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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秋霞 时凯）红色地名
见证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承载着
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和感
人事迹。6月16日，江苏省民政厅、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省文旅厅、省方志办联合公布全省
第二批100个红色地名，我市嵇直故
居、永茂圩等6个红色地名成功入选。

据了解，我市通过各市（区）征集，
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党史工办等部门
联合评审的方式，在2021年各地区上
报但未入选全省首批100个红色地名
名单以及新发现特别重要的红色地名
中，共选择上报红色地名12处。根据
公布结果，我市第二批入选的红色地
名包括嵇直故居、永茂圩、贺甲村、张
雅琴先进事迹陈列馆、中共丹阳第一
支部旧址和扬中渡江文化园。

永茂圩自然村位于世业镇世业
村中部，以永远茂盛之意得名，占地
总面积约 0.2平方公里，有 77户 250
人。这里白墙黛瓦、绿树成荫，呈现
出浓郁的江南田园气息。2014年12
月13日下午4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世业镇永茂圩自然村，他十分关心村
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并嘱托
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
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群
众生活质量，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这些年来，世业镇牢记总
书记嘱托，积极推进“三治两改一试
点”，走出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坐落在镇江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
的布业公所巷，古朴的砖瓦、木窗，枣
红色的木门，门前立着大理石石碑，这
个三间两厢的小楼房，便是镇江第一
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镇江第一代共
产党员——嵇直的故居。作为给镇江
带来马克思主义星星之火的革命战
士，嵇直在历经坎坷、忍辱负重的60多
年革命岁月里，履行了作为一名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铮铮誓言。

贺甲村也是声名远播。1939年11
月，陈毅、粟裕等领导的新四军在贺甲
村发动了著名的贺甲战斗，此役是苏南
歼灭日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次。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介
绍，2021年，江苏首批 100个红色地
名发布，我市共有镇江市烈士陵园，
韦岗，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
总前委、三野司令部驻地旧址，杏虎
村，戴庄村，茅山抗日根据地 7处地
方入选。下一步，我市第二批入选的
这6个红色地名将制作成微视频，在
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信
公众号等新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传
播红色地名文化，弘扬红色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

江苏第二批100个红色地名出炉

我市嵇直故居等6个地名入选

本报讯（顾华琪 马彦如）近些
年，很多在外发展的镇江人回家乡想
要吃一口老镇江菜，回忆儿时的味
道，但想要品尝一桌正宗的老镇江菜
并不容易。6月16日下午，镇江古城
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市餐饮协会、市
烹饪协会以及市文旅水务公司，邀请
镇江名厨、文史爱好者共同在古运河
河畔举办“探寻那些记忆中的老镇江
菜研讨会”，并成立镇江菜运河宴研
发中心——淮扬菜大师工作室，旨在
恢复老镇江菜，弘扬镇江味道，通过
本地餐饮文化讲好镇江故事。

揭牌仪式前，镇江餐饮界潘镇
平、俞加仁等烹饪大师现场指导烹饪
水晶肴蹄、拆烩鲢鱼头、大烧素什锦
等经典淮扬菜。大师们各展绝技，
切、削、炒、煎、烩齐上阵，案板上手起

刀落，灶台边挥勺翻炒。不一会儿，
一盘盘“舌尖上的美味”惊艳亮相，令
人叫绝。

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十
字交汇处，为水陆要津，又因地属吴
头楚尾，南北文化和饮食习惯在此交
汇交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对镇江的饮食文化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蟹黄汤包、拆
烩鲢鱼头、蟹粉狮子头、鲥鱼、肴肉、
锅盖面等美食赢得中外宾客的赞誉。

研讨会上，参加者纷纷表示，要
以传承、学习、创新、发展为宗旨，推
动淮扬菜在镇江的发展，打造淮扬菜
镇江名店，彰显淮扬菜烹饪大师的魅
力，充分展现淮扬菜文化在镇江的发
展与时俱进。

恢复老镇江菜，弘扬镇江味道

淮扬菜大师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朱浩）温馨暖人的党建
关怀，廉洁自律的家风故事，真实感
人的红色宣讲……6月16日下午，由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联合润州区委宣
传部主办，金山街道承办的“喜迎二
十大 庆祝建党 101周年”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暨银山门社区“幸福老街家
风传 党建联盟党旗红”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红色家风”基层创新报道实
践基地也在活动中揭牌亮相。

