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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的发展规划，
谈镇江的“危”与“机”

□ 华 翔

局势已然很明显了，关于南京扛起“省会
责任”地理路径的选择。

12月21日，省内多家媒体均有报道，沿江
高铁通道合肥至南京至上海段，已经中国铁
路总公司组织开展预可研审查，工作推进目
标则是力争“十三五”期间早日开工建设，确
保2025年前建成通车。从新闻报道媒体的区
域分布已经透露信息，除了驻南京的省级媒
体，大力报道的就是诸多苏北城市，扬州、泰
州、南通，甚至还有远在江苏东北角的连云
港。因为，这条沿江高铁通道，在省内，是北
沿江，走扬州—泰州—南通线。而连云港、徐
州等更北面的城市则可以通过盐青、连淮扬
镇、盐泰锡常宜等多条在建、规划铁路与沿江
高铁无缝连接，从而与省城有了更为便捷的
通道，也就有了更加深化联系、更多层面辐射
的可能。而更能看出南京跨江发展、辐射苏
北、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决心的则是12月25
日现代快报的消息《南京最新总体规划出炉
未来有28条过江通道》。新闻透露，《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草案公示，其中，
规划预控过江通道25处，计28条，其中过江
公路与城市道路15条，过江铁路与城市轨道
交通13条。至2035年就要规划建设23处，计
26条。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的是，南京将江北
地区提升到了中心城区的高度。规划确定南
京两个中心城区，由江南主城和江北新主城
构成。在公示的规划图上，江北新主城的面
积比千年历史的江南老主城可小不了多少。
具体数据则是，江北新主城，规划范围223平
方千米，规划城镇建设用地196平方千米，规
划城镇人口规模180万人，其定位则明确为江
北国家新区的核心区和南京辐射带动苏皖区
域的重要功能承载区。再对比江南主城的定
位——世界文化名城核心区、知识创新策源
地和品质宜居城区，其意义不言而喻。

现代快报的新闻中，也提及了南京规划
对宁镇扬一体化的描述。比如“推动南京与
镇江、扬州在城镇功能、公共设施、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全方位协作与
对接，将宁镇扬三市打造成为南京都市圈同
城化发展的先导示范区，成为具有活力和竞
争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区”。再比如整合创新
资源，联合建设宁镇312科技创新带和宁扬沿
江智造创新链；建设高效一体化交通网络，实
现宁镇扬主枢纽站间半小时通达。主城区间
一小时通达，统筹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
设；共享公共资源，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服务均衡发展。共建
美丽乡村，协同推进环境整治。

面对南京这份规划，我们应该有所想有
所思更有所动。要有“危”的意识。省城辐射
苏北，倘若以跨江北上为主路径，决策一旦确
定，资源不断倾斜，东边的我们若没有相应的
对策和动作，则有可能错过这一趟“发展高速
列车”。更当有“机”的敏锐。宁镇扬一体化
进程中，如何发挥镇江作用、体现镇江功能、
促进镇江发展，镇江当有更进一步更深一度
的积极作为。当务之急，或应是在各项一体
化工作推进中，着重“同城化”功能的体现。
譬如一体化交通网络，不仅重视快速化，更要
着墨于“公交化”。如是，再加上公共资源共
享，镇江宜居的特色就能彰显，“工作在南京、
生活在镇江”就有可能。再如整合创新资源，
不只是打造一两条示范带，而是让两地的创
新创业企业都能够享受一样的扶持政策和

“同城”待遇。如是，镇江创业成本较低的优
势就能突显，“创新集聚在南京、创业洼地在
镇江”或者“研发中心在南京、产业基地设镇
江”等就有可能……事实上，在地理区位看，
做大做强南京，最好的路径就是东向，与镇江
融合发展。而这也就是镇江的一个重大机
遇。现在的关键就是能不能真正打破行政区
划的藩篱，一是规划上的同位思考与错位发
展，二是实践中的资源集成与政策“同步”。
在这方面我们镇江已做了很多，期待能做得
更多。

开满蓝花楹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

扬中是万里长江中的一个岛市，曾经是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线，陈毅称之为“江心跳板”；万福村是扬中市的一个滨江小村。全村地域面积
3.8平方公里，人口3360人。然而，就是这个村，自1955年我国第一部《兵役法》颁布那年起到2018年，六十四年来年年出兵，从未间断，先后选送优秀青
年入伍共259人，其中在部队提干的37人，入党的156人，立功受奖的143人。这个村多次受到党委、政府和人武部门的表彰，先后荣获镇江市“卫国拥军
模范村”、江苏省“心系国防模范村”等称号，并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命名为“全国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江心跳板江心跳板””双拥旗双拥旗
——扬中市万福村连续六十四年出兵纪实

