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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娜
本报记者 栾继业

又是一年新春将至，在“恒顺全
省打酱醋”营造出的浓浓年味中，1
月 24日，第 45届恒顺酱醋文化节暨
调味品展销会圆满落幕。线下的节
庆虽暂告段落，但线上年货节还在红
火持续中。虽然年前多是阴雨天气，
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参与恒顺酱醋文
化节的热情，流量新经济的“井喷”，
让“老字号”产品抱团共赢，在线上线
下掀起“国潮”风，在产业发展的赛道
也愈发游刃有余。

恒顺酱醋文化节起源于上世纪
70年代末恒顺酱醋厂为回馈镇江市
民开展的春节特供“打酱油”活动，至
今已走过 45个年头，它依然长盛不
衰，其秘诀之一就在于恒顺始终坚持
守正创新，让这一独特年俗文化的魅
力和影响力不断走向深远。今年围
绕“醋都镇江，恒顺味道”这一主题，

“网上购年货，线上打酱油”让全省
13个市的百姓共同参与传承“打酱
油”活动，共享年俗文化，共品恒顺味

道。记者了解到，在徐州、南通、苏州
等的分会场，各地群众参与打酱油活
动的劲头丝毫不比镇江人差，人们在
细雨蒙蒙中乐享迎接欢乐中国年的
喜悦，用打酱油的传统和现代方式表
达着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打酱油不过年，打了酱油过好
年”，不论是老打酱油的铁杆粉丝，还
是新参与的人群，大家都有一种相同
的感受：这酱油一打年味就出来了！
一位多年乐此不疲的老镇江尹老感慨
地说，能把“打酱油”这件事坚持45年
太不容易了，这是恒顺人坚守初心、不
忘回馈惠民的约定，也是镇江人集体
赴约，向传承民俗文化致敬！

182年前，恒顺诞生于长江运河
交汇处的镇江城，得益于江河文化孕
育，秉持“恒顺众生”的理念，其产品
一贯以好原料、好工艺、好菌种、好品
牌以飨世人，其醋酒酱等酿制技艺均
先后入选了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作为中华老字号中
的杰出代表，恒顺是我们城市的文化
符号，历经岁月洗礼而更有味道，酱
醋文化节更成为了一代代镇江人和

在外游子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今年，在西津湾主会场参加酱醋

文化节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
主持人孟非、陈铭、黄澜现场为恒顺
的“蚝汁酱油”等新产品签名发布，孟
非还现场体验了打酱油，介绍了出自

《淮南子》的“好自为之”的本意是“喜
欢做一件事而亲自做这件事”来推介
了百姓喜好“打酱油”的缘由。

网上年货节、网红直播间贯穿酱
醋文化节全程，让恒顺的流量经济

“火花”在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和
抖音、天猫等平台上又一次点燃。酱
醋文化节让恒顺味道香飘全省的同
时，江苏13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老字
号年货也走进活动主会场，南京桂花
鸭、扬州富春、苏州仁昌顺糕点、淮安
茶馓等让镇江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
江苏味道的文化范。参加节庆的常
州“沙裕昌变蛋”的传承人沙骁表示，
有 350多年历史的这种变蛋和镇江
香醋是黄金搭档，这次老字号产品的
组团让大家共享美食，共迎新春佳节。

作为入选《江苏省商务厅重点支
持地方展会名录》的恒顺酱醋文化

节，今年在全省 13市“一市一展”中
又率先一炮打响，它传承年俗、创新
文化，是促进消费。省老字号协会秘
书长朱一兵认为，走出去、请进来酱
醋文化节让老字号产品相互对接、相
互融合，共同服务社会、服务百姓，在
让中国年的味道在文化传承中历久
弥新的同时，让老字号产业迈上了健
康发展的快车道。