据介绍，此次系列活动将围绕
“红色家风、党建铸魂、民族共融”三
大篇章展开。活动中，16家党建联
盟单位与银山门社区携手再签党建
联盟共建协议，进一步做实“大党委”
制的要求，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现场，6位宣讲员围绕“我的家
风”故事和镇江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

展开宣讲。他们用朴实的语言和真
挚的感情，感染了所有与会人员，大
家在聆听中感动落泪，深受启发。10
个“最美家庭”揭晓并受到表彰。活
动还向市民发起了“晒家风家训”的
邀请，掀起了发掘、展示、倡导传承家
风的热潮。

金山街道地处老城区，文化底蕴
深厚，红色血脉在这片土地上赓续传
承，红色家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

“金山人”。现场，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与润州区委宣传部领导共同为落户
街道的“红色家风”基层创新报道实
践基地揭牌。街道干部群众表示，他
们将把实践基地建设成宣传教育的
阵地、家风培育的窗口、共建联谊的
驿站，带动更多人为优秀家风传承、
文明城市创建做实事。

金山街道“红色家风”
基层创新报道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董盛盛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正值水稻插秧季，6 月 16 日，
在丹阳市珥陵镇中仙村朱甲庄一
方由种粮大户唐黎明承包的农田
上，一台智能插秧机以及 5种不同
品牌的侧深施肥插秧机在平整的
水田里来回驰骋，伴随着轻巧迅捷
的插秧机驶过，一排排绿油油的秧
苗整整齐齐插到了田里。同时，一
种黄色颗粒配方肥料也被均匀地
施于秧苗一侧，施肥深度达到 4-5
厘米。作为农机绿色化应用的水
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正在
该市大力推广。

说起这项技术与传统施肥方
式相比的好处，唐黎明如是告诉
记者，以前水稻施肥要在秧苗栽
插后不久进行撒施，整个水稻生
育期至少要施 4-5次肥料，现在只
要 1-2次配方肥就搞定了，亩用量
也不多，大大减少了大户种田的
用工量，节约了成本。“这几年通
过机插秧侧深施肥的不断示范推

广，农场的水稻侧深施肥在一次
性完成插秧、施肥作业后，直至稻
子生长后期添加一次穗肥，水稻
产量较不使用深施肥田块稳产甚
至增产，还减少了肥料用量和施
肥人工，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真是
省肥省工又增效。随着插秧机施
肥装置的不断改进和无人驾驶侧
深施肥插秧机的使用，今年夏种
我们农场大面积运用这一新技术
的面积将达 1000亩。”

水稻侧深施肥是施肥技术的
重大革新，也是农业农村部确立
的十大引领技术之一。该技术能
在水稻机插秧时，配套侧深施肥
装置同步完成开沟、施肥、覆泥等
作业，实现在秧苗侧深处定位、定
量、均匀施肥，具有化肥使用总量
少、施肥次数少、肥料利用率高、
作物高产稳产等特点，是化肥减
量增效重要技术之一。丹阳市水
稻测深施肥技术推广走在全省前
列，从 2017 年在延陵和珥陵两镇
开展水稻侧深施肥试验和示范推
广以来，截至去年底，丹阳水稻机

插秧侧深施肥项目区面积达到
5000余亩。通过插秧同步侧深施
肥的机械化、一体化作业，不仅起
到“减肥、减药、减人工”的作用，
还实现了水稻的精准施肥和增产
增收。较传统习惯施肥，水稻侧
深 施 肥 每 亩 能 节 省 肥 料 20%-
30%，从而有效减轻了农业面源污
染，提高了农田养分利用率。

今年夏种，丹阳市水稻种植面
积稳定在 45.5万亩，其中水稻机插
率力争达到 85%以上。丹阳市农
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科科长鲁秋忠
介绍，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水稻
机插秧侧深施肥技术推广，已将侧
深施肥插秧机推广纳入农业生产
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创建考核
中。该市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
持、机艺融合等措施，已初步形成
了适合自身区域特点的推广发展
模式。目前，丹阳市侧深施肥插秧
机保有量已达 120余台，按省级农
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建
设的要求，丹阳市两年内要推广水
稻侧深施肥插秧机 320台，今年计

划新增 120 台，在省级每台补贴
5000元的基础上，该市对于购置省
补目录内的侧深施肥装置且每台
年作业量达到 100亩以上的，给予
每台3000元的作业奖励。

