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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力 曹源)夏已
至，荷正香。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
有被金山湖荷花美景刷爆？镇报小
记者“飞花争霸赛”摄制组日前走进
红旗小学四（6）班，围绕“与荷花有关
的诗词”这一主题，展开第二场角

逐。经过几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最终
杨星瑜同学笑到了最后，成为本场优
胜选手。

盛夏时节，金山湖是镇江人赏荷
的网红打卡地。漫步湖畔，荷花亭亭
玉立，暗香浮动，令人心旷神怡。除
了金山湖，镇江赏荷胜地还有不少。
作为“镇江新二十四景”之一，在芙蓉
楼畔感受“蓉楼晓荷”的迷人芳容，可
谓赏心乐事。焦山、南山、世业洲等
处，皆能见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胜景。荷花与镇江文
化渊源较深。写下《爱莲说》的北宋
理学家周敦颐在鹤林寺开凿茂叔莲
池，令人心驰神往。镇江曾有东荷花
塘、西荷花塘两个古地名，世事沧桑，
东荷花塘久已不存；位于牌湾附近的
西荷花塘虽说不复旧日水面，但依然

可见灼灼荷花美景。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
边开”“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 枝 ”“ 灼 灼 荷 花 瑞 ，亭 亭 出 水
中”……在“飞花争霸赛”活动现场，
镇报小记者们脱口而出的一首首与
荷花有关的诗词，仿佛为这个炎炎夏
日送来缕缕荷香，阵阵清凉，也让人
感受到了流淌千年的“荷文化”的独
特魅力。

快来扫描二维码，观看镇报小记
者“飞花争霸赛”第二期的精彩视频
吧！你还知道哪些与荷花有关的诗
词，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如果你是镇报小记者，欢迎积极报名
参加活动。“飞花争霸赛”，我们在等
你哦！

镇报小记者“飞花争霸赛”第二期：

与荷花有关的诗词你知道多少？ 本报记者 朱晶晶

在炮火中成长，在颠沛流离中探索
学术的真谛。拂去历史的尘埃，他的脚
印清晰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
征途上，他就是“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
以升。在江苏镇江的润扬大桥公园内，
坐落着茅以升纪念馆。纪念馆内展出
茅以升同志的遗物800余件，生平事迹
照片资料近200幅，默默讲述着他坚定
爱国、奋斗不息的一生。

“1896年，茅以升出生于镇江五条街
草巷的茅家老屋内。1917年，从美国康
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毕业的茅以
升，谢绝了国外好几家公司的重金聘请，
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毅然
回国。”茅以升纪念馆讲解员童玲满怀深
情地讲述着茅老的生平事迹。20世纪30
年代，茅以升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公
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
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
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钱塘江大桥竣工不
到三个月，为阻止日军进攻，茅以升亲手
点燃了导火索，炸毁了这座饱含自己心
血的大桥。当时，茅老心情十分悲痛，写
下了一首诗《别钱塘》，其中“五行缺火真
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展现了他的拳拳
赤子心、殷殷家国情。

1953年，在茅以升的主持下，钱塘
江大桥完全修复，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
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茅以升终其一
生学桥、造桥、写桥，为中国桥梁科技事
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不仅架设了有
形的实体大桥，也架设了一座座无形的

“精神之桥”。茅以升对家乡有着很深
的感情，他常说：“镇江是个好地方，我
为我是镇江人而自豪。”带着父亲的希
冀，茅以升的女儿茅玉麟担任了北京茅
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长，30多年
来基金会与镇江深度联手合作，从设立

“茅以升家乡奖”到开设江苏科技大学
“茅以升班”，架构起茅老与家乡的“心
桥”，处处彰显茅以升精神的薪火相传。

如今的镇江已成为一片蓬勃发展
的热土，一代又一代镇江人承载着茅以
升的“精神之桥”，为镇江的美好明天搭
起一座“发展之桥”！

茅以升的“精神之桥”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李蒙飞

“没想到这里还藏着一个这么棒的看书的地方，不但
书的种类比较多，环境还不错，还能喝到咖啡。”说起润州
区南山街道某企业的一个阅读角，家住五凤口社区的居民
宋志远赞赏有加。

