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腊梅开
1月2日，市区一些小区、公园内的腊梅花绽放，

为市民送来新年里的一缕清香。 王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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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遗失京口区漫诚建材经营部

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师范大学英语（师

范）专业秦泽扬的毕业生就业协
议书、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声明作
废。

遗失句容经济开发区婷婷理
发 店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编 号 ：
321183000201407040119，注 册
号：321183600550373，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镇江高新区国际服务外包服

务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3年12月26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俊。
联系电话：0511-80858198。

特此公告

镇江高新区国际服务外包服务中心清算组
2024年1月3日

电网检修公告
2024年1月4日，国网镇江供电

公司将在镇江市京口区、润州区、丹
徒区、新区部分地区对供电设备实
施检修作业。作业期间检修范围内
供电将会暂时中断，具体影响范围
可登录国家电网 95598智能互动网
站（www.95598.cn）点击“服务与支
持-电力服务”，在“电网检修公告”
界面进行查询，也可以下载“网上国
网”App或关注江苏电力微信公众
号进行查询。

扫码下载“网上国网”App，完
成“注册登录”-“户号绑定”，依次点
击“更多”-“查询”-“电网检修信
息”，可按位置查询或户号查询。

镇江供电公司
2024年1月3日

本报讯（朱婕 黄昕）市商务局监测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51家
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27.4%，
其中 27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上
涨 36.1%，24家重点餐饮住宿企业营业
额同比上涨117%。

元旦假期，我市各地围绕“金山消
费节·嗨购畅游过暖冬”主题，举办了

“香惠河豚岛·冬季购物节”“京喜大市

口”“高新购·镇高兴”等特色促消费活
动，吸引市民走出家门。充满“仪式感”
的跨年，激发消费市场释放潜力。

同时，各大综合体和超市的促销活
动亮点纷呈。苏宁广场的“跨年启新”
举办气球雨、音乐派对、烟火秀、敲钟祈
福等活动，单日吸引客流 13万人次，单
日销售额同比倍增，创历史新高；八佰
伴“龙重登场”开启跨年直播、音乐会、

亮灯祈福等活动，营业额同比增长超六
成，客流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超八
成。万达广场“篝火晚会”、吾悦广场

“一起跨年”、悦然广场“龙颜大悦”、长
申超市“跨年盛典”等活动，也围绕“跨
年”主题，激发消费热情。

在促销活动加持下，商务部平台重
点监测的 14家零售企业家用电器及音
像器材类商品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00.24%；金银珠宝类商品销售额比去
年同期增长25.89%。

“跨年热”带动餐饮住宿消费。市商
务局重点监测的住宿企业假期营业额比
去年同期上涨148.1%，餐饮企业营业额
比去年同期上涨85.8%；西津渡历史文化
街区举办“元旦跨年夜+元旦嗨购节”活
动，景区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370%，
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企业营业额翻番。

市科普作家协会完成换届
本报讯（孙忠帝 陈志奎）日前，市

科普作家协会换届大会暨第三届理事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市开放大学举
行。市科普作家协会完成换届。

会议回顾总结了市科普作家协
会第二届理事会以来的主要工作，
选举产生新一届市科普作协领导班
子并安排部署本届科普作协工作。
单桂军当选市科普作家协会新一届
理事会主席。

近年来，市科普作协充分发挥协
会科普阵地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全
市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市民群众营
造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
下一步，协会将进一步传递科普正
能量，鼓励引导全市科普作家树立
精品意识，用手中笔创作出更多通
俗易懂的科普佳作，更好地推动我
市科普工作的开展。

慢车道面层沥青摊铺

朱方路建设开启“冲刺模式”
本报讯（杜广晨 方良龙）无论是节

假日，还是雨雪天气，2023年市政府民
生实事项目——朱方路（北府路-中山
北路）道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都是一
如既往的火热与繁忙。连日来，参建单
位抢进度保工期，全力冲刺 2024年春
节前竣工通车目标。

1月 2日早晨 6时 52分，出厂温度
176.4℃、净重36.7吨的第一车慢车道上
面层沥青装料完毕，发往施工现场。同
时，工地施工人员正做着中山北路-桃西
路北侧段非机动车道洒布粘层油等上面
层沥青摊铺前的准备工作。运料车陆续
抵达后，摊铺机随即承接沥青混合料并
开始摊铺作业。施工人员用工具将摊铺

