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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王荣

从市区运河路公交站乘坐 206
路，不到 1 小时车程，就来到丹徒
区辛丰镇黄墟老街。沿着老街沧桑
厚重的石板路，一处青砖黛瓦、马
头墙耸立又具西式建筑风格的庭院
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便是冷遹故居。

冷遹故居始建于 1917年，由主
楼、厢房、院落等组成。主楼是一
幢两层楼房，上下十间，中西合璧
式建筑，前后院设有花园。虽经多
次维修，但风格原貌未变。2002年
冷遹故居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

冷遹（1882 年—1959 年），字御
秋，丹徒人，政治活动家，民盟、民建、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镇
江三老”之一。

1906年，冷遹加入同盟会，进行
反清革命活动。1908年冷遹策动安
庆秋操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冷遹率
桂军援鄂。1912年冷遹任安徽军政
府参谋部总长、陆军第一军第九师师
长，被授予中将军衔和文虎勋章。二
次革命爆发，冷遹在徐州拥护和响应

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兴师讨袁。之后
冷遹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1921年，冷遹退出军政舞台，致
力于实业和教育事业，先后创办江北
盐垦公司、永安蚕种场、益民蚕种场、
黄墟农场、四益农场，曾任镇江商会
主席，镇江水电公司、镇江中国国货
公司、四益农场、镇江县银行董事长
等职。冷遹兴学重教，创办了镇江女
子职业学校、京江中学、建东中学，将
镇江县立师范学校迁建至黄墟办
学。1929 年，冷遹代表地方人士与
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农矿厅合
作，创办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在村
政、农业、教育、水利建设等方面有诸
多建树。

卢沟桥事变后，冷遹任镇江县民
众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协调各方接待
过境抗战部队，协助构筑防御工事，
维持治安秩序，接送和慰问伤病
员，动员工商界购买报国公债，查
防汉奸，运送过境的难民，开展抗
战宣传，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将
士。镇江沦陷前，冷遹主持物资沿
江西迁，利用商会中的轮船公司，将
蚕种近 20万张、显微镜多架转运到
重庆，协助各处蚕种场部分技术人
员分批乘轮西撤。这批蚕桑技术人
员及蚕种为发展四川蚕桑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

1945 年 7 月 1 日—5 日，冷遹、
黄炎培等 6 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冷
遹亲眼看见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
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
分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并
与毛泽东多次面谈。

解放战争期间，冷遹利用身为江
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份，支持和
掩护镇江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斗
争，营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1949
年9月，冷遹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并以民主建国会代表身份参加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
典。新中国成立后，冷遹任政务院财
经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兼水利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

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江苏工委主委等
职。

2004年8月，为了弘扬冷遹的爱
国爱乡精神，成立冷遹纪念馆，将冷
遹故居中院厢房改建成“冷遹生平陈
列厅”，设立冷遹的雕像，陈列冷遹的
文字图片史料和遗物，辟有“少年立
志”“投身革命”“实业救国”“爱国爱
民”“访问延安”“党的挚友”等篇章，
以时间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反映
了冷遹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冷遹生平陈列厅，一张 1945
年7月1日冷遹等6位参政员在延安
机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
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引人关注。
还有一条毛毯，是冷遹访问延安时
毛泽东赠送的，现已列为江苏省革
命文物和国家三级文物，仔细观
看，仿佛能从中穿越历史的时空，
又回到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
途”历史抉择的关口。而这次延安
之行，使冷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
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信
心，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
点，并逐步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升华和
蜕变，最终自主自觉地选择接受中国
共产党领导，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
合作的挚友。

冷遹纪念馆现为民建中央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江苏省统一战线传
统教育基地。“过去的一年，冷遹纪
念馆获评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冷遹故居入选江苏省革命文
物，殷氏宗祠入选镇江市文物活化
利用优秀案例。”冷遹纪念馆馆长李
强说：“今年是冷遹纪念馆建馆20周
年，纪念馆确立了‘五馆一体’的中长
期发展规划，将会更生动地讲好冷遹
故事。”