为满足和方便居民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提升群众阅读
兴趣和水平，近年来，润州区南山街道党工委始终坚持“以
书润心”的理念，以“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南山”为工作
原则，积极搭建阅读空间服务平台，通过阅读空间共享共
建，提供热情周到的志愿服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阅读活动，开启全民阅读新模式，让居民充分享受“家门
口”的阅读，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街道先后投入20余万元，一方面实施了“阅读空间2.0”
升级改造工程，对社区农家书屋等原有阅读空间进行升级
改造，增设书架，对书籍期刊进行扩充更新，增设电脑、平板
设备，扩展电子阅览区，新添桌椅等设施，阅读环境焕然一
新。另一方面实现了辖区内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小区物业管理中心等区域阅读空
间的统合开放，极大提升了基础“阅读供给”。同时，实现了
与辖区企业党组织的共建共享，创新阅读空间，以满足不同
群体阅读需要及阅读体验多样化需求。截至目前，辖区内
的便民阅读点已从之前的5处增加到15处，总藏书量也从
过去的1万册攀升到现在的近2万册，同时，制作发布了南
山街道“全民阅读地图”，标注了便民阅读点的具体位置等
基本信息，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借阅书籍。

为激发群众的阅读热情，培养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的阅读兴趣，引导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街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及主题鲜明的阅读宣传活动。近三年来，街道已累计开展
各类阅读相关活动100余场。

“南山街道党工委将继续做好阅读空间的优化、创新，
持续做好书籍的管理、维护，及时增添更新书籍种类，完善
服务质量，朝着‘让读书成为生活态度’的方向不断努力。”
南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通讯员 崔晨灏 姚磊
本报记者 佘记其

入梅以来，地产香菇采摘逐渐进入尾
声。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丹阳市访仙镇的
江苏红叶福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香菇
基地大棚内，一股浓郁芳香的味道扑面而
来，香菇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给最后2个
生产大棚进行收尾采摘，大棚里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红叶福茸公司市场营销总监
方叶平告诉记者，香菇自去年开采以来，
产出近2.5万公斤，总产值80余万元。

在其中一间香菇生产大棚内，记者
看到，数排食用菌生产钢架已经闲置，
剩余菌棒被整齐地放在中央过道两侧，
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日常采摘。方叶平
说：“香菇现在只需每天采摘一次，日均
产量为100余公斤，新开采的香菇当天
就能销售一空。”

“香菇每年10月份上市，一直能卖
到次年的6月份。其中，春节前后是生
产旺季，平均每天能采摘 3次，日产量
在500公斤左右。”方叶平表示，香菇作
为红叶福茸公司的主打品种之一，品质
和产量都比较稳定，香菇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和氨基酸，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除了香菇生产基地，作为一家集食
用菌技术研发、菌种繁育栽培，产品收

购、加工、销售、技术培训为一体的丹阳
市市级重点现代型农业龙头企业，近年
来，红叶福茸公司也在积极探索种植菌
菇新品种。2019年 10月，公司从福建
省农科院引进赤松茸品种5个，并在当
年12月采用大田、大棚、拱棚等方式开
始试种并获得成功。“经过 3年多的种
植，赤松茸较好的产业前景已经显现，
预计今年公司赤松茸总种植面积会扩
大到 35亩左右，计划实现年产值约 70
万元。”方叶平说。

2020年下半年开始，红叶福茸公
司组织带领周边农户开始种植赤松茸，
目前，共有12位农户参与种植赤松茸，
种植面积总计30余亩。

在红叶福茸公司的帮助下，丹阳市
丹北镇宝山村农民孙和峰目前种植赤
松茸10亩，年收入5万余元。让孙和峰
津津乐道的是，他种植的赤松茸不用四
处叫卖推销，周边附近的村民主动前来
现采现购，尝到甜头后的孙和峰高兴地
说：“我争取将赤松茸种出样板基地来，
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方叶平表示，下一步，红叶福茸公司将
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新型发展模
式，争取把赤松茸种植发展成为丹阳的
支柱产业之一，力争到2025年，推广种植
面积约100亩，带领30户农户增收致富。