珥陵镇珥城村飞云家庭农场
已连续多年自主运用水稻侧深施
肥技术。“过去由于是抛撒式施肥，
农田肥料利用率低，特别是其中氮
肥过量，还会造成水源污染。如
今，机插秧施肥一体化带来的技术
革新，让我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省
工节本之路上越走越宽了。”韦云
龙说，这几年每到插秧季节，他农
场的两台侧深施肥机作业“订单”
不断，周边不少大户也请他开展机
插秧侧深施肥。

据了解，通过侧深施肥这一农
机化绿色应用技术的不断升级改
进，今年夏种，丹阳市项目区水稻
侧深施肥示范推广面积将达 8000
亩，加上部分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
自发运用水稻侧深施肥技术，丹阳
水稻侧深施肥面积将达到 12000
亩左右。

水稻机插秧侧深施肥技术“减肥”增效

丹阳夏种推广面积达1.2万亩

专车接送 现场陪同

大市口街道居民
接种疫苗不“烦神”

本报讯（张晓茜 林兰）“街道、社区
派专车接送我们，去大市口卫生服务中心
中南分部打新冠疫苗，给老年人提供便
利，我们一点也不用‘烦神’。”近日，京口
区大市口街道宋官营社区77岁的党员
江玉华在顺利接种疫苗后，开心地说。

记者采访获悉，近段时期，大市口
街道推出“订单式”服务，除集体预约、
专场接种、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等服
务外，还增加了车辆接送居民特别是
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服务。从4月
下旬至今，街道各社区先后组织企业、
工地、辖区居民800余人接种疫苗，来
回接送老年人100余次。

自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大
市口街道合理规划，社区协作，精准摸
排辖区企业、居民需求，针对单位集体
接种、行动不便老年群体等，社区“下
单”，街道“接单”，免费提供疫苗接种专
车接送服务。接种过程中，街道、社区
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做好有序对接。

本报讯（孙晨飞 江悦）丹青妙笔
歌盛世，翰墨流光颂征程。6月16日
上午，在七里甸街道二道巷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里，由润州区文联、润
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市老年书画协
会二道巷书画社联合举办的“‘喜迎
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书画进社
区巡展”拉开帷幕。

本次巡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余
幅，既有润州区书画家协会艺术家们
精心创作的作品，也有二道巷书画社
书画爱好者们巧手绘制的作品。作品
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或取材于革命战
争历史，或选题于百姓生活，或寄情于

大好河山……生动展现了党的光辉历
程，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奏响了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润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
办主任、区文联主席樊安成表示，此次
活动是润州区基层群众性文化的一个
缩影，也是润州区探索文艺家协会进
社区的一次实践，区文联也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带领各文艺家协会和文
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现场教学互
动、艺术知识讲授、创作体会分享等活
动，创作出更多贴近人民、反映生活、
弘扬正能量的优秀文艺作品，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润州区书画进社区巡展拉开帷幕

6月16日，镇江高新
区蒋乔街道嶂山村果农
正在为桃树浇水。据果品
协会负责人介绍，今年入
夏以来，长期不下雨，夏
季高温，是桃树最容易缺
水的时候，果农们将用5
天左右的时间，为400余
亩桃树进行“补水”，保障
采摘期桃子的品质。

文雯 摄影报道

6 月 16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大市口街道
文化站在古城社区举办“心系社区，携
手战‘疫’——喜迎二十大，高雅戏曲
艺术进社区”活动，邀请著名扬剧表演
艺术家金桂芬老师，与社区抗疫志愿
者分享交流戏曲知识，传授小生、花旦
等角色的步法，让志愿者亲身体验戏
曲的魅力，传承戏曲文化。

王呈 刘燕平 李桂花 摄影报道

夏季高温
桃树“补水”

本报讯（刘金坤 梅永生 林
兰）6月 15日，京口区举办第十届

“书香育秀”赠阅书籍启动仪式，向
象山社区校外辅导站、粮山社区校
外辅导站、青云门社区校外辅导站
等 5家社区(村)校外教育辅导站，
赠送党史类、科学类、励志类等 10
大类书籍共 700余册、价值 1万余
元。此举标志着今年的“书香育
秀”赠阅书籍活动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由京口区关工委联
合区总工会、镇江梦溪书城等单位
共同开展。“书香育秀”赠阅书籍活
动自 2013 年开始，至今已连续举
办了 10届，已成为京口推广阅读
活动的优秀品牌，为美丽书香京口
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涵和活力。

