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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圌山、看日出，
扬州故事？镇江故事？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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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伙积极讨论如何讲好镇江故事的时候，无意
之中，看到了一些故事，却不知道该将它们归于扬州故
事，还是镇江故事。

这故事，在这个夏天曾经刷屏了很多人的朋友圈。
刷刷“小红书”，你也能看到若干讲这故事的文字、图片。
这故事，就叫“去圌山、看日出”。圌山，在镇江境内，这是
无疑的；但故事中的人，却很多都是扬州人。后来才知
道，这个夏天，“去圌山、看日出”已经成为众多扬州市民
呼朋唤友一起出游的最具诱惑力的口号之一。甚至，有
扬州网友“小胖在摇车”，一刷圌山日出不过瘾，还要二
刷；甚至，有扬州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仪征自行车运动协
会联合组织骑友骑行圌山看日出。

本来也挺纳闷，怎么突然之间，扬州人来圌山看日出
成为一件热门的事儿。查了查资料、看了看网友的自述，
才知道，原来，扬州多平原，且城区限高，所以，登高望远
就成为扬州人在自家城市有些奢望的事儿。而圌山，是
离扬州最近的一座长江下游的名山高峰，可鸟瞰江面红
日跃升，可远眺城市天际线日出，再兼山色空蒙、林气怡
人、云雾奔涌。于是，五峰山大桥通车之后，交通往来便
利了，登圌山、看日出，这件我们镇江人并不在意的活动
就成为扬州人竞相体验的美事儿。

遗憾的是，直到夏天过去了，这个get到消费者的需
求欲望，这个极容易创造超级传播者和超级消费者，这个
有着持续发展空间、持续想象空间、持续内容空间，这个
本可以深入挖掘成极佳旅游IP的故事，依然还只是扬州
人自发的故事。于镇江，也只是偶见于镇江新区的民间
网站、公众号小小的“傲娇”一下。

于是，想起了我们正在开展的“镇江故事如何讲好”
的征文活动。讲好镇江故事，这是必须的。因为，高质量
发展时代，城市软实力越发引起关注。而城市品牌作为
城市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脱离“吃老本”“口口相
传”的原始阶段，越发依赖专业化、精细化的城市营销体
系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打造。但故事怎么讲，有门
道。故事的内核，一定是镇江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独具特
色的气质和文化，也就是“魂”与“神”。但再怎么“有料”，
它依然需要一座桥梁，让故事走进外乡人的心里，更要能
激起他们“走镇江”“到镇江”的行动；它还需要更多保障，
让外乡人在镇江，行得方便、吃住惬意、玩得开心，甚至生
起“再来一趟”乃至“留下来”的感觉。

但看了选登出来的征文，却总感觉有些缺失。我们
还依然困于“镇江有好东西”的路径，还在幻想把老祖宗
留下的东西翻出来抖落灰尘、四处吆喝一番就能重新赢
得今人的青睐。那缺失正是，我们依然在忽略、忽视今人
在想什么、要什么，我们的文旅产业业态依然停留在最初
的那个阶段。于是，我们始终在困惑——为什么镇江资
源这么多，文旅产业却就是发展不起来?

须知，现代旅游业发展，已然进化，必须是一面朝向
过去，一面朝向未来。朝向过去，是传承历史文化，找出
我这个地方与其他城市相比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
的自然、人文、传奇资源。但更重要的是朝向未来，将传
统载体与创意内涵、创新业态有机融合，创造新的文化资
产，用现代丰富多彩的时尚商业娱乐文化元素，让传统这
棵古树长出新的有机枝叶。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
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事实上，“去圌山、看日出”已经自
然出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深入挖掘与打造的点。