丹阳：种植“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讯（笪伟 王佳）“网友品文化
旅游”不仅是连接群众与公共文化的

“直通车”，也是呈现传统文化的重要窗
口。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为满足群众
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近期组织开展了

“网友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网友品文化旅游”——红色之

旅，让我市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众网友
走进焦山古炮台，聆听焦山古炮台百
年洪流中的峥嵘岁月，感受一代代爱
国英雄们的铁血豪情。另一场“网友

品文化旅游”——研学之旅，也在这个
缤纷的夏日火热开展。来自镇江高专
艺术设计学院书法教研室教师带领学
生进行《瘗鹤铭》专题的实景教学活
动。活动中，课程教师赵群在《瘗鹤
铭》主题展厅外与学生轻松互动，书法
教研室主任马军从用笔、结体、章法三
方面，着重分析了《瘗鹤铭》碑文书法
的隽永魅力，示范临摹碑文，并指导学
生现场临摹实践。通过此次实景教
学，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焦山碑林组织开展
“网友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本报讯（陈吕荣 栾继业）端
午佳节情深义重，位于扬中的友
谊国际集团江苏友谊手套服饰
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曾在大连陆军学院后
勤士官大队任教研室副主任、政
治处主任的马仲喜大校专门为

“友谊手套”的爱国拥军之举赋
作一首《友谊路 手足情》，全文
1100多字。

马 仲 喜 表 示 ，自 1992 年

起，友谊国际集团数十年来走
爱国拥军之路，传军民手足之
情，友谊人如此坚定之信念，
感人至深，因此为之作赋。据
了解，马仲喜大校是黑龙江兰
西县人，携笔从戎 40 余年，现
为中华辞赋社会员、辽宁省作
家协会会员。他的多篇赋作
被镌刻于沈阳、抚顺、深圳和
佳木斯等地的展馆、公园和风
景区。其中，《北大营赋》镌刻

于北大营驻军某部，《雷锋赋》
应邀创作并书置于抚顺雷锋
团 军 营 壁 上 ，手 稿 还 被 沈 阳

“雷锋文化陈列馆”收藏。
收到赋作的礼物后，友谊国

际集团负责人备受鼓舞，表示友
谊拥军三十载，砥砺前行再起
航，全体友谊人将坚定拥军报国
的信念，始终把拥军爱民放在心
里，继续走好新时代的友谊拥
军、手足情深之路。

“友谊手套”拥军三十载收到特殊礼物

赋作《友谊路 手足情》问世

6 月 25 日，市
城市水利管理处
古运河风光带管
理所的运河清洁
工，冒雨在京口闸
附近河面打捞漂
浮物，维护优美水
环境。

苏建新 黄帅
文雯 摄影报道

这次“飞花令”比赛很有意
义。让我获得了比赛的经验，
同时让我对古诗词有了更深的
了解。 （镇报小记者 杨星瑜）

通过这次“飞花令”的学习，
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荷花的诗词，
让我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古代诗
词的魅力。（镇报小记者 刘益喆）

这次“飞花争霸赛”，我有

幸夺得前五，也在唐诗宋词中，
感受到荷花的独特之美。诗意
江南，你我共创，诗意江南，你
我共赏! （镇报小记者 凌嘉翊）

通过这次“飞花令”，我了解
了很多关于荷花的诗、词。我也
知道了中国古诗词的博大精深。

（镇报小记者 朱子沫）
通过这次“飞花令”比赛，我

知道了平时要多积累诗词，也知
道了许多有关荷花的诗句，真是
收获满满!

（镇报小记者 黄子轩）
这次“飞花令”让我了解了

古人眼里的荷花是什么样的，
同时也学会了许多有关荷花的
诗词。 （镇报小记者 张诺许）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是

古人对荷花的评价。我更是通
过本次荷花“飞花令”，体会到各
个诗人对荷花不同的理解，令人
回味无穷!

（镇报小记者 唐彦博）
在这次活动中，背的是关于

荷花的诗，这不仅能增长知识，
还能多学习一些诗句。

（镇报小记者 付语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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