□ 锦春 丰年

万福村设立了一个特殊的
节日——“壮兵日”，时间就定在
欢送新兵的当天，几十年来年年
如此。

今年的“壮兵日”是 9 月 9
日。这天清晨，万福村便热闹起
来，敲锣鼓，放鞭炮，像往年那样
举行了隆重的“壮兵仪式”。今
年万福村有两名新兵入伍，杜谦
和袁杰，都是在校大学生。村党
委书记范永华亲自为两名新兵
戴上大红花，送上热情洋溢的祝

贺，随后带领村干部和村民一行
人，敲锣打鼓地将杜谦送到八桥
镇政府。

从2013年起，万福村选送的
新兵全部是大专院校学生，到
今年 9 月，先后有杨启诚、范
鑫、金涛、金鹏、陆谨、杜谦
和袁杰等七名大学生应征入
伍。陆谨和杜谦从小学到中学
都是同学，又同时考取常州纺
织学院。同班同学相继入伍，
又是一段佳话。

在万福村，带头送子当兵是
党员干部心里最为荣光的一件
事。首任支部书记施贤友是位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
革命，大儿子施瑞才刚达到服兵
役年龄，就被他送进了部队，后
来他的二儿子和孙子也应征入
伍，悬挂在门口的“光荣之家”牌
匾多次更新。1986年，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硝烟还未散尽，7位扬
中籍战士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
给征兵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这一年，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
黄克华的独生子黄振鹏已到入
伍年龄，他悄悄地替儿子报了
名，直到儿子体检合格才告诉妻
子。结果妻子激烈反对，终日以
泪洗面，市、镇两级领导和村干
部无不动容，反过来劝黄克华留
下儿子。黄克华与儿子统一思
想后，一方面找医生替妻子治
病，一方面请来岳父母和亲友
帮助做工作，终于做通了工
作。今年7月，黄克华家被评为

“最美拥军家庭”。
万福村就是这样，无论是

原来的村支部，还是现在并村
后成立的村党委，始终是一个
坚强有力的、值得信赖的战斗
集体，因为他们中的每一名党
员干部都胸怀强烈的居安思危
加强国防的使命和责任，都能
做到以身作则当表率，这是万
福村坚持六十四年出兵不间断
的一大奥秘——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

（一）

万福村党员、干部带头送亲
人当兵的模范作用激励着年轻
人投身军营、报效祖国，而万福
村对“四军二属”无微不至的关
怀让“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每年
出兵，全村荣耀”的自豪感无处
不在。

自上世纪50年代，万福村就
成立了以党团员和民兵为主体
的助耕服务队、优抚队，本世纪
初组建了“双拥义工团”，农闲时
帮助伤残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
家属浆洗、打扫和料理家务，农

忙时帮助他们收割、耕种，不误
农时；优先发放困难补助金、农
用物资，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
对在部队立功受奖的官兵，村干
部敲锣打鼓将立功喜报送上门，
并赠送奖金，每年“八一”、春节
等重大节日时慰问“四军二属”，
大年初一挨户给军烈属拜年，使
他们时常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村医务室挂牌为烈军属、伤残军
人看病，优先服务，随叫随到，并
免收挂号费、出诊费，还不定期
地为行走不便的伤残荣军上门

查病治病，为重点优抚对象办理
住院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组织优抚对象体检，一人一档，
建立体检档案。为做好安置工
作，村两委会负责人总是不厌其
烦，一次次跑镇里，上市里，四处
奔波。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以及退伍军人择业观的
改变，安置工作从以计划安置为
主向以市场安置为主转变，一如
既往替退伍军人着想，帮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为他们谋求较为理
想的职业尽职尽力；对于选择自

主创业的退伍军人，在政策上给
予倾斜，并帮助解决资金、技术、
项目、用人等方面的难题。迄今
全村195名复退军人先后得到了
妥善安置。

“我家老季的爷爷季广福是
一名老军人，在朝鲜战争中壮
烈牺牲，葬在朝鲜。每年清
明、过冬等祭日，全家人都面
朝北方，对着爷爷长眠的方向
遥祭。老季也当过兵，退伍后
被安排在水利部门，因股骨坏
死动了手术，腿脚不便，本以