学习一下“智纲智库”文章《消费升级大潮下，新营销
究竟该如何做？》。文中写道：“新营销不同于旧营销时代
的砸广告、做推销、搞促销，而是围绕新技术、新媒体、新
人类、新需求，重新构建企业和消费者的链接关系与消费
方式，从以商品和企业为主导转变成以客户为中心的新
营销模式。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却又能直击隐
性消费痛点，抢占消费者心智，引起共鸣，形成长期的链
接与依赖。”

真心希望，“去圌山、看日出”的扬州故事，能越讲越
响，甚至，讲到更多那些有平原无高山的周边城市去。因
为，这圌山，终究在镇江；这故事，终究在镇江上演。

兵老板，返乡创业以就业解民忧 理先进集体，2017 年被江苏省评为和
谐社区，2017-2019年被评为句容市文
明村，2018 年被评为江苏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

像巫海峰这样深深扎根基层一线，
在乡村振兴战场上带领群众奋斗的退役
军人，村民们亲切地将他们称为“兵支
书”。仅白兔镇15个行政村中，就有4个
村是“兵支书”。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8月，全

镇江市村（社区）任职退役军人总数达到
1031人，其中“兵支书”155人、两委成员
918人，平均每村（社区）有1.25名退役军
人担任重要岗位。句容市还实施了“退
役军人储备干部制度”，拿出专门的指标
定向招录退役军人并进行岗位培养锻
炼，时机成熟就安排到乡村社区担任实
职。润州区在招录村干部时，按照3:1的
比例，专项招录退役士兵，鼓励有志于乡
村振兴的退役士兵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

暑去秋来，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在我市
乡村广袤的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
是军人，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国防事业。

脱下军装后，他们以军人特有的干练和
活力，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以实际
行动带领和影响身边的父老乡亲，一起走在
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上。

走进怡辰集团总部大门，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企业管理精神：“团结、紧张、
活泼、严肃，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作
为曾经服役 20多年的老兵，怡辰集团
董事长姚焕，带领着一批曾经的战友，
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创建起拥有 5个子
公司8个分公司，注册资金1个亿，员工
3100多人的综合性服务管理企业。

谈及创业过程，董事长姚策颇为感
慨。当年，在原二炮部队服役多年的姚
策，以副团职军官的身份转业回了句容
老家，安置在公安局。一次偶然的机
会，姚策得知自己当年的战友郭海安退
役回家后在家务农，和爱人一起租房子
住，还在路边卖凉皮赚钱养家，生活十
分艰难。

“一定要想法子帮帮自己的战友！”
姚策毅然辞职下海，带着一批退役战友
一起成立了“怡辰物业公司”，从别人不
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干起，逐渐做大做
强，成为涉及保安、保洁、绿化、维修、家
政、咨询、策划、垃圾分类等业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服务管理企业。有了能力，姚

策第一时间派公司市场部人员和郭海
安商量一起创业，为他提供 30万元启
动资金，帮助他在汉中成立分公司，在
汉中战友的帮助下，郭海安顺利拿下属
于自己的第一个项目。现在，汉中分公
司已有六个在管项目，员工也已经达到
300多人。

怡辰集团成立以来，一直有一个不
成文的规定，就是优先录用退役军人，
而且是量才录用。每一名进入怡辰集
团的退役军人，姚策都是亲自面试，然
后放到合适的岗位进行实习。对于能
力突出的退役军人，破格安排至中层以
上管理岗位。现在，怡辰集团80%以上
的中层管理岗位是退役军人，全集团
3100多名员工中，退役军人达211人。

在句容，像怡辰集团这样由退役军
人创办的企业有114家的，在全镇江，则
有近600家。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将部
队培养的“服从指挥、敢打硬拼”的顽强
作风带到商海之中，涉及种植养殖、农产
品加工、纺织品制造、酒店餐饮、园林绿
化、工程机械、文化传媒等众多领域。

兵专家，富民强村以创新惠乡邻

兵支书，扎根基层以实干促发展

句容茅山大山口板
栗，种植面积为 3000 多
亩，年产量不低于25万公
斤，年产值最少也有 200
万元。由于种种原因，村
民们守着“金山”却饿着
肚子。2018年，一个偶然
机会，退役军人王进来到
了大山口，看着满枝板栗
无人采摘，地上厚厚的板
栗无人捡拾，王进感到万
分可惜。