恒顺酱醋文化节不再是单一的
“打酱油”活动，通过地域性、标志化、
既有传承更有创新的活动进一步擦亮
了中国醋都镇江金字招牌。恒顺醋业
副总经理杨永忠表示，活动中大家既
能购物品味道，更能玩得嗨起来，在各
种体验中认知以往岁月的传统文化和
审美等价值，这不仅是老字号的复兴，
也是新产业的突破。以恒顺为代表的
传统行业正积极拥抱互联网，搭上电
商快车道，同时通过新奇有趣的方式
重新演绎传统，推出国潮新品，加速发
力圈粉，让老字号与年轻新消费群体
建立起一种全新“链接”，年俗文化活
起来，有一种青春风暴助跑新经济，

“潮”起来的酱醋文化节未来更可期！

年俗文化守正创新 恒顺味道香飘全省

酱醋文化节助“老字号”迅跑新经济

我与《镇江日报》的情缘，可以追
溯到40年前。《镇江日报》是1982年
复刊的，早在 1981年初就在做复刊
准备，并以《镇江通讯》的名义，出了
试刊。我当时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得
知要出试刊的消息，寄了一首刚写好
的新诗《重访白龙洞》给以姚杰为首
的复刊筹备处。过了几天，老报人徐
舒打电话给我，说诗改了改，让我看
一看有什么改得不妥的地方。

那时，他们在大西路东头一幢简
陋的楼房里办公。我骑车前去，徐舒
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姚部长（时
任市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改过的
稿子，一定要征求作者本人的意见。”
我对他们如此尊重作者深为感动。

3月 7日，《镇江通讯》以报纸的
格式出版，4开 4版，我的诗第一次
与镇江读者见面，激动了好一阵
子。这也是我与《镇江日报》结缘的
开始。1982年 1月 12日，试刊号副
刊上发的第一组诗也是我写的，题
曰《绿叶诗笺》。3月1日正式复刊，

又用了我的组诗《瓜园小曲》。
《镇江日报》复刊后，我与副刊

部联系较多。上世纪 80年代，日报
副刊体裁多样，版面活泼，贴近时
代，乡土气息浓郁，很接地气。小小
说、杂文、民间故事都很有特色，在
全国都有一定影响。那段时间，主
持副刊部工作的，主要是徐舒和唐
金波。我是他们的第一批热心作
者，写得比较多的是诗歌、杂文、散
文。编者对我发去的稿子都关爱有
加，大都编发了出来。我写的哲理
性小诗《灯下絮语》断断续续用了大
几十则，延续了几年；我参与的杂文
专栏《笑笑生杂记》也用了我几十则
寓言小品，后来还结集成书，由魏丹
驹为每篇小品配了漫画，主要作者
还有马温、向家林。我写的杂文《谣
谚与不正之风》刊出时几乎占了一
个版面，我的杂文《庞统为啥受冷
遇》《从“和尚”抓起》《这也是现代迷
信》等都刊登在副刊的显著位置，我
写的散文发表时有的还加了编者按

推荐，如《忆家渊》。报社还聘请我
为通讯员、特约言论员，在诗歌、杂
文等的征文评奖中，让我一次次忝
列在获奖的名单之中。徐舒还把镇
江写诗的赵康琪、赵绍俊和我并称
为“三赵”。我深知自己资质平平，
未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并不像马
温所说的，曾经“厉害过”，“手中有
枪，枪中是能喷出火焰来的”，副刊
部对我的褒奖，完全是对一个普通
通讯员的珍惜和鼓励。

我与徐舒只是编者与作者的关
系，平时并无多少交往，他退休后，
见面就更少了。偶尔碰到，也只是
笑着点点头，打个招呼，未作过深
谈。我 2000年搬到西柴院居住后，
一度与他成了邻居，我常常会看到
他挎着一个黄布袋，去旧书店“淘
宝”。有一次他送了一只《镇江日
报》的信封给我，并说：“最近整理旧
报刊，看到你的文章，我都剪了下
来，现送给你，留个纪念。”我看了
看，都是他主持副刊时，我发在副刊