为只能在家吃闲饭，想不到镇
村领导照顾他，安排他看守思
议港大闸，工作稳定，生活不
愁，我们全家人真正感受到当
兵光荣。儿子季鹏一到年龄，
我和老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送
进了部队。”“最美兵妈妈”任
燕如是说。

数十年如一日，万福村坚
持做到“选送好入伍的，服务
好在伍的，安置好退伍的”，积
累了一条巩固祖国长城的成功
经验。

（二）

六十四年了，万福村年年出
兵，从未间断。是什么力量将全
村人的参军热、拥军热犹如一道
道连绵不断的波涛汹涌澎湃，一
浪高过一浪？“是国防教育这个
传家宝！”从当年的首任村支书
施贤友，到现任的村党委书记范
永华，历届村支部（党委）书记都
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万福村的村头耸立着一座
“渡江战役七烈士纪念碑”，墓里
安葬着为解放扬中而壮烈牺牲
的 7位无名英雄。1957年冬，原
万福村农委主任薛某默许已报
名登记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故意
错过体检期。就这一念之差，他
受到了撤职处分。更难受的是
被老支书施贤友带到村前的“七
烈士纪念碑”前，向长眠的烈士
认错。薛某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连连自责“我真浑！”直到1960年
他送二儿子入伍，才觉得能在乡

亲们面前抬起头。之后，他又将
两个儿子送进部队。一家三个
人参军，在当地传为佳话，他也
成了人人尊敬的老军属。

这件事对村干部的触动也
很大，开展国防教育不能只是空
口说教，必须有生动鲜活的“教
材”，让村民们看得见、听得着，
入耳入心。此后，国防教育便成
为村两委班子的一项长期任务、
头等大事。在长达六十四年中，
两委班子领导先后更换了18届，
但国防教育这根接力棒一任一
任地传了下来。

这个村对国防教育舍得投
入。每年都从紧张的村级收入
中挤出资金来建设和完善国防
教育基地，如：优化“七烈士纪念
碑”的自然环境，栽树木种花草，
将其打造成一座松柏环绕、花团
锦簇的生态陵园；建起“拥军园”

“双拥林”“双拥荣誉室”“图书阅

览室”“道德大讲堂”等阵地，目
前又积极筹建万福村红色文化
园，开辟国防教育的新渠道。

这个村注重国防教育制度
建设。把国防教育当作党员干
部培训的必修课，纳入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制订“拥军优属公
约”“村规民约”，编印国防教育
读本，并规定每个月的第三个星
期四为“国防教育宣传日”，在人
员集中或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置
永久性爱国拥军、保家卫国的标
语牌，每年的征兵期间，宣传教
育更是高潮迭起。随着国防教
育的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国防
意识已经深入到万福村每位村
民的心里；

这个村坚持“国防教育从娃
娃抓起”。向中、小学生传授国
防知识；每年清明节组织学生前
往“七烈士纪念碑”
扫墓；每年暑假集中

村里的大、中、小学生开展教育
活动，祭奠七烈士，请参加过战
斗的老前辈和退伍老兵讲革命
故事，讲军营生活等等。学生们
从小接受国防知识的熏陶，有的
还成为国防教育的“小教员”；

……
生动的教育形式，浓郁的宣

传氛围，使万福村的村民们尤其
是适龄青年矢志从军报国，“好
男儿就要当兵卫国”成了全村人
的共同心声，不断传出祖孙三代
扛枪的、兄弟俩同年入伍的、放
弃高薪当兵的佳话。尤为可贵
的，这个村党风正、民风淳，家庭
和睦、邻里和谐、互帮互助蔚然
成风。

如今的万福村，在各
级党政军部门和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资助下，修筑了“爱

民路”，建起了

“万福桥”，盖起了“双拥综合
楼”，同时引进高科技新品种，创
办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农村产业化基地，还培养、扶
持复转军人创业，涌现了一大
批 带 领 村 民 致 富 的“ 领 头
雁”。万福人那特殊的国防情
怀愈发浓烈，拥军优属的故事常
讲常新……

（三）

永胜中心小学师生们参观万福村拥军园。万福村党委书记范永华（前排右）为 2018 年夏季
入伍的新兵杜谦（后排右一）和袁杰（后排右二）佩戴大
红花。

12月12日，江苏省军区动员局局长周瑞峰（左二）、
镇江军分区司令员杜新（左三）视察万福村双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