深思熟虑后，王进毅
然放弃城里的舒适生活，
一头扎进了大山口，带领村民们成立“句
容市茅山风景区大山口板栗种植专业合
作社”。

创业的道路是艰辛的。第一年因为
经验不足，收获的板栗全部生虫变质无
法销售，价值20多万元的板栗全部就地
掩埋。村民们开始打退堂鼓。面对困
难，王进没有气馁。在反复实验之后，王
进发现利用温度调节杀虫的方法获得成
功，并申请了专利。

生虫难题解决了，村民们的积极性
又回来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
虐，板栗无法正常销售，王进自掏腰包将
村民手中的板栗全部收购过来，将风险
转嫁到自己身上，赢得了村民们发自内
心的信任和尊重。

现在，王进的板栗合作社拥有资产
总额近300万元，年产值达1000万元，产
品也从单一的板栗种植延伸至鸡、鸭等
经济型林下养殖项目，不仅带动了周边
100余家农户脱贫致富，而且还为年纪
较大的乡村留守老人免费提供菜种菜苗
供他们种植。

无独有偶，1995年出生的谢广胜年

纪不大，却已是句容小有名气的种粮能
手了。2年的军旅生活结束后，谢广胜
没有和其他战友一样去城里打工，而是
选择回句容乡下当一个农民。

谢广胜这个农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勤学农机服务技
术，扩展服务理念，短短几年时间，创办
的胜强家庭农场从 300 亩土地拓展到
20000多亩良田，将周边 28个村的闲置
土地全部加以流转利用，常年带动两三
百人就业。一起创业的员工中有6名是
和他一起参军的退役军人。

疫情期间，谢广胜在战友舒锦博的
帮助下，搞起了电商，还手把手教村民做
直播。电商销售模式让更多的农村创业
者走上致富路。2019年谢广胜获得江
苏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创新创业大
赛最佳劳动就业奖金奖，2020年获市首
届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市农
业农村局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市十佳
新型职业农民，2021年，谢广胜荣获“镇
江市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名名
退役军人犹如夜空中璀璨的群星，将自

己的人生梦想和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不仅在
个人事业上开辟出一
个全新的天地，也在帮
助父老乡亲就业脱贫、
带动乡土经济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摄影 谢 勇）

希望田野上的绿色风景线
——走近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退役军人群体走近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退役军人群体

军营的锻造，给了巫海峰强健的
体魄、开阔的眼界、顽强的意志、务实
的作风。

服役4年后，巫海峰回到地方，最初
被分配到行香企业管理站担任副站长
兼安全员。当时，一个乡镇只配备一名
安全员，巫海峰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
不分严寒酷暑，无论黑夜白天，经常深
入企业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
改。有目共睹的成绩，让他多次被评为
市、镇“先进个人”。

2000年，巫海峰被调到镇建管所担
任副所长。当时的建管所财政赤字严
重，员工工资发放困难，机制运转举步
维艰。面对困境，巫海峰没有畏惧。在

全国优美乡镇的创建活动中，他身先士
卒，带头对全镇的违法建筑和乱搭乱建
进行整顿。每天起早贪黑，一遍一遍不
厌其烦地讲解政策和法规，一趟一趟深
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最终，在广大
群众的支持下，为该镇创成全国优美乡
镇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3年 8月，巫海峰又被调到太平
村担任党总支书记。当时的太平村每
年在全镇的考核中徘徊于后三名，各项
事业停滞不前。巫海峰以身作则，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带领太平村实现
了巨大转变。太平村于 2014-2016 年
被句容市政府评为文明村，2017-2018
年被句容市政府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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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海峰走访村民

研究板栗的王进

种粮能手谢广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