上的诗文，有几十篇之多。我看着
日益苍老的面孔，想象着他在满是
藏书的房间里剪报时的情景，心头
一热：我觉得信封里装的不是我的
文章，而是他浓浓的友情。君子之
交淡如水，此之谓吧。

《镇江日报》复刊以来，我交往
的编辑、记者并不多，他们都是我的
老师和朋友，其中有的已仙去，如姚
杰、应天仇、洪蒲生、曹德璋等。在
纪念《镇江日报》复刊40周年的日子
里，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一只装满浓浓情意的信封
赵才才

本报讯（李知桧 林兰）福字
暖人心，疫情要当心，冬奥心连
心……近日，京口区象山街道东
城社区开展“邻里共聚齐欢乐
虎虎生威迎新春”主题活动，为
辖区家庭送上诚意满满的“三大
礼包”：虎年“新福”、健康“卫
士”、冬奥“纽带”。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泼
墨、笔走龙蛇，于一撇一捺中，注
入虎虎生威、奋发向上的“精气
神”。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印
建南还专门创作了一幅“不忘初

心 砥砺前行”的书法作品，赠予
东城社区。他说：“很高兴能以
自己的作品为社区、为居民送上
新春礼物。现场有很多小朋友，
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意蕴，滋养兴趣的萌芽。”

考虑到春节期间亲朋往来
聚会多，新冠病毒传播风险增
强，社区特地安排工作人员运用
动画视频、图像文字等形式，进
行疫情防控的知识科普，现场演
示正确的洗手法、口罩佩戴法。
鉴于大年初四是北京冬奥会开

幕的日子，社区开设了冬奥知识
小课堂，主讲人从会徽、吉祥物、
比赛项目、申奥大使等多元素进
行介绍。

“今天带小朋友来参加活动
收获满满。既领到了书法家们
亲手写的福字，贴在门上添年
味；又学到了疫情期间怎么加强
个人防护，还和孩子一起做了冬
奥纽扣画。感谢社区组织了这
么出彩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温
暖。”正忙着为活动拍抖音小视
频的居民徐伟坚，笑呵呵地说。

福字暖人心 疫情要当心 冬奥心连心

东城社区“虎虎生威迎新春”

本报讯（卢爱国 林兰 梅永
生） 以为民司法书写忠诚，以公正
司法诠释担当。1月 24日，记者从
京口区法院采访获悉，过去五年，京
口法院共受理案件 54165件，结案
53342件，为推动京口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司法保障。京
口法院连续多年获评“区级机关目
标绩效考核优胜单位”，被省高院记
集体一等功。

京口区法院院长许宏亮介绍
说：“过去五年，京口法院坚持服务
大局，护航京口高质量发展；聚焦执
法办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注民
生福祉，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锐意改
革创新，全力提升工作质效；夯实法
治根基，锻造过硬法院队伍，用奋斗
和实绩书写好法院答卷。”

记者了解到，京口法院纵深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获评“全省法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共审
结涉恶案件 14件 119人，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13人，圆满实现2021
年“案件清结”任务。

京口法院还聚焦产业强区“一
号战略”，强化产权司法保护，审结
买卖、租赁、股权等合同纠纷案件
7490件，涉案标的额48.78亿元。完
善府院协调联动机制，设立50万元
破产保障基金，审结破产、强制清算
案件54件，清偿债权21.6亿元，盘活
土地 350余亩，腾空房产 11万平方
米，上缴税收2163万元，分流安置职
工436人。万方木业、闽镇纸业等一
批“僵尸企业”顺利出清，科捷锂电
池、宏鑫绿洲破产后地块成功盘活。

与此同时，京口法院聚焦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审结非法集资类犯
罪案件 47 件，排查涉嫌“套路贷”

民间借贷案件 750件；妥善化解金
融、民间借贷纠纷，审结案件 9539
件，涉案标的额 131.33亿元。京口
法院还助力美丽城市建设，2017年
1月-2019年 1月，京口法院审结涉
环境资源案件172件。严厉打击非
法采砂、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121名被告人处以刑事处罚。

