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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走访调研
乡村振兴联系点

本报讯（记者 吴韵晗）4月 24日上
午，副市长武鸣带队赴丹阳市陵口镇开
展乡村振兴联系点走访调研，详细了解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协调解决问
题，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发展。

武鸣一行先后来到陵口镇乐善村
大王庄、“渔光互补”项目点、胡良村文
体广场及新庙村卫生室，实地察看当地
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建设、宜居宜
业发展、健康服务开展等工作情况，并
围绕重点村提出的产业增收、二级治
理、医务人员保障等问题进一步沟通讨
论，整合力量寻求解决方案。

目前，当地村级基础设施齐全，水
泥路通达率 98%以上，主干道路灯覆
盖率 99%，全村建有文体广场 6 座，大
大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武鸣
对陵口镇乐善村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取
得的成果表示肯定，强调要强化示范
引领作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组
织功能，着力抓好村“两委”班子队伍
建设，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让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要
抓牢农民增收主线，持续推进土地综
合利用与新能源产业的有机结合，探
索观光旅游等新经济模式，助力增加
群众收入和村集体收入，为乡村振兴
工作搭建好支撑和助推的根基。要关
注民生项目建设，增加村民文化休闲
项目，做好当地医疗保障工作，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进乡村
助力农业品牌建设

本报讯（陶立波 施萌）4月22日，市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来到
丹徒水台村，组织开展知识产权进乡村
宣传授课活动，引导农户和企业严格保
护和合理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农业农村
创新发展。

“很多农户不知道如何申请商标，所
以产品价格一直做不起来。”镇江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俭表
示，很多农户缺乏对商标注册和品牌建
设的意识，空有好的产品，却一直卖不上
价格。

为乡村振兴精准发力，解决农户“痛
点”，工作人员围绕“什么是商标？为什
么要申请商标？如何申请商标？”深入开
展宣讲，并给现场农户和企业代表提供
了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引导更多农户和企业打造农业
品牌，用知识产权为乡村振兴赋能。

参加本次活动的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蒲公英”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开展爱心助
农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农民、市场经营户
直播带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农
民增收。“我们会充分吸收此次培训学到
的知识，为更多有需要的农户开展商标
申请培训。”志愿者严皓暄说，在之前的
志愿活动中，很多农户表达了注册商标
的意愿，下次活动正好可以活学活用。

我市新增一名省级老药工
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

本报讯（周群 杨泠）日前，江苏省
中医药管理局遴选确定了一批江苏省
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镇江
市中医院季龙宝榜上有名。

76岁的季龙宝从事中药行业 50余
年，硕士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参与
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
篇科研论文。季龙宝原任镇江市中药
饮片厂厂长，现就职于镇江市中医院临
方炮制室，从业期间多次在省级竞赛中
获奖，1998年获得“全国医药系统劳动
模范”称号。

投身中医药事业数十年，季龙宝积
累了极为丰富的中药材鉴定和中药饮
片炮制经验，并且还擅长各种中药传统
制剂的制作，如散剂、丸剂及膏剂等，是
不可多得的老药工代表，在他的带领
下，药剂科申请的“京江膏滋”于2020年
注册为镇江市中医院独立商标。虽年
已古稀，季老依然经常活跃于山野田
间，带领学生采药、识药，毫无保留地教
授毕生所学，为提升我市中药人才中药
材鉴定水平和传播中医药知识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据介绍，我市中药传统技艺具有
鲜明“京江医学流派”文化属性，是“京
江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省中医
药管理局的遴选确定，是对我市中药
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工作成果的肯
定、支持与鼓励。以此次省老药工传
承工作室建设为契机，我市将建立传
承团队，搭建传承平台，全面深入整
理、传承、推广老药工学术思想和技能
经验，培养中药人才，进一步提升京江
医学流派影响力，推动我市中医药事
业传承发展。

