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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眭建新 蒋须俊
本报记者 栾继业

“现在的晓星村不再是过去砖瓦窑
厂林立，一派灰蒙蒙的景象了，村里空
气清新，道路干净整洁，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近日，记者走进丹阳市经济开发
区晓星村，说起村庄人居环境带来的巨
大变化，无论是村民们还是前来观光的
游客都赞不绝口。

过去，晓星村内分布的砖瓦窑厂就
有 7家，高耸的烟囱、红火的砖瓦交易，
让晓星村成为人们口中的“砖瓦之村”，
但这一资源消耗性产业，对乡村生态环
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对烧结砖瓦行
业的专项整治中，该村的砖瓦窑生产企
业全部被关停、拆除。此后，晓星村通
过复垦改造，一方面按照宜粮则粮、宜
林则林的原则，发展了樱花及其他林果
茶为特色高效农业种植项目，另一方面

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建起了村级工
业园，走出了一条转型升级和强村富民
之路。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村“两委”持续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因地
制宜推进村庄人居环境和美丽宜居村
庄建设，全力提升村庄的内涵外颜。
2022年，该村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村。

地处丘陵岗地的罗家自然村，与
丹徒区接壤。从 2021 年开始，罗家村
从兴修道路等基础设施入手，围绕美
丽宜居村庄建设标准，在原有公共设
施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提升改造。“村里
不仅拓宽了道路，还新修了 2条通村大
道，疏浚整治了村中河塘，建起了健身
跑道，新建了一个健身广场和 2个停车
场。一系列美化、绿化、亮化工程的实
施，让整个村庄就像小公园一样。”村
民罗荣发感慨地说，如今，房前屋后连
同岗坡地，经过合理规划，分别建成了
绿化带、小菜园和苗圃，还栽有林果茶

等经济作物，既优化了村庄生态环境，
又增加了群众收入。

与罗家村村民一样享受美丽宜居
生态环境的，还有后湾、徐家、山里等自
然村的百姓。虽是隆冬时节，但通过绿
化美化工程打造后的后湾村，让人赏心
悦目，在大型村牌的映衬下，整个村子
在冬日的暖阳下显得熠熠生辉。 原来
一度淤塞、垃圾堆积的二级沟渠也彻底
进行了清理整流，河塘波光粼粼，岸边
贴上了护墙板。村口通往恒神公司长
达近3公里的道路，经过重新改造，已变
成宽5米的“致富大道”。山里自然村在
实施了污水管网入户工程后，正在推进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

据介绍，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中，
晓星村坚持党建引领，采取党员带头，
发动广大村民对房前屋后的环境进行
清理整治，掀起了环境整治齐参与、共
建共享促振兴的浓厚氛围。对整治行

动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村组干部积极
协调处理。村“两委”干部还分工包
干，将全村分成两大网格，外加村级工
业园和车站组，对境内所有村庄、企业
及 1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也进行环境综
合整治，极大地提升了村庄颜值。到
目前为止，整个村庄人居环境投入已
达280多万元。

“乡村振兴不但要塑形，更要重铸
魂。”晓星村党委书记眭社戈指着境内
修缮完工后的新丰车站抗日战斗旧
址，激情满怀地表示，这一修缮工程既
恢复了原貌，还新铺柏油马路，周边环
境也进行出新改造，为人们追寻红色
记忆提供了重要载体。村里将利用这
一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精神，厚植
家国情怀，带领群众致力打造红色文
化与乡村观光游相融合的发展模式，
在建设红色美丽乡村、推进强村富民
的大道上探索新的路径。

昔日“砖瓦之村”变身美丽宜居乡村

阅读红色经典
添彩缤纷冬日

本报讯（孙晨飞 张睿）1月25日，润
州区七里甸街道五里社区联合七里甸街
道妇联、新城社区开展“童心永向党 阅
读伴成长”全民阅读暨缤纷冬日主题文
明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辖区党员志愿者为青少年们
讲解了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以及使用规范等方面知识，通过深入的了解
和认识，引导青少年尊重、爱护国旗、国徽，
极大增强辖区青少年的爱国精神。

随后，网格员志愿者们引导亲子家庭共
同阅读《闪闪的红星》等经典红色书籍，并邀
请青少年们将书中各自喜欢的段落向大家
分享，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中不断厚植家国
情怀，坚定爱国信念。通过开展阅读分享活
动引导青少年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
惯，在辖区内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五里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党委将
持续探索创新，推动阅读与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全
力让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
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刘淼 祁山洪 笪伟）1月 26日，焦山
碑林翰墨飘香，由市文广旅局、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创意写
作工作室承办的首届全国少儿《瘗鹤铭》临写书法
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来自我市第三中学的解蕊
嘉、浙江省金华市的曹琉创分别获得一等奖；田
李、朱淡宁、朱丰、吴微获二等奖；柳尧翔、吴优、黄
静山等33位选手获三等奖。

