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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篇《都名“扬”何时“镇”》，还是激起了一些涟
漪。有读者回应曰：“镇江人没有文化归属感，也没有文化自
豪感。这是我们和苏锡常相比巨大的缺憾。”

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镇江，素以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著称，是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千年的镇江，赋予我
们深邃而灿烂的文化星河。但这又确实是现实模样，星河再
璀璨，它是挂在天上的。落在地上，落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
中，却是一番“散装”。我们听的家乡戏曲，曰扬剧、曰扬州评
话，包括扬中人则是听锡剧；我们吃的家乡菜，名淮扬菜系；
还有我们说的家乡话，主城区是江淮官话中的淮东话又曰
扬淮方言，三个市却各说各话，句容是江淮官话中的淮西话
或曰宁庐方言，扬中是江淮官话中的泰如片又称通泰方言，
丹阳则属吴语区。文化自豪感，当然是有的，却是各有各的；
文化归属感也是有的，也是各归原籍。文化的散装，却让我
们的城市始终无法提炼出一种能够呈现当地鲜明文化特色
的地域文化身份标识，自然造成了地域文化身份认同上的
焦虑和迷失。以至于，当城市提出“市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时，却让人总感觉是提得小心翼翼、说得遮遮掩掩。

地方文化格局形成，当然与镇江在中国历史演化进程
中的位置密切相关。从先秦至近代，北方文化四次较大影响
的南下，终让曾经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的镇江，成为一座最
不“江南”的江南城市，镇江的地方文化更多地呈现出移
民文化的特质。用我们镇江人的民间说法，即码头文化。
移民是人的流动，码头是货的聚散，或许这就是镇江“散”
的根源。

但并不绝对如此。譬如深圳，当今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
市。《文物之声》今年曾刊发文章《深圳文化的创新基因与历
史根脉》。文中如是写道：“我很喜欢‘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
口号。从考古角度观察，‘来了就是深圳人’至少包含三方面
含义：首先它是‘深圳人’客源的客观描述；其次它是对深圳
文化构成的历史概括；此外，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深圳文化具
有创新的基因。一群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
民，面对新的环境、新的你我，除了融合与创新，还有其他选
择吗？站在改革开放的原点看深圳历史，向前是 40 年，往
后是7000年……深圳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来了-住下-融
合-创新。一切都那么自然。多元与创新是深圳文化的固
有禀赋。”

毋庸置疑，深圳人对深圳，是有着深深的归属感与自豪
感。而那句“向前是40年，往后是7000年”恰揭示了其归属
感与自豪感的来源，正是——今人的创造。亦如一句俗语：

“敲碎一个我，打碎一个你，和水成泥，再捏一个你，再塑一
个我。”这个新的你和我，当然是百分百的属于新城市，当然
会百分百的自豪于新城市。

《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于镇江入选东亚文化之都
候选城市之际，出刊《美丽中国5期镇江特辑》。阅读其中文
字，却陡生遗憾。文中言“镇江的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包括江南佛教圣地——金山、书法爱好家的天堂——焦山、
追溯三国情怀的圣地——北固山。遗憾却是，佛教中的“水
陆法会”起源于金山寺，但今日的世人，还能时不时在金山
寺有此体验吗？焦山碑林是仅次于西安碑林的中国第二大
碑林，《瘗鹤铭》有“大字之祖”美誉，但今日的镇江孩子，有
多少感受到中国书法的美？北固山上，无数著名的三国故事
上演，但今日的游客，又能在北固山感受多少三国情怀？如
果这些，都能够打造出符合时代趋势、满足今人需求、与现
实文化相融相通的文化新供给，我们又何愁镇江的文化归
属感与自豪感，更何愁镇江文旅火与不火。

