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浓情腊八粥
冬日暖人心

1 月 11 日，进入
农历腊月，镇江高新
区蒋乔街道嶂山村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开 展“ 浓 情 腊 八 粥
冬日暖人心”活动，
党员志愿者将熬煮
的三大锅腊八粥送
给辖区老人和退役
军人，用一碗碗热腾
腾的腊八粥，提前将
温暖和关爱传递到
大家心中。

文雯 丁晓明
摄影报道

本报讯（花蕾 许诺 继业）为了进一步
加强京口区师德师风建设，让学校、幼儿园
师德师风建设有抓手、有规划、有成效，近
日，“师风聚气，师德铸魂”师德师风建设特
色项目考核现场会在市恒顺实验小学举行。

据了解，2022年9月，京口区教育局出
台了《关于开展“师风聚气，师德铸魂”师
德师风建设特色项目申报的通知》。经过
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京口区所属的24所
中小学、幼儿园代表分别就一年来师德师
风特色项目的开展情况做汇报。大家结合
学校实际，通过鲜活生动的案例介绍了师
德建设的经验做法。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师
德特色项目考核可圈可点、可观可感、可

喜可贺。希望各校要进一步仔细研读师
德建设特色项目文件标准，以小切口、深
挖掘，做到“六个精”，即精准解读、精深
理解、精确把握、精当支撑、精彩表述、精
美呈现，以达到关联性更强化、重点性更
突出、适切性更合理的目标。

通过本次师德师风特色项目的申报、
建设、考核，京口教育系统引导学校聚焦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师德
师风建设中的新问题，探索师德师风建设
的有效方法，建设完善的师德师风管理的
长效机制，使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不断提高，使全区教育行风建设水
平得以整体提升，呈现阳光向上、敬业立
学、崇德尚美的区域教师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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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秋霞 本报通讯员 戴勇

1月11日清晨，一场弱冷空气让古
城镇江多了一丝清冽，北府路百盛家园
小区附近的一家羊肉店里却是一番热
气腾腾的景象——志愿者们端着一碗
碗新鲜出锅冒着热气的羊肉汤，送到
100位环卫工人的手上。

他们是志愿者

“师傅，来尝尝这个羊肉汤的味道
怎么样。”“谢谢，谢谢……”一大早，市
城管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吴
海平，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迟永普，市文
明办副主任张萌，市民政局慈善社工处
处长陈燕等，以普通志愿者的身份来到

“一碗羊肉汤，温暖一座城”活动现场，
穿梭在厨房和餐厅之间，与其他志愿者
一起为环卫工人们端上一碗碗热气腾
腾的羊肉汤。

据了解，“一碗羊肉汤，温暖一座
城”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城管局、市慈善总会等爱心单位，
以及“一分钟公益”团队等众多爱心组
织和志愿者共同倡议，到今年已是第5
个年头，今天活动后，还将向一线环卫
工人赠送1900碗羊肉汤，至此五年来，
累计赠送的暖胃又暖心的羊肉汤总数
将达7700碗，展现了大爱镇江的温度。

“很温暖，在这样的活动中，我再次
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这座城市的爱，对
辛勤劳动在一线的环卫工人的关心。”吴
海平说，“感谢所有爱心人士对环卫工人
的关心关爱。一碗羊肉汤，让人感受到了
这座城市的温暖，暖在心里；让人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的大爱，爱在行动上。”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觉
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张萌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这项活
动，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活动为城市增
添温暖，小城更显大爱。”

迟永普表示，镇江是座有大爱的城
市。“城市美容师”起早贪黑、付出很多，
让城市更加整洁美丽，城市用关心和关
爱回馈他们，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文明
和温度。

知名网友“华哥”也一早来到活动
现场。作为“一分钟公益”团队的志愿
者，“华哥”与很多环卫工人都非常熟
悉。“大家敞开吃，不够再添哦”，“华哥”
一遍遍招呼着。

他们是冬日暖阳的一道道“光”