五年来，京口法院依法惩治刑
事犯罪，审结刑事案件 1929件，判
处罪犯3330人。依法惩处“销售掺
有‘西地那非’有毒有害食品”“偷盗
窨井盖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
为。审结长江河道管理处腐败窝案
等职务经济犯罪案件 76件 108人。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等犯罪案件 13 件 50 人。
依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结民事
案件 24667件。发挥诉前调解“过
滤器”功能，累计化解纠纷7524起，
妥善调处柒星苑、瑄园等因疫情逾
期交付引发的群体性纠纷。

此外，京口法院攻坚破解执行
难题。五年共执结案件 26290件，
执行到位金额 43.11亿元。加强司
法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 82万元，
救助困难群众217人次。京口法院
还锐意改革创新，2021年，速裁团
队审结简易案件2845件，比上年增
加 1585 件；案件平均审理周期 50
天，同比缩短15天。京口法院被评
为“全省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集
体”，智慧法院在疫情发生以来大显
身手，网上立案 3075件，电子送达
31725件，在线调解 926件，在线开
庭 207 次，网上查扣资产 10.91 亿
元，执结案件 1942件，实现了审判
执行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京口法院：

以为民司法书写忠诚 以公正司法诠释担当

寒假到来，
给孩子“心理”放个假

胡冰心 张岚

“双减”后的首个寒假已经拉开大幕，青
少年的寒假生活过得怎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家庭教育
促进法》，家庭教育由“家法”上升为“国法”，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省镇中心
理教师徐玉婷介绍，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的方
式、家长的自身修养将给孩子的个性品质形
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促进孩子良好
性格的发展，要做到“六心”。

徐玉婷表示，作为家长，首先是要有一颗
“平常心”。许多家长重视孩子的分数，不断
进行分数对比，但往往同样的努力，得到的结
果却大不相同，如果这时家长对孩子智商和
努力表示怀疑，孩子就会陷入自卑愧疚。教
育专家说过“一个人是否能成才和成功，智力
因素往往仅占 20%，而另外起作用的 80%却
是人格因素”。第二，对待孩子，家长应该“贴
心”，善于倾听孩子的需要，和孩子谈一些他
们感兴趣的话题，不要仅仅停留在学习上，尊
重孩子的想法。第三，要“狠心”，失败和挫折
是人生的学校，它折磨人，更考验人、教育人、
锻炼人，学到终生有益的东西，对孩子的过度
保护，只会造成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和欠缺
的人格，使他们没有自我奋斗的意识，丧失独
立生活的能力。第四，要“放心”。在学生时
代，特别是中学时期，孩子拥有更强的自主意
识，家长要学会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在遇到
困惑或学生在寻求帮助时给予指导，而不是
命令，过多的指挥会适得其反，增添学生的厌
烦感，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和信任，在自身的能
力范围之内提供适当的帮助。第五，家长应
该“精心”。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
一行学会生活，有时父母不经意的一笔，会出
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拿着书本给指导，玩着手
机下命令，或是画龙点睛，或是画蛇添足，徐
玉婷说：“高中也是家长需要学习的阶段，你
的分享能让他了解更多的职业，带动孩子求
学兴趣，所以为人父母言传身教尤为重要。”

最后，家长应该“将心比心”。在孩子疲
惫的时候，只需一个疼爱的眼神，爱抚的动
作，都能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

为了传承中华的
传统文化，近日，京口
区小牛津幼儿园开展
了“非遗进校园”虎年
生肖主题展活动。小朋
友们通过画老虎、做老
虎、剪纸老虎等艺术形
式，感受传统非遗技艺
的风采和韵味。

朱丽琴 卢红霞
摄影报道

征文选登

1月24日，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联合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大手拉小手 送福迎新春”写春联送
祝福活动，民警和社区儿童来到社区写春联和福字，用笔墨传递“年味”，并将春联和福字送到辖区困难群
众和老党员手中，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马镇丹 刘丹 杨汝宾 摄影报道