事实上，镇江的历史文化资源又何止“金焦北固”三山，
但问题恰在于，它们，依然“躺”在典籍文献中，只在“活”在
讲座讲话里。恰如《都名“扬”何时“镇”》的另一个读者回
应：“地域文化遗存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亟待多角度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需要薪火相传的，但只知传承，只有怀旧，文化
则是“死”的，“死物”怎能给今人以归属感与自豪感。“活”的
文化是需要嬗变蝶变的。譬如成都，它的休闲文化，曾经是

“城市充满了慵懒、闲散和颓废的气氛”和“人则游手好闲”，
但嬗变蝶变之后，却已然是“优于生活，长于兼容，勤于服
务，敏于时尚，娴于文化，精于品位”，并以其独有的魅力在
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喷薄而出。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
话中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
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今人有创造 文化方自豪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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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伟：有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产品

1989 年 3 月，郑志伟退役回乡。
1992 年 1 月，他回到当时的镇西村工
作。当时村里经济薄弱，村干部工资发
放都困难，村民种地也几乎亏本。要想
改变村里的贫困，唯有发展经济；要发
展经济，就要找到突破口。当时，村中
唯有一个煤油灯具厂在艰难生存。郑
志伟意识到，只有搞好这个企业，才能
改变村里的贫困面貌。在最困难的时
候，他担任了这个厂的厂长，从此为企
业倾注了所有的精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郑志伟捕捉到
商机。“江苏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出
口到非洲的灯具产品，之前由国有企业
配套供应。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国有企
业有了自营出口权，不太愿意配合外贸
公司了。我知道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郑志伟带着技
术人员日夜加班，研发出令人信服的优
质产品，争取到了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

司订单。
其后，他依靠千方

百计筹集来的十几万
元资金，马不停蹄地开
始投入生产。“当初，我
们也就是十几个工人
的小作坊，所有工作我
都要亲自做，出货时和
两三个工人装一个 40
尺货柜的货是常事。”
虽然创业很艰苦，但是
辛苦是值得的。从此，
这个“小作坊”逐步打
开了发展局面。

就在企业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
1994年冬季的一个晚上，一场突如其来
的火灾几乎毁了郑志伟的全部心血。
大火之后，郑志伟没有放弃，凭着军人
的勇气越挫越勇，带领全体员工继续撸
起袖子、扑下身体，以加倍的付出不懈
奋斗。

经过多年努力，当年毫不起眼的煤
油灯具厂已发展成为如今资产超亿元、
职工超千人的江苏华宇钢带制品有限
公司。

公司产品连续十几年被评为“消费
者信得过产品”，销往世界上 50多个国
家和地区，占世界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
70%，成为细分市场名副其实的“单打冠
军”，被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商会命名
为“中国桅灯出口基地企业”。

“基本上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
目前都有我们的产品。”谈起企业，郑志
伟充满了自豪。

1990年，沈留祥从武警镇江支队光
荣退伍，1992年进入江苏超力工作。当
时，江苏超力在汽车零部件行业中还是
一个新兵，产值只有数百万，员工不足
百人。到企业后，面对诸多可以选择的
岗位，沈留祥毅然决定投身一线，从基
层干起。他从操作工起步，到车间班
长、再到车间主任，从销售部部长、再到
副总经理，一步一个脚印地跻身公司领
导层。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江苏
超力电器有限公司从最初的小五金厂
发展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龙头
企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在沈留祥看来，“只做电机永远只
能做配角，做‘系统’才能占领制高点。”

为了推动产品从零部件向系统模块延
伸，2003年，他成立了江苏超力散热器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公司主要生产
汽车散热器，与电机配套成为散热器加
风扇的系统，在国内首家实现汽车冷却
系统的模块化供货，这在中国汽车产业
中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凭借独特的
先进性与可靠性，超力散热器产品先后
被一汽公司选为 2009 年国庆阅兵车、
201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车的指
定前端装置。这份殊荣让沈留祥一时
成了汽车业界的“网红”。在接受《中国
汽车报》《扬子晚报》《镇江日报》等媒体
的采访时，沈留祥说，实践证明，打造超
力散热器，从事汽车产业，不仅可以为