本报讯（陈志奎 陈丽明 许开飞）4
月 17日，江苏省创业孵化从业人员培
训班（五十九期）在镇江开班，旨在提供
交流学习、资源共享平台，提升从业人
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科技孵化载
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包括镇
江各类孵化载体参训人员在内，来自全
省5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的76名从业人员参训。

本次培训由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主办，市
科技局、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联盟等
协办。培训为期三天，培训课程涵盖
孵化器高质量运营体系构建探讨、孵
化服务体系建设、专业孵化器运营新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江苏省孵化器绩
效评价体系解读、中国孵化器发展趋
势及典型运营模式等内容。经集中授
课、考试合格后，学员将获得中国技术

创业协会颁发的《江苏省科技企业孵
化器从业人员证书》。

近年来，我市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建设作为服务人才创新创业、支撑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优化建设布
局、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建设水平、强化
政策支持等方面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全
市孵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备，孵化载体发
展规模不断壮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企业和新
兴产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此，市科技部门有关人士表示，
通过组织孵化载体从业人员参加此次
培训，将进一步提升镇江创业孵化从业
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有助于打
造一支高水平、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
的创业孵化服务队伍，推动孵化载体向

“专优特强”方向转型，更好地服务于
“创新创业福地”建设。

本报讯（周轶 朱婕）近日，市旅游
协会、市计量协会、江苏现代低碳技术
研究院联合举办江苏润扬大桥酒店

“低碳酒店（试点）”授牌活动。这标志
着我市低碳酒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将以旅游基础设施低碳化为目标，依
托精准计量和碳排放核算，引领旅游
行业绿色发展。

江苏润扬大桥酒店有限公司多年
来一直坚持绿色环保理念，在节能减
排上持续改进，达到低碳先进指标，对
应碳排放强度一级，顺利通过我市首
个低碳酒店（试点）评审，为我市旅游
业的低碳转型树立了典范。

据了解，低碳酒店评定工作，采用
书面材料审查与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酒店依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建
立碳排放管理和计量管理体系，严格
落实低碳管理和计量管理责任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计量器具定期量值
溯源并科学应用碳排放计量数据，确
保碳排放测量和统计数据的准确、可
靠和完整。同时，酒店还应积极开展
可再生能源、节能新技术和节能减碳
管理信息化的应用，不断深化节能减
排的成效，促进酒店低碳、绿色发展。

在此过程中，市计量协会充分发
挥专业协会优势，为低碳酒店的评审

提供了计量技术保障。“这一试点工作
是以点带面，推动镇江市旅游业的低
碳转型的关键举措。”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赵国新认为，树立低碳酒店
标杆，将引领更多旅游企业参与到低
碳发展的行列中来，共同推动我市旅
游业的绿色升级。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长之表示，
低碳酒店试点评审工作是我市在低碳
城市建设方面的又一个工作创新，这一
举措不仅有助于推动旅游业的绿色发
展，也为全市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的动
力，“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低碳创
新行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引领旅游行业绿色发展新风尚

我市创新开展低碳酒店试点工作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镇江市信访件及调查处理情况

（第二十二批）

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镇
江市信访件及调查处理情况（第二十二
批）现予公示，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上接1版）欧洲新能源铝质轻合金材料
公司总经理圣乔吉奥、意大利百胜医疗
集团董事长吴双、意大利马瑞利集团副
总裁巴里拉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镇江
的产业优势和营商环境，表达了加大在
镇江投资力度、深化产业合作的愿望。
大家表示，镇江地处中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的长三角地区，是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等产业的重要发展区域，拥有独特的
地理优势和产业环境，为产业链相关企
业加强协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次交
流会搭建了交流成果、探讨合作的平
台，非常期待与镇江的优秀企业、科研
机构等开展深入的合作，在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催生更多成果，携手共同书
写更加美好的未来。徐曙海出席会议
并讲话，对意大利新老朋友的出席表
示欢迎，并介绍了镇江对外开放政策、
综合比较优势等情况。他说，镇江与
意大利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希望
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共同推动两地加