50元、100元……慷慨解囊捐出爱
心的，有“时代楷模”赵亚夫、全国“人民
满意公务员”金怡、“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张久召、“著名作家、画家”王川、残
奥会银牌获得者刘赟涛、“中国好人”孙

萍和陈一刀、“全国优秀志愿者”朱启
明、“江苏优秀志愿者”徐丹霞，有机关
工作人员、公安民警、城管队员，还有白
衣天使、企业家、记者、知名网友、普通
志愿者。大家从事的职业虽然不同，但
温暖他人的心是一样的，聚成这冬日中
的一道道“光”，让这碗羊肉汤里爱的味
道更加醇厚。

志愿者刘林琳连续多年参加这个
活动。“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城市
的守护者，每年冬天为他们送上一碗暖
心暖胃的羊肉汤，希望用镇江这座大爱
之城的温度在寒冷冬日里温暖他们。”
刘林琳说。参加活动以来，她越发感受
到了环卫工人的质朴。面对着来自四面
八方的爱心暖意，一些环卫工人端着羊
肉汤流下了眼泪，这样的场景让她深受
触动。

“一分钟公益”团队发起人“我爱刘
德华”介绍，此次活动共收到爱心款3.78
万元，市税务局、市政务办第四党支部、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党支部、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队第二党支部、农工党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支部、润州区慈善总会、京口区贺家
弄幼儿园、江苏天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爱心单位和组织积极参与，让温暖的
火焰越来越旺。这一碗碗羊肉汤还饱含
不少来自国外的心意，有些爱心红包从
新西兰、日本等国发来，最远一个来自

身处美国的志愿者冯丽岩。

爱是一场“双向奔赴”

爱是付出，也是回馈，更是心与心
的“双向奔赴”。“说实话，在这一碗羊肉
汤里，我感受到的是社会各界对我们环
卫工人的关爱，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环卫工人万二顺连续多年被邀请
品尝羊肉汤，镇江让他深感温暖。除了
干好本职工作，他也成为一名志愿者，
在“爱心年夜饭”等活动中奉献自己的
一份爱心。

“现在，我们每年冬天都盼着这个
活动呢，就像我们环卫工人的一场年底
聚会。”环卫工人郑德明表示，他们会在
本职工作中回馈城市给予的善意。

据了解，镇江这座大爱之城始终
关心关爱环卫工人。爱心团队开展的

“千件爱心衣，温暖城市美容师”活动，
组织环卫劳模到金山坐龙舟、赏荷花，
请环卫工人吃年夜饭，为环卫女工过
母亲节，为环卫子女过集体生日……
这一个个爱心活动，让“城市美容师”
们深受感动。2023年12月中旬，一场大
雪给市民出行和道路安全带来困扰，
全市各级环卫工人以雪为令，冒着严
寒和飞雪彻夜奋战，全力扫雪除冰，让
美丽镇江“一夜雪无”，同样凝聚了环
卫工人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爱。

全媒体记者 郭淑娴 何冰 杨佩佩

有人说，街巷是一座城市的骨骼，众
多街巷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座城市。九
如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走进九如巷，老
镇江人的记忆一下子开了闸——巷道
两旁老旧的建筑、高大的山墙，就像一
位苍老的说书人，将这里的故事娓娓
道来。

九如巷南至宝塔路横街，北至大西
路，主巷长258米。该巷形成于清代，地
名取自诗经《小雅·天保》中“如山如阜，
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满是吉祥
寓意。

彼时，镇江是新兴的航运与贸易中
心，经济繁荣。而大西路作为镇江最繁华
的路段之一，街面店铺林立、商行众多，
背后的九如巷，自然成了许多商客、老板
居住的首选位置。因许多银行家、实业家
在此安家置业，九如巷成了富人聚居区，
亦有了“金九如，银薛家”的名头。

