不断收集资料，记录后代
英才，为补充族谱内容做准
备。”窦兴华说。
二十载光阴辗转而过，家

中厚厚堆叠着这些年的努力成
果，尘封在历史烟云中的淹城
记忆逐渐“活”了起来。7 至
11月，窦兴华、窦元中、窦荣
祥、窦汉祥、窦敏祥等几人分
工协作、共同商讨，为家谱的
再版、印刷而奔走。11 月初，
老人们逐户沟通统计纸质版家

谱需求，预计年底最终成册、
印刷。
“里罗城，外罗城，中间

方形紫罗城；内高墩，外高
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中兀
立玉女墩；内河坝，外河坝，
通道唯有城西坝，独木舟渡古
无坝。”流传千百年的民谣，
在社区的努力及老人们的奔走
下，有了落脚点。

今后，淹城社区将进一步
激活银发力量，同时汇聚青年
力量，把青年人的朝气、锐
气、才气渗透到社区的治理和
服务中，为探索淹城未来发展
书写好传承故事。

紧盯重点、打通堵点、找
准亮点，淹城社区大力挖掘和
传承历史文化，在城市发展中
留住其特有的文化特色、建筑
风格等“基因”，以文化聚“邻”
心，打造社区新“young”本。

抓住今年淹城成功入选我
省首批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名
单的契机，暑假时，社区联合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学生开展
“淹语春秋 乡绘画卷”创意墙

绘活动，从文物古迹、地域风
貌、文化传承等多个主题出
发，设计了 9面既有当地文化
特色，又兼具艺术想象的墙绘
作品。淹城“三城三河”的地
理风貌、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都成为画作主角，绚丽的墙绘
装点乡间，成为淹城社区记述
文化、讲述故事的展示窗口。
“小切口”增强居民“归

属感”，回家路变“幸福路”。

“这些创意墙绘青春时尚，每
次回家经过这里心情都十分愉
悦。”居民窦一青欣喜地表示。

为增强居民的凝聚力、向
心力，淹城社区还多次组织辖
区家庭走进武进博物馆溯古追
今，并邀请老党员许国荣为青
少年儿童讲述淹城的地名文
化、历史沿革以及一代代人的
奋斗史，在他们的心中播下家
国情怀的种子。

11 月初，在淹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内，老中青三代人聚于
“议事亭”下，开启“淹城奄语”
头脑风暴。如何“谋新求变”，
让基础设施“提”起来，让文化
传承“热”起来，让年轻一代
“留”下来，成为本次议题。

“从 1983 年起，我们陆续
从淹城遗址搬到淹城新村，政府
分配面积、自己造房子，2002
年大坝村委和淹城村委合并，
2011年 10月淹城社区成立。这
些年社区的变化很大，生活水平
有了大幅提高。”看着社区焕然

一新的面貌，今年 64 岁的居民
窦元中深有感触。

新时代下，有着悠久历史的
淹城社区，一边要围绕春秋文化
讲好淹城故事，一边要推动社区
“老”与“新”的共存共生，成
为新的命题。

修缮房屋、传承文化、过好
生活，成为居民们的心声。“淹
城社区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
中村。我们也在思考，在原有基
础上，如何重建社区邻里空间新
活力。”湖塘镇淹城社区党总支
书记窦小峰表示。

在我区有这样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社区———淹城社区。“淹城”二字曾因“三城三河”的春秋遗址而名声大噪，随着淹城内部保
护、外围开发，“城内”原住民搬到“城外”开启新生活，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激荡着社区新生。如何做好烟火传续，让这份
特色文化成为“社区基因”？“淹城”这样作答。

社区美空间，如何改写“老旧”命运？ 打造新“young”本，如何以文化聚“邻”心？

追根溯源,如何让文化接续流芳？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酒驾违法，醉驾犯罪。近日，
武进交警大队开展“零点行
动”，持续加大对酒驾醉驾违
法行为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稳
定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确实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原以为这个时候没有交警

查酒驾，没想到自己抱侥幸心理

酒后驾车还是被你们查获。”12
月 9日凌晨，湖塘交警中队在花
园街路劲又一城路段设卡检查
酒驾。一名男子独自驾车经过检
查点时被拦了下来，因为触发
酒精快检仪警报，被带至一旁
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
90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
现场，男子表示非常懊悔。

另有一名女子因在远处准
备拐弯，被伏击在一旁的民警
逮个正着。酒精呼气测试结果
显 示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140mg/100ml，同样涉嫌醉
驾。民警发现，该女子驾驶证
已经记满了 21 分，驾驶资格
暂未恢复。而在之后 2小时的
检查中，相继又有两名驾驶员
因酒驾被査。

武进交警大队始终对酒驾
醉驾保持“零容忍”，常态化
部署开展“零点行动”，通过
拓展整治区域，延长整治时
段，扩大检查车型，联勤联动
联治，做到各辖区中队每天都
有路检路查。

本报讯 （冯丽娜 记者
吴梦婷）日前，江苏省公布第
12 批次特色田园乡村名单，
全省共有 87个村庄上榜，牛
塘镇丫河村强家自然村名列其
中，系我区唯一。

让百姓在家门口留得住
“乡愁”是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的主要目标。围绕“特
色”“田园”“乡村”三个
关键词，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需通过培育特色产业、特色
生态、特色文化，重塑田园
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
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
活力乡村。

丫河村是一个因河而生、
因河而兴、因河而名的村庄，
水系发达，孟津河、武宜运河
在此交汇，形如“丫”字而得
名。近年来，该村立足产业发
展，以乡村休闲及文化创意为

纽带，带动一三产融合发展，
打造集深耕产业、乡村体验、
田园宜居等主题功能于一体的
“产 +聚 +乐”之所，形成了
特色鲜明、水田交融、果蔬满
园、村富人淳的田园乡村。

当前，丫河村积极发展
农产品种植业及红木雕刻手
工业，葡萄种植规模达 548
亩，亩产值约 5万元。同时，
丫河村利用互联网和物流产
业的发展，打造“互联网 +”
模式，整合农业资源，运用
自媒体、电商等平台帮助村
民直播带货，形成紧密衔接
的产业链。

下一步，丫河村将继续充
分挖掘特色文化，持续培植优
势产业、还原生态本底、扮靓
田园风光，打造“看得见田
园、闻得见果香、记得住乡
愁”的“醉美家园”。

武进交警开展“零点行动”让酒驾无处遁形 牛塘丫河村获评
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武进中心城区、地铁直达，坐拥新天地美景，绝佳地理位置！武进传媒大厦位于湖塘花
园街 200号，黄金地段，精装写字楼，高品质装修，贴心超值服务，可做餐饮，可租面积
80m2~1000m2。入驻传媒大厦，助您事业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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