料摊匀找平，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
此前，两侧慢车道已完成底层沥青

摊铺。沿线和平路、太平路等路口已恢
复车辆通行，特别是桃西路路口地下箱
涵工程完工后，路面已恢复并漆画交通
导流线，沿线居民车辆出行恢复正常。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我们平均
每天有90名工人加班。”施工单位项目
副经理唐伍告诉记者，他们利用这段
时间完成了慢车道底层沥青摊铺，缓
解了快车道的交通压力，沿线多个路
口的车辆也可正常驶上朱方路。慢车
道面层沥青摊铺从 1月 2日开始，先摊
铺中山北路-北府路北侧段非机动车
道。面层沥青摊铺结束后，接下来将

是人行道施工，主要进行透水混凝土
浇筑、人行道树池围砌以及人行道外
侧路牙施工等。

当天，施工现场还进行了法桐回缩
修剪、智慧路灯基础浇筑、二道巷路口
老路面破除等作业。“我们每天早上 7
时上工，中午吃过中饭就上工地，通常
要忙到下午 5时半。”来自丹徒区的杨
师傅说，大家都忙着争取让朱方路早日
通车。

当天下午近 5时，天空下起小雨，
北侧慢车道沥青摊铺冒雨进行。“预计
到1月5日可完成两侧慢车道面层沥青
摊铺。届时慢车道将全线开放。”施工
现场项目经理尚宁说。

25人获评乡村振兴师

句容首场乡土人才中级职称专场评审完成
本报讯（马原 王俊 古瑾）日前，由

市人社局、句容市人社局会同句容市职
工技术协会共同组织的乡土人才中级
职称专场评审会举行。这是句容市首
场乡土人才中级职称评审会。

涉及农业应用与推广、农业专业技
术服务、制茶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 26
名农技人员参加答辩，经过专家评审，
25人获得乡村振兴师资格。

句容市农业小微企业从业者学历低、
无职称情况较普遍，学历提升、职称申报

工作不被重视。为此，市人社局、句容市
人社局会同句容市职工技术协会主动走
近这些从业者，帮助他们挖掘业绩材料，
开设申报培训班，全程辅导职称申报。

句容河山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何后
军工作忙、电脑知识不足，经点对点辅导，
何后军网申一次性通过并第一个提交书
面申报材料。句容市天佑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侯玉兰反映，由于平时不注意工
作总结、业绩不知如何提炼，在网申阶段
就打退堂鼓了。经过两级人社部门耐心

辅导，她顺利通过网上材料申报。
乡土人才面广量大，他们奔走在田

间地头、活跃在各行各业，是带动群众
致富的“领头雁”。建立乡土人才职称
评价制度，健全了乡土人才培养机制，
补充完善了乡土人才评价标准，拓宽了
乡土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据了解，自
2019年我市开展乡土人才评审工作以
来，已有 30余人获得乡土人才高级资
格，其中正高级乡土人才3人，100余人
获得中级资格。

本报讯（单杉 杨越）巡游互动、集
章打卡、新春纳福……元旦假期，文旅
景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2023年 12月 30日至 2024年 1月 1
日，市区主要文旅景区 3天接待游客量
达10多万人次，创近年新高。

“您好，给我盖一个章，我马上就集
满了。”在金山景区，“缘聚金山”集章活
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田小姐带朋

友打卡《新白娘子传奇》取景地，她表
示，集章的过程很有仪式感，不仅游览
了金山美景，还免费领取了伴手礼，更
是“把金山的福气带回家”。

焦山景区的枫杨广场上，专业书法
家现场为大家书写“福”字和春联，游客
们纷纷排队领取。还有游客现场执笔，
写下对新年的祝福。

“‘潮平两岸阔’下一句是什么？”在

北固山景区，“刘备”与“孙尚香”所到之
处，必定一片欢声笑语。公园里，两位演
员着盛装与游客现场互动，诗词背诵、古
诗对答、赠送礼品、合影拍照……除了与

“古人”互动，景区还邀请省非遗扬州评
话传承人黄俊章现场演绎《甘露寺刘备
招亲》选段，表演引得观众喝彩连连。

南山风景区邀请了著名金石书画艺
术家汤真洪现场为游客创作以“祥龙贺

岁，福寿南山”为主题的春联、福字等书
法作品。作品传递南山特有的福寿文
化，受到游客喜爱。南山围炉煮茶也成
新晋“网红”，吸引众多游客体验、拍照。

客流量的攀升为景区商业带来热
度。南京设计廊金山店、焦山店和金
山咖啡店等店铺销售额都得到有效带
动。“文创产品都很有特色，买点冰箱
贴回去送人。”沈阳游客汪先生买了不
少伴手礼。