首届全国少儿《瘗鹤铭》临写书法大赛旨在弘
扬传统书法艺术，同时进一步扩大焦山《瘗鹤铭》
的影响力，推进文旅融合。活动引发国内少儿书
法爱好者热烈反响，来自河北、甘肃、湖南、浙江、
广东、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扬州、盐
城等多地作者踊跃投稿，共收到应征书法作品
460余件。经过评委认真筛选，49件作品进入现
场决赛。1月 26日，小选手们齐聚镇江焦山脚下
的“瘗鹤铭”厅前，铺纸挥毫，切磋、比试书艺。市
第三中学初三女生解蕊嘉以出众的书法功底赢得
评委一致青睐，力拔头筹；来自浙江省金华市永康
市的 15岁少年曹琉创，以老道的书法笔力，获得
一等奖，他曾在兰亭杯青少年书法赛等赛事中取
得好成绩。引人注目的，还有获得二等奖的北京
6岁小选手吴微，小小年纪，却已有2年书龄，据说
还因书法登上北京电视台的相关栏目，现场她书
写了一副《瘗鹤铭》临摹集字对联，大字对联比她
自己的身高还长，让现场一众家长惊叹不已，小女
孩出色表现征服了评委，最终她获得二等奖。

学生和家长大都抱着学习和检验成果的态度
前来比赛，对我市举办首届全国少儿《瘗鹤铭》临
写书法大赛充分肯定，纷纷表示，今后有机会还会
参加这样的比赛。专程带学生赶来参赛的北京某
书法班吴老师表示，《瘗鹤铭》与汉中《石门铭》被
古人称“南北二铭”，书界素有“北有石门铭，南有
瘗鹤铭”的说法，《瘗鹤铭》是碑中之王，稀世珍品，
此次带学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赛，一是为比赛，二
是一种观摩和朝拜，从弘扬书法国粹，传承文化的
角度看，全国少儿《瘗鹤铭》临写书法大赛很有意
义，值得继续搞下去。

本报讯（花蕾 许诺 继业）近日，
“弦歌不辍 向美而行”市中小学音乐
教师专业技能展评活动在西津渡音乐
厅落下帷幕，京口区音乐教师团队斩
获合唱组特等奖、器乐组一等奖。

在京口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组织牵
头下，来自京口各学校的近30名音乐
教师组建了“春水生教师合唱团、器乐
团”。大家的合唱作品《卜算子咏梅》
用呢喃、婉转的曲调，唱出了黄昏中寂
寞盛开的梅花即便经历风雨、凋零之
后，仍保持着那一番孤芳自赏的气节
和孤苦难言的寂寥。而《崴萨啰》的创

作灵感来自云南傣族的民间音乐素
材，作品中融入了众多的世界音乐元
素，曲调起伏跌宕、变化多样，给人带
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难度大，
排练时间紧、任务重，合唱团的老师
们在完成学校教学工作的同时分秒
必争地参与训练，呈现了较好的演
出效果，展现了京口区音乐教师队
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用心用情唱
出了“京口好声音”。

器乐作品中，古筝是中国传统
乐器中的代表之一，它和钢琴的音

色各具特点，通过合奏可以创造出
独特的美妙旋律。《临安遗恨》这首
钢琴、古筝协奏曲融合了两种乐器
的优势，华美的旋律诉说着苏轼词
中的忧愁、遗恨之情，让人身临其
境、为之动容。

桃李蕴芳华，耕耘结硕果。京口
区教育系统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认
真梳理经验、总结成果，充分发挥好获
奖教师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
音乐教师队伍建设，提升音乐教师教
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深入推进全区艺
术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京口音乐教师团队“艺”鸣惊人
全市专业技能展评活动斩获大奖

本报讯（陈苏吉 习文清 朱秋霞）
“为了办熟甲鱼小作坊，丹徒区市场监
管局和宝堰分局真的给予了我们很大
的指导与帮助。”日前，丹徒区市场监
管局向丹徒区宝堰堰甲一方食品作坊
发放首张风味熟制水产品“熟甲鱼”食
品小作坊登记证，作坊负责人闵四二
激动地说。

“熟甲鱼”是宝堰镇的一种传统美
食，在丹徒区乃至镇江市都享有较高
的知名度。宝堰的多家饭店从事“熟
甲鱼”烹饪制作已有 20多年的时间，
但由于加工条件和产品包装等方面因
素的制约，“熟甲鱼”的销售范围受到
一定限制。