九如巷里这一座老宅，也是探究九
如巷过往的重要“记忆碎片”——往巷
子深处行，七拐八绕，几番寻觅，就是九
如巷66号严惠宇故居。严惠宇（1895年
—1968年），是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
者、实业家、收藏家。他与冷遹、陆小波
共同被尊称为“镇江三老”。他一生致力
于实业救国、兴学育才、造福桑梓，对镇
江地方各项事业有着非凡的贡献，深受
镇江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严老去世后，
其女严忠婉继续住在九如巷66号，一直
到百岁去世。

“严忠婉年轻时从事蚕桑技术工
作，作为镇江蚕种场总农艺师兼任江苏
省办蚕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她带领的
科研团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被培养
成蚕桑界的中坚力量。”站在九如巷66
号前，润州区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原副
书记朱成林告诉记者，“严女士一生淡
泊名利，她将父亲留下的所有名画珍宝
都捐赠给了国家。”在朱成林印象里，严

女士生前还热爱公益，每年慈善一日捐
时，她总是慷慨解囊。

冬日的午后，走进幽深的九如巷，
一扇扇斑驳静止的老木门，似乎框住了
时光。老木门、石板路、乱砖墙……既见
证了镇江的繁华过往，也承载着巷里老
人的悠然时光。

漫步九如巷，居民家的饭香仍未散
去，香肠、腊肉悬挂在街巷里，烟火气扑
面而来。卢大姐坐在自家开的“九如巷
小店”门前打开了话匣子：“从前，谁家
缺点烟酒糖盐，都来小店里买，现在巷
子里住的老年人多，大家都爱来我这儿
聊聊天。”深藏在九如巷里的小店已开
了近40年，从最初的小杂货铺到现在成
了老人们午后晒太阳的“聊天据点”，质
朴的模样从未改变。

“这儿离菜场、医院都近，平时聊
天、串门也自在，才不想离开哩。”年逾
古稀的董师傅住在九如巷已经超过一
甲子的时光，他说，儿女一再邀请自己
去住新房，但自己的根就在这里，不想
搬离。

如今，常住九如巷的150户人家，大
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更愿意与乱
砖墙为邻、与老伙计为伴，在门前躺椅
上，静享这条老巷的午后斜阳。金山
街道杨家门社区党委书记邱君介绍，
辖区居民大多为老年群体，为更好地
方便老人们生活出行，辖区内配套公
共厕所10个、部分老街巷里安装了“小
巷爱心椅”、小巷拐角处花花草草绿意
盎然……如今，古巷里劲吹文明新风尚。

九如旧事难追忆，老巷新茶话安
康。闲时不枉巷中行，感受繁华身后的
烟火如旧。

巷巷往往

九如巷：繁华身后 烟火如旧

扫一扫，看看“巷往”的生活
视频制作 孙力 卞婷婷 胡安琪

一碗羊肉汤，感受大爱镇江城市温度
——5年来，7700碗羊汤温暖城市美容师的心

本报讯（孙晨飞 赵欣悦）近日，记
者从润州区韦岗街道了解到，2023年，
该街道党工委以建好、用好、管好党员
志愿者队伍为出发点，持续构建以党组
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各方共同参与
的志愿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

“近年来户外活动越来越受到大家
欢迎，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队
来高骊山这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党
员志愿者郑艳说道。2023年，韦岗街
道党工委整合“高骊蓝”“旌旗红”等 8
个党员服务团队，吸引 22 家“红色联
盟”单位 47 名党员加入，凝聚共建合
力，形成一支服务类型多样、力量强大
的“红色志愿服务队”。以发挥全域党
建资源整合优势为基础，针对项目发
展、文化传承、为民服务、生态环境提升
4个方面，梳理发布标准化+个性化“不
打烊”服务清单12项。结合“小板凳工
作法”，党员志愿者队伍全面进村组、入
农户，落实“日走访、日排查”工作机制，
2023年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27次，参与
党员达513人次，助推“家门口”党员志
愿服务品牌化。

“年纪大了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
就向村里提了这个心愿，志愿者马上就
送来了棉衣棉被，真是太感谢了！”韦岗
村老人周兆林说道。韦岗街道党工委

紧盯群众需求，全面走访收