大手拉小手 送福迎新春

（上接1版）大力推进项目建设，不
断推动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去年
以来，包括70兆瓦风力发电等11个
产业项目落户投产，总投资达11.41
亿元，共建产业园区数、项目实际到
位资金数位居全省第一和第三。

作为著名的“中国奶山羊之
乡”，在富平，“发羊财”成为当地乡
村产业振兴的主旋律。工作组积极
争取 1000万元江苏省社会帮扶资
金，用于国家羊乳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项目建设，推动当地奶山羊
产业发展做大做强。

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是乡村振
兴的第一支撑。尽管丹澄产业园是
去年刚刚招引落户的项目，但栽好
梧桐树，建设标准化厂房，就迎来了
金凤凰。去年以来，已经有总投资
1亿元的常州易加电梯项目、总投
资5000万元的南通万腾液压机等4
个项目陆续落户园区。丹澄产业园
标准厂房项目建设，正为澄城县高
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
集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产业协作，项目先行，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去年以来，镇
江工作组共实施苏陕协作项目 115
个，总投资 1.55亿元，带动 6100多
名脱贫人口实现了增收。

精准发力，增强造血功能

对口协作既需要多点开花，更需
精准发力。找准突破口，选准切入点，
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协作效果。

怀抱“让句容草莓扎根蒲城”的梦
想，句容市联络组致力推动蒲城草莓
产业向育苗等产业链上游延伸，使草
莓亩均效益达到5万多元。现在蒲城
县已基本实现了自主育苗的目标，自
我造血功能不断增强。

送资金、送技术、送项目、送经
验、送市场，丹徒区联络组助推澄城
县樱桃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澄城县樱桃种植面积年产值突
破 12 亿元，成为陕西种植面积最
大、品种最全、果质最好、时段最长
的樱桃连片栽植区。

每月15日，渭南合阳县的王娟

阁手机微信都会收到一张工资表，
这张表上有在镇江新区同立橡胶厂
上班的丈夫王军的工资信息。此前
受疫情影响，王娟阁和丈夫外出打
工受阻。正当他们发愁时，听村里
人说镇江新区与合阳组织“点对点”
劳务输出，就报了名。随即，王娟阁
夫妇与 20多位乡亲一起到了镇江
同立橡胶厂工作。他们的故事是镇
江新区实施“春风行动”劳务协作的
一个缩影。

劳务输出，是增加村民收入的
有效途径。仅去年以来，镇江就帮
助渭南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务协作转
移就业人数2531人，帮助脱贫人口
实现劳务协作转移就业人数 1496
人，位居全省第一。

创新模式，擦亮协作品牌

对口协作按部就班，但在常规
动作之外，创新自选动作更易激发
活力。镇江工作组深化创新，全面
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擦亮协作品牌。

受疫情影响，渭南农产品销售渠
道不畅，农户“卖难”成为了突出问
题。为破解这一难题，消费帮扶“五
个一平台”应运而生。扬中白水联络
组打通了产购销环节，将瑞雪等苹果
新品种引入镇江市场，在丰富镇江市
民“果篮子”的同时，有效充实了白
水果农的“钱袋子”。去年以来，已帮
助销售渭南农特产品1.5亿元。消费
帮扶始终走在全省前列。

镇江文广旅局还与渭南文旅局
签订《“十四五”文化旅游合作协
议》，组织渭南市文旅局参加镇江金
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开展文化
旅游推介活动。两市以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深入开展“双城
万人游”活动为平台，推动了两市盘
活旅游资源，共拓旅游市场。

而在合阳县，两地携手合作，创
新打造“集体资产、集体收益、集体
分配和按劳分配”的“三集一劳”模
式，将资产确权到“社”，将项目落实
到“园”，将利益分红到“户”，将就业
稳定到“厂”，有力壮大集体经济，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

守望相助激情奔跑，
续写对口协作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