2022年下半年，为了寻求更好发
展，拓宽“熟甲鱼”产品销路，宝堰新向
阳酒家的负责人闵四二到丹徒区市场
监管局宝堰分局表明想要以食品小作
坊的形式生产销售“熟甲鱼”产品。但
当时《丹徒区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食
品目录》中没有相关的食品类别和品

种，且对于“熟甲鱼”产品的分类还存
在一定的争议，宝堰分局工作人员通
过“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服务，主动
收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
向区局食品生产监管科进行反馈，寻
找解决方法。

2022年11月，丹徒区市场监管局
召集食品方面的有关专家，召开了将

“熟甲鱼”作为水产制品发放食品小作
坊登记证的商讨会。会上，参会人员
对将“熟甲鱼”作为水产制品发放食品
小作坊登记证遇到的有关问题进行了
充分酝酿磋商，形成了一致意见。
2022年 12月 2日，丹徒区人民政府发
布关于再次调整《丹徒区食品小作坊
生产加工食品目录》的公告，水产制
品：风味熟制水产品（甲鱼）在目录中
新增，为后续“熟甲鱼”食品小作坊登
记证解决了基础问题。

2023年 3月底，丹徒区市场监管
局食品生产监管科和宝堰分局工作人
员来到丹徒区宝堰堰甲一方食品作坊

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对其生产加工间
的布局、加工场所规范以及人员管理
规范等进行现场指导并提出整改建
议。丹徒区宝堰堰甲一方食品作坊为
达到宝堰首家“熟甲鱼”小作坊的生产
条件，认真做好生产地址选择、生产加
工流程设计、生产设施与设备采购等
前期准备工作，在前期准备工作完成
后，按照流程规范进行营业执照和小
作坊登记证的申请。

2024年 1月 15日，丹徒区市场监
管局宝堰分局监管人员根据《丹徒区
食品小作坊登记工作规范》要求对丹
徒区宝堰堰甲一方食品作坊开展食
品小作坊登记证现场核查工作，加工
场所干净整洁、工艺流程及人员管理
规范，宝堰分局对其给予了充分肯
定。1月 19日下午，宝堰分局工作人
员正式为丹徒区宝堰堰甲一方食品
作坊颁发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这也是
丹徒发放的首张“熟甲鱼”食品小作
坊登记证。

丹徒颁发首张“熟甲鱼”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助推宝堰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朱秋霞 赵亦岚）京口区大市

口街道青云门社区迎来了一批批帮扶困
难群众的爱心单位。1月24日上午，市城
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处“帮困先锋”党员志
愿服务队也带着物资来到青云门社区，为
社区部分困难群众送温暖。

在社区二楼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帮
困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举行了“新春送
温暖、关爱暖人心”困难群体慰问活动，
为社区部分困难群众送上米、油等生活
物资，还赠送了书法爱好者书写好的春
联、“福”字并送上节日祝福。

青云门社区居民张先生身患尿毒
症，家庭生活较为困难，面对来自社会
各界的关爱，张先生连声表示感谢：“虽
然我们暂时遇到了困难，但是党和政府

还有爱心人士都在尽力帮我们解决，尽
量让我们过个好年。”

“帮困先锋”党员志愿者赵亦岚告
诉记者，此次帮扶活动，市城镇垃圾处
理费征收处认领了10户帮扶对象的慰
问物资，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她相信点
滴爱心、聚沙成塔，只要坚持就能给更
多的群众带去帮助。

据了解，目前青云门社区享受城市
低保136人、残疾人 172人、困境儿童6
人、失独及子女伤残家庭44人，低保人
数和残疾人数均排在大市口街道首
位。“希望更多的爱心单位和组织加入
我们，让特殊困难群众进一步感受到大
爱镇江的温暖与关爱。”社区党委书记
姜琳琳表示。

“帮困先锋”新春送温暖

本报讯（马彦如 方良龙 谢洋）随
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爱心年夜饭”
将很快进入制作和派送阶段。“爱心年
夜饭”制作的过程是否安全，分量是否
达标？“爱心年夜饭”在哪里发放，如何
送到困难家庭的手中？是许多市民关
心的问题。为消除广大市民的疑虑，确
保“爱心年夜饭”制作和发放公开透明，
现征集年夜饭探访制作志愿者、现场收
发志愿者、入户上门志愿者，欢迎广大
爱心市民和大学生踊跃报名。