京口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钟
程发介绍说，10年来，区关工委联
合多个单位举办了 10届“书香育
秀”赠阅书籍活动，共向全区 38个
社区 (村)校外教育辅导站和 6900
余名品学兼优生、困难学生、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等赠送了
18.5万多册、总价值 220余万元的
各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梦系列、
思想道德建设系列、素质教育系
列、科技教育系列、才艺教育系列
等多个门类。

为使赠阅书籍更加具有地域
性、可读性和指导性，10年来，区关
工委组织力量，精心编纂出版了

《京口掌故》《京口名胜》《京口与名
人》《京口古韵》以及《京口故事》等
20余本爱国爱乡主题的乡土阅读
教材，印发 3万余册，受到了广大
青少年以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同时，京口区关工委通过每年
广泛开展“红五月读书月”、阅读报

告会、阅读演讲比赛、阅读征文竞
赛和评选表彰优秀阅读明星等一
系列活动，不断在全区广大青少年
中浓厚阅读氛围、培养阅读习惯、
提高阅读效果，推动书香京口建设
深入开展。目前，全区已评选出少
年阅读明星 280名，优秀阅读班级
150多个。

在“书香育秀”赠阅书籍活动
中，全区还涌现出 60多件各个层
级的优秀读书项目，其中健康路街
道桃花坞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开
展的“读书悟人生”活动、谏壁街道
粮山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开展的

“读书伴成长”活动，荣获江苏省主
题阅读优秀活动推广项目大奖。

十年“书香育秀”打造美丽书香京口

本报讯（明庭舒 刘亚 庆海）站
在树下踮起脚尖，够着一把桑果塞
进嘴里，吃到满手满嘴黑紫色……
这是许多人的儿时记忆。近年来，
句容茅山镇把这种乡愁做成了产
业，还形成了以桑产业、桑文化、桑
经济等为一体发展的产业链。

近日，在句容东方紫酒业有限
公司大院内，种植户们秩序井然地
排着队，等待收购酒桑。大桶里黑
紫色的桑葚鲜嫩饱满，院子里果香
四溢。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大家
挨个分拣、过秤。“27公斤！”看着显
示屏上的数字，果农张单单笑呵呵
地接过了已更新的计量卡。“酒厂与

合作社协商，从5月18日开始，收购
的桑果数量都记在这卡上，今年收
购价格还有小幅度提升呢！”

由于今年鲜果上市期间雨水少
阳光足，鲜果长势好、品质优，收购
时间也比往年提前了两三天。“鲜果
按质论价，高品质桑葚做成高品质
果酒，能为酒厂带来更高收益。”收
购企业负责人高庆国说，果农与酒
厂的收益是相连的，企业敞开收购
桑葚，保障果农收益。

据悉，茅山镇种植桑葚 5000
亩，其中核心区丁家边村几乎家家
户户种桑树，面积达1690亩。看着
枝头黑亮的桑果，农户高兴之余也

不为桑果销路发愁。他们通过紫玉
桑葚专业合作社向市场提供桑果，
年销售2000吨。

桑葚采摘季短，鲜果保存不便，
为此茅山镇一直在摸索新出路，采
取科技引领、辐射带动、加大投入等
有效措施，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
附加值。

在江苏鸿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净化车间，首批收购的1000公斤酒
桑通过古法发酵技术做成酵素，目
前发酵情况良好，不日即可销售。
将鲜果做成酵素，是该镇做大做强
桑产品加工业的又一举措。

“果蔬经发酵形成的酵素更受

年轻群体的青睐。我们和江南大
学合作，共同研发、开发新型酵素
产品。疫情期间收购的本地草莓
制成的酵素刚上市就销售一空。
为此，我们将目光瞄准酒桑，今年
计划分 3 批次收购 3000 公斤。”公
司总负责人代立生对推广优质农
产品颇有思路，“和其他鲜果相比，
酒桑的销售利润不是最高，但是桑
产品延长了桑葚销售期，更具市场
竞争力。”

“丁家边村已成为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亿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对桑产业的发展，丁家边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涛满怀期
待：通过成功举办多届桑葚节、拓展
桑葚衍生品，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

“生态采摘”及配套深加工，全力打
造特色乡村旅游文化品牌，加快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把乡愁做成产业，把鲜果做成品牌

粒粒桑果“长”出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