强经贸交流合作，维护国际供应链稳
定畅通，促进人文交流双向联通，推动
两地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欣欣向
荣。意大利中国友好关系协会主席阿
佐丽娜、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经商处参
赞耿协威、意大利华人企业协会会长朱
建文、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鸿宝、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欧洲区总经理史永辉、意大
利迪炜乐光学首席执行官马拉奇尼等
参加交流会。

在意大利期间，徐曙海还拜会了
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黄国权，双
方就加强沟通对接，促进镇江与意大
利在商贸、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进行探讨；并与欧洲新能源铝质轻
合金材料公司总经理圣乔吉奥、意大
利百胜医疗集团董事长吴双会谈，围
绕深化在锂电池用铝箔材料、超声诊
断成像、超声介入与微创等领域的合
作对接洽谈，达成了广泛共识。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上接1版）支持项目打造路演展示、
创业辅导、资本对接及媒体传播为一
体的多元化创新创业平台。政策上，
还可享受国家高新区“三高四新”“团
山英才”等一系列招商及人才政策。

“团山睿谷致力打造城市新地
标，引领潮流新生活，构建城市新样
板，促进产业新融合，不断助力镇江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镇江高新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
建彪介绍，团山睿谷将利用21栋建筑
单体和约 46.9 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
积，致力打造镇江总部经济高地、创
新经济生态圈层、高端配套服务空
间，与加快产城融合深度融合，与锻
造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在集聚创新
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助力镇江国家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方面扛起责任。

镇江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顾小俊表示，团山睿谷承载着
高新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的重要
使命，将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新技
术、新金融，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推
动创新经济、数字经济、城市经济融
合发展，立足高新区、服务镇江市、辐
射长三角，打造未来镇江的形象窗口
和城市地标。

镇江高新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科学用眼知识，4月24日，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九华山庄社区联合中鼎养老、镇江康复眼科医院
开展“健康送到家‘睛’彩社区行”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周到的服务。 丁姗 文雯 摄影报道

健康送到家“睛”彩社区行

扬子江滚滚东逝，大运河贯通南
北。江河交汇处，江苏镇江的西津古渡
临江而立。走进这里，青石板路面在脚
下蜿蜒延伸，石板中间留下的深深车辙
印，诉说着旧时的繁华忙碌，记录下千
年的沧桑变迁。

春日暖阳下，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
的乡情研学之旅从西津渡开启。站在
待渡亭旁，指导老师向同学们介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当年王安石过江写下这首诗，就是从这
里乘船北上……”

西津渡始成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期
大运河开凿以后，这里成为南北水上交
通咽喉和漕运枢纽。古往今来，无数文
人墨客曾在此候船或登岸，用低吟浅唱
的诗篇写尽西津古渡的繁华。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由于江滩淤
涨、江岸北移，西津渡日渐远离江岸。
到上世纪末期，这里已不再有渡，附近
房屋建筑岌岌可危，街区基础设施配套
匮乏，居民过着生煤炉、倒马桶的生
活。当地启动对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工作，秉持“修旧如故，以存其

真”的修缮原则，健全街区功能，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

经过多年修整，西津渡重新焕发生
机。如今这里集聚了3个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30多个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镇江最为醒目的文化地标之一。

沿着古渡口拾级而上，街道两旁青砖
黛瓦，古色古香。古街的正中是始建于元
代的昭关石塔，至今已矗立700多年。庄
严的气度，吸引着游人到此驻足留影。

距离石塔不远的拱门边，展示着一
处考古挖掘坑，坑内高低错落排列着不

同时期的道路基底：清代路面由不规则
石块铺设，明代路面是规格一致的灰
砖，宋元时期和唐代路面为夯土层，最
底层的则是古人在山体上凿出的原始
栈道，可以追溯到唐代之前。