今年和往年一样，镇报公益将组织
爱心市民志愿者和小记者爱心团队前
往“爱心年夜饭”定制单位，了解、监督

“爱心年夜饭”制作过程，确保“爱心年
夜饭”制作保质保量、卫生安全。

现需招募年夜饭探访制作志愿者
20人，其中需要 4位能提供用车保障。
2月4日上午9时在镇江日报社一楼大

厅集中，分乘车辆前往名都大酒店、宜
园酒店等，探访年夜饭的制作、包装
过程。

2月5日，“爱心年夜饭”由餐饮企业
集中送至镇江日报社一楼大厅，下午即
将分发给前来领取的相关人员。需招
募16位志愿者（大学生优先），承担“爱
心年夜饭”的接收和发放工作。其中，8
位志愿服务时间为上午9时至12时，另
8位志愿服务时间为下午1时至5时。

2月 6日，“爱心年夜饭”将分多路
由志愿者入户上门送给部分困难家
庭。现需招募8位爱心市民，其中需要
两位提供用车保障，上午9时以及下午
1时30分到达镇江日报社一楼大厅，分
乘车辆为困难家庭送年夜饭。

志愿者报名热线：15952862823，联
系人：何俊。名额有限，报完为止。报
名时间截至2月1日下午6时。

出一份力 献一份爱

“爱心年夜饭”招募志愿者

迎春送福写春联
翰墨飘香添年味

本报讯（姜俊）1月 27日上午，由润
州区书法家协会、润州区南山街道五凤
口社区党委联合主办的“迎新送福写春
联 翰墨飘香添年味”活动在五凤口社
区举行。社区群众、党员和来自市实验
小学三（13）班的学生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书法家和社区书法爱好者们
挥毫泼墨，现场书写“福”字和对联，送上
新春的祝福。“市书法家协会、市书画院、
润州区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欢聚一堂，
喜迎新春，送‘福’字送春联进社区，大家
的热情都非常高。”市美术馆馆长丁超开
心地说道。“爷爷们的字写得太棒了，我要
向他们学习，也感谢他们现场对我的指
导。”来自市实验小学三（13）班的姚凯程
一边临摹书法家现场书写的对联一边说道。

据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还会将春联、“福”字，送到部分老
党员、困难户、退役军人家中，希望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顺意，年年有福。

本报讯（朱美娜）日前，文旅部办公
厅发布《关于印发 2023年度乡村文化
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入选人员和资
助人员名单的通知》，公布了2023年度
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入选
人员和资助人员名单。丹阳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军和句容后白镇
文化站站长曾芳入选2023年度乡村文
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据介绍，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的
评选，注重推荐既能在乡村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推动乡村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的带头人。对于常年在
乡村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挖掘乡村
文化和旅游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一定
群众威望的带头人，要进行重点推荐。

“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和传承。”事
实上，出生丹阳制琴世家的赵军是这么
说，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以制作古琴著
称的丹阳“赵氏琴坊”，早在明代就已驰
名全国。“赵氏琴坊”制作古琴的技艺在
漫长的岁月中早已失传，但制作二胡的
技艺被保存至今。赵氏二胡制作技艺
由第13代唯一的传人赵军传承，赵军也

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15岁时，赵军跟随父亲赵锁明学习
二胡制作技艺，17岁就能独立制琴。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盛行后，与时
俱进的赵军开直播间卖二胡，将非遗与
直播的完美结合，不仅延展了非遗文化
的空间，更延长了非遗文化的生命力，
实现了从文化到商业的转变，盈利再投
入到保护发展中，有力促进了非遗文化
的永续传承。

与赵军同获这一殊荣的，还有句
容后白镇文化站站长曾芳。曾芳自担
任后白镇文化站站长及旅游办主任以
来，始终以积极、务实、求真、创新的工
作作风对待各项工作，自 2017 年以
来，曾芳已先后组织举办了五届镇级
旅游节庆活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

“乡游后白 探春之旅”云启动活动，通
过直播等方式，让全国人民通过屏幕
共赏后白美丽花海，先后吸引了 80余
万人参与。同时，她通过“非遗文化+
乡村旅游”的创新模式和系统化的活
动策划与产品体验，让“乡游后白”旅
游品牌深入人心，极大提升了后白镇
文化旅游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我市2人入选2023年度乡村文化
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人员名单

1 月 25 日下午，来自
镇江实验学校的 20 余名
镇报小记者走进润州区
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参
加了缤纷冬日寒假社会
实践活动。小记者们走
街串巷，敲响平安锣，提
醒社区居民生活注意事
项；寻访嵇直故居，追忆
革命先辈的故事；还体验
了新年剪纸活动，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戴蓉 王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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