客 流 量 虽 大 ，景 区 内 却 秩 序 井
然。检票处、步道旁，工作人员时刻在
岗，为游客指引道路、发放文明旅游宣
传册。金山莲心志愿服务队成员还在
假期免费为游客提供公益讲解，弘扬
金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本报讯（笪伟 戴誉 郑栖桐）元旦
假期，全市文广旅系统精心策划，集中
推出假日文化旅游重点活动 70 余项，
丰富了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吸引了大
量游客。

据统计，“三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5.87万人次，同比增长 738.57%，较疫情
前元旦同比增长154.11%；茅山景区共接
待游客2.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7.4%，较
疫情前元旦同比增长39.9%；西津渡历史

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8.2万人次，同比增
长400%,较疫情前元旦同比增长5%；镇
江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1.55万人次，同比
增长 761.11%；开心休博园共接待游客
2.32万人次，同比增长736.12%。携程公

布了元旦首日订单蹿升最快的11个黑马
目的地，江苏镇江名列其中。

记者了解到，元旦假期，市文广旅局
通过“镇江文旅”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
展示节庆活动、美食美景等旅游要素信
息，及时发布安全文明出游提示。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出动执法人
员112人次，检查景区12家次、文旅经营
场所24家次，切实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
有序、欢乐祥和的假日环境。

（上接1版）
新年伊始，京口项目建设已开足

马力，开启激情奔跑的新征程。2024
年，京口将全力推动中储粮仓储加工一
体化等17个省、市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确保全年完成项目投资 28.2 亿元以
上。同时加强优质项目储备，根据“1+
4”主导产业方向，加强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招引力度，聚焦
数字经济力求新突破；京口各板块还将
根据主导产业方向、重点产业链要求，继
续挖掘梳理、引进培育一批新增长点，千
方百计争取落户一批高质量、税源稳定
的总部型、平台型企业，以发展实绩交出

“镇江很有前途”的京口答卷。

新年伊始京口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上接1版）赵亚夫认为，建设特色
鲜明的现代农业强市，一定要坚定
不移聚焦产业振兴，可以尝试围绕
一个单品把产业做深、做长、做大，
打造更多具有城市号召力的特色农
业产业。

在镇江草莓 40 年的发展历程
中，镇江市农科院是重要推手，每逢
草莓产业升级的关键点，总离不开
农科院技术人员的点拨与带动。

市 农 科 院 院 长 姚 克 兵 告 诉 记
者，在 40 年的成长过程中，农科院
涌现了赵亚夫、糜林、吉沐祥、万春
雁、李金凤等一批优秀农业科技人
员。特别是已故农业科技人员糜林
在大棚草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高
架和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解决了
草莓匍匐在地劳动强度大、易坏果
等种植难点，成本又远低于高架草
莓，深受农户喜爱，被广泛推广。

近年来，以农科院副研究员李
金凤为首的科技人员又尝试推广草
莓穴盘基质苗培育技术，实现了新
的突破，解决了草莓种植中的一些
关键技术，引领草莓产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农科院创造出来的“容莓”
系列新品也得了种植户与市场的广
泛认可，丰富了国产草莓种子库。

“未来，我们还将扎根镇江、扎根茅
山老区，努力在草莓技术上创新创
优，持续推动镇江草莓走好下一程，

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农民与
科技人员在双向奔赴中共赢。”

镇 江 市 草 莓 协 会 会 长 唐 山 远
说，40 年来，草莓改变了茅山老区，
也改变了当地农民。在第一代种植
户中，涌现了一批全国劳模、江苏省
劳模、镇江市劳模和句容市劳模，让
农民不仅实现了致富梦想，更成就
了人生价值。更让人欣喜的是，“90
后”新一代农民也加入了进来，草莓
产业后继有人。下一步，草莓协会
将充分发挥平台和纽带作用，把科
技人员、地方党委政府、草莓种植
户、农业关联企业紧紧绑在一起，共
同打响镇江草莓品牌。

“有品牌才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才会有更好效益与长久利益。”江苏
省草莓协会副会长、镇江农科院研
究员吉沐祥认为，面向新的未来，镇
江草莓要对标阳山水蜜桃等先进农
业品牌，在品牌建设上持续发力，把
产业价值效益充分释放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报道被搜
狐网、新浪网、凤凰网等多家国内知
名网站转载，受到读者好评。相关
海报产品——《40年，20棵草莓拼出