“唐宋元明清，一眼看到今。”游客站
在这里，古渡的千年历史记忆被悄无声息
地复原在眼前。来自上海的游客陆先生
驻足感叹：“虽然只有短短几米长，就已经
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文化的厚重。”

夜幕降临，西津渡迎来了颜值的巅
峰时刻。屋檐上挂着的灯笼亮起，沧桑

古街变得朦胧而神秘，檀板敲打，京胡
伴奏，街角的尚清戏台灯火辉煌，传统
戏曲表演轮番登场。夜市里的人声不
绝于耳，锅盖面的香气飘散，烟火氤氲。

但西津渡也并不全是热闹繁华。
走出主街，拐进旁边的一条小巷，就能
看到紫藤垂落的长廊，三五位老人在夜
色中悠闲散步。几只猫趴在电动车座
椅上小憩，偶有游人经过也未惊扰。

夜深，守望千年的古渡终于沉沉
睡去。第二天，她又将在人间烟火中
醒来。 新华社南京4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在西津渡感受镇江文脉——

千年古渡新 一眼看到今

省创业孵化从业人员培训班在镇开班
打造服务队伍推动孵化载体“专优特强”

本报讯（张弘 张翼）4月24日晚，
江苏艺术基金 2023年度资助项目音
乐剧《大田》在句容大剧院圆满完成验
收演出，现场收获观众阵阵掌声。

该剧紧扣“乡村振兴”主题，讲述
镇江在这一背景下对“三农”问题的思
考，以时代楷模赵亚夫为原型，塑造了
一批鲜活的农民形象，通过不同人物
间矛盾的发生、交织、解决，最终得出

“戴庄经验”，为农村建设和发展打开
一扇窗，为未来农业农村探索出一条
可行路径，用音乐剧的形式讲述新时
代山村巨变。据介绍，该剧视觉艺术
设计尽可能地还原具有时代特色的舞
台布景；服装设计组探究南北方农民
装束的差异，创作更贴合江南的服装；

音乐设计在曲调上融合江南小调的音
乐特色，同时结合江南戏曲曲艺，展现
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在光影的层
叠渲染下，音乐烘托铺陈，实现感官上
的强烈冲击，具有年代感的布景准确
还原了跨越60年的历史场景。

该剧由市文广旅局、市文广产业
集团出品，市艺术剧院演出。特邀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媒体人尹韬担任
编剧、导演；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姜景洪
担任音乐设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美
术视觉设计孟巴特担任舞美设计。由
省紫金文化优青王谦饰演赵亚夫，国
家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龚莉莉
饰演黄宝华，搭档省、市优秀音乐剧演
员洪昊、吴元进等联合出演。

原创音乐剧，好剧本难觅，如何
通过原型人物讲好“三农”发展故
事？记者了解到，为了打磨剧本，主
创团队花了近3年时间，四易其稿，最
终选择用宏阔的叙事视角，讲好“愿
为农民服务一辈子”这个“亚夫信念”
走过的 60多年风雨历程。随着排练
的推进，剧组不断对剧本、音乐、舞美
进行微调打磨。为充分展现江南文
化特色与农科工作者、新时代“新农
人”的成长历程，剧组成员还走进田
间地头，与农户拉家常、做朋友，前往
市农科院、茅山、白兔镇、戴庄村等地
实地采风，拜访了赵亚夫的故交好
友、团队成员万春雁、已故劳模糜林
的女儿糜蓉等，走访了和他们并肩奋

斗过的第一批种植有机桃的农户、村
民和村支书等。

目前，该剧已入选2022年度江苏
省重大文艺题材文艺创作项目，入选
江苏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资助项目。
验收演出之后，剧组还举行了专家研

讨会，深入听取各方意见，对剧目进
行再打磨、再升级，为巡演做好准
备。该剧将在9月底参加江苏省紫金
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冲刺2024
年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
奖、江苏文华奖。

以赵亚夫为原型讴歌乡村振兴的农人群像

音乐剧《大田》圆满完成验收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