市市场监管局联村帮扶行动结硕果

精准帮促，
蹚出富民强村“幸福路”

本报记者 朱婕 本报通讯员 崔亚琴 夏莉

乡村振兴广场干净整洁，工业园区产业兴旺，肖
梁河水碧玉如带，家家户户除尘备年货……春节的脚
步近了，丹阳市陵口镇肇巷村飘起浓浓年味，和美乡
居图更增喜庆色彩。

肇巷村人和景美，是村两委凝心聚力谋发展的成
果，也是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村帮扶行动，蹚出的

“幸福路”。
2021年11月以来，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肇巷村争

取各类帮促资金和物品237万余元，其中帮扶资金超
过 150万元。目前帮扶村稳定性收入已达标，组织建
设、村居环境、民生保障、社会治理也实现了新提升。

因地制宜、精准帮扶，是“联”出产业发展，“帮”出
富民强村的关键。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宋平生多次带队
进村入户开展实地调研，与帮扶村两委围绕夯实党建
工作基础、盘活闲置资产、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皮鞋产
业提档升级、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制
定详细的帮促“线路图”。

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是第一步。“我们选派了工
作经验丰富，且有农村生活经验的范晓慧，到肇巷村
担任第一书记。”宋平生介绍，在此过程中，市场监管
部门利用上接“天线”找项目寻资金、下接“地气”聚人
心带队伍的优势，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帮促工作得
到市县及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帮促工作深入推进，以资产、资源、资本为发展核
心，因地制宜推动资源、资产、资金再整合、再利用的
发展思路，越发清晰。沿着这条“幸福路”，帮扶村讲述
着精彩的“丰收故事”。

经探索，肇巷村收获了多个增收项目，“以危房改
造为契机，通过自筹和补助等方式，市场监管部门帮
助我们新建了一幢厂房，增加物业和租金收入21.5万
元；配合丹阳市探索飞地经济，发展富民强村集中物
业项目，增加村集体收入7.5万元；通过消费帮扶的方
式，帮助村集体销售地方特色农产品，增加村集体收5
万多元，增加农民收入 50多万元。”肇巷村党总支书
记张伟民对此如数家珍。

数据显示，目前肇巷村村级稳定收入达 200余万
元，经营性收入130余万元，较2021年上涨50%。从经
营性收入在稳定性收入中的占比看，帮促工作已实现
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在心里、落在实处，用真
心付出换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是“丰收故事”的基
调。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范晓慧，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
情。他坚持吃住在村，摸排出因病、因智、因失独等致
困的群众名单，在组织构建帮促机制，以节日慰问为
契机发放困难慰问金的同时，及时响应帮扶村群众

“急难愁盼”，先后组织江大附院、市三院数十名专家，
到村开展义诊、科普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000余
人次。值得一提的是，经市场监管部门和驻村书记的
协调推进，市三院肝科党支部与肇巷村党总支结对共
建，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帮促活动。

自联村帮扶行动开展以来，市市场监管部门紧盯
党建引领发力，为村党群众服务中心配备价值27.5万
元的办公桌椅，帮助改善了办公和群众服务条件，捐
赠阵地建设资金16万元。同时，组织开展“庆七一、话
党恩”“奋进新征程，献礼二十大”“学习贯彻二十大，
惠民帮促见行动”等系列活动，增强了组织活力。

去年 8月，由驻村书记牵线，江苏省烟草公司镇
江市公司党组成员、副经理郭可前带队来到肇巷村，
就塑胶健身步道建设项目进行捐赠签约，“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担起帮促责任，积极支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助力肇巷村乡村振兴。”

随着帮促队伍和资源的“扩容”，市场监管部门的帮
促路子越走越宽，肇巷村的“幸福路”也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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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爱乡精神的冷遹纪念馆
追寻梦想的足迹
——行走在红色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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