“振兴地图”》，也在微信朋友圈广泛
转发，不少读者自发为镇江草莓发
展点赞，认为“这是镇江农业的骄
傲”，并相信镇江和全国的草莓产业
发展一定会“越来越莓好”。

《二十棵小果苗长成富民大产业》引发读者热议

全媒体记者 郭淑娴 杨佩佩 胡冰心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西津渡景
区游人如织。行走在小码头街上，如
同穿越时空。小码头街通金山、望渡
口。街巷不长，底蕴深厚，浸润了历
史，见证着镇江的昨天和今天。

小码头街建于六朝，历经唐宋元
明清。厚重的历史、丰富的遗迹，让
它赢得了“一眼看千年”的美誉。它
北侧原临长江，如今的待渡亭曾是古
渡船码头。江水泱泱，南涨北坍，码
头越来越小，便也有了“小码头”这个
亲切俏皮的名字。在另一种说法里，
为了区别玉山大码头，此处的小码头
之名渐渐传开。

“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漫步
在小码头街，可见六朝至清代的历史
踪迹：唐代诗人张祜吟诵过的小山楼、
始建于宋朝的观音洞、建于元末明初
的昭关石塔……在镇江人心中，小码
头街更像是一条“考古街”，街巷里的
一砖一瓦都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

镇江是漕运重镇、交通咽喉，位
于渡口的小码头街也几经战火，古
迹多遭破坏，但废墟之上也能孕育
新生。老百姓捡拾砖块重建家园，
于是有了“乱砖清水墙”的建筑特
色。“越有特色的，越有生命力。”在
镇江文史爱好者、对古街巷颇有研
究的张峥嵘看来，小码头街正是镇
江津渡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通往

金山的曾经唯一通道，小码头街见
证了无数往来行者的故事，白娘子
的药材铺、冷遹兄长的杂货铺都与
小码头街颇有渊源。

随着时代变迁、环境改变，西津
渡逐渐削弱了渡口的功能，它活化石
般的风貌却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下
来。走在街巷的石板路上，耳边似传
来历史的回声。

修旧如旧，古迹新生。如今，在这
条不足千米的街道上，集中了文物保
护单位15处，其中有国家级文保单位
3处。随着集中保护开发的不断推进，
小码头街再现繁华，商铺林立、游人如
织，成了镇江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时光悠长，岁月回荡。和我们一
起走进镇江的古街巷，撷老故事入
酒，细品当下的诗意与向往。

市中山路小学开展游园活动
义卖募善款捐赠地震灾区

本报讯（吴永平 梅永生 栾继
业）近日，市中山路小学仁章校区开
展义卖游园活动。这次义卖共募集
善款 70604 元，已汇入京口区红十字
会账户。在随后举行的“大爱镇江、
情满京口、心系甘肃”捐赠仪式上，学
校向甘肃地震灾区捐款，善款将由区
红十字会转赠，用于灾后重建。

当日上午，义卖游园活动在西园
和东园两个操场及相关场所进行。
现场分别设有传统美食区、嗨翻游戏
区、跳蚤市场区以及非遗手工区，摊
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参加活动的学
生。活动中义卖的食品、手工品、图
书等均来自学生捐赠，义卖所得也将
全部捐赠地震灾区。

游园义卖前，学校还组织开展了
冬季运动嘉年华活动，学生们两人一
组合作，先后完成了“过龙门”“画龙
点睛”两个运动项目。

■编者按
老巷子里的风，不急不缓地吹着。一条街巷，一段故事。
有一种风景叫街景，有一种风情叫巷情，有一种向往是“巷”往。老街旧巷，

青砖灰瓦，写满岁月悠长。一座城市最能唤起人们记忆的，常常是一些历史悠
久、具有地域特色的老街巷。寻常巷陌，既承载城市的过去，也为城市的发展提
供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源源不绝的文化滋养。老街长巷见证着生活的变迁，镇江
人记忆里的街巷，正在新的故事中醒来。

即日起，镇报集团推出媒体融合新栏目“巷往”，展现古城镇江古街古巷的
故事，感受城市绵长、醇厚的韵味。

小码头街：一眼看千年

扫一扫，看看“巷往”的生活
视频制作 孙力 卞婷婷 胡安琪 钱恒

“仪式感”跨年释放消费潜力

51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7.4%

3天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

市区主要文旅景区喜迎开门红

携程公布“黑马目的地”镇江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