在谈到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江苏兵创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浩轩说，
首先要有“情怀”。

这种“情怀”首先体现在他的创业初衷
上。徐浩轩1989年3月入伍，2009年转业后
选择自主创业。当了 20年兵，对国防对军
队对军人的感情早已融入徐浩轩血液。谈
到创业初衷时，他表示：“回到地方后，每次
听到分列式进行曲时，我总是热血沸腾。浓
浓的军旅情怀让我萌生了带着一帮战友搏
击商海的念想。”

2018年5月，他创办了江苏兵创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公司核心成员 9人均来自自主
就业转业军官和退役军人，全员 42人大部
分是退役军人。经过几年苦心打拼，公司被
评为了江苏省首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
基地。

创办江苏兵创后，同样是出于军旅情
怀，徐浩轩坚持“老兵创业反哺老兵”，始终
致力于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近
年来，江苏兵创先后承办退役军人适应性培

训十余场，参培退役士兵 800
余人；承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
会 10 余 场 ，提 供 就 业 职 位
3600多个。

2021年以来，公司还与镇
江技师学院合力打造“江苏兵
创戎耀双拥学校”，与镇江武
警支队联手成立“军地两用人
才实训基地”，为现役和退役
军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关爱老兵、情暖烈属，是
徐浩轩军旅“情怀”的又一生
动体现。丹徒区烈士张国荣
生前曾是空军一级飞行员，在

某次执行科研试飞任务中不幸牺牲。徐浩
轩在公司成立了“国荣志愿者服务队”，经常
上门看望烈士父母，陪拉家常，及时尽力帮
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他的公司每年
都专门安排一笔预算用于“情系老兵，关爱
功臣”活动，逢年过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退
役军人和抗美援朝老战士。2020年新冠疫
情初期口罩紧张，他多方协调为驻地部队解
决20余万只口罩，自费购买35000多只口罩
捐赠给有关学校，还成立老兵突击队并亲自
担任队长，积极参加疫情防控。

情怀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境界。拥有
某种情怀，意味着愿意为其承担责任、作出
奉献。对徐浩轩来说，有这样一份浓浓的军
旅情怀，无论前方面临什么挑战，他及其创
办的江苏兵创一定能够勇往直前，不畏艰
险，迎风而行。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主办、江苏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协办、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的

“军创英雄汇”退役军人企业家圆桌会镇江专场，
日前在我市成功举行，全网超百万人次观看。会
上，我市 5 位退役军人企业家分享创业经历，畅谈
发展之策，展望美好未来，充分展示了转业不转
志、退役不褪色的风采。

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紧紧围绕产业强
市战略，守正创新、多措并举，大力推动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全市涌现出一批优秀“军创企业”，涌
现出一批优秀“军创企业家”。日前，记者采访了3
位退役军人企业家。他们的创业经历充分证明，
我市退役军人有创业创新精神，有创业创新能力，
更有创业创新成效。

民富，也可以助国强。
“我们一向瞄准世界最新

水平。”谈到企业发展，沈留祥
充满自信。如今，江苏超力散
热器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全国
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汽车行业电机十强企业，产品
配套大众、红旗、广汽、蔚来、
理想等知名车企。2023年，公
司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在回顾自身经历时，沈留

祥总结了军旅生涯的 3 个收
获：一是使命感，二是果敢与
魄力，三是坚韧不拔。使命感催促他在企
业发展中不断进取，果敢与魄力帮助他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住了机遇，坚韧不

拔让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凭借军旅
生涯的锤炼，沈留祥正在带领企业走在同
行的最前列。

沈留祥：把眼光瞄准世界最新水平

徐浩轩：老兵创业反哺老兵

不同的战场不同的战场 一样的担当一样的担当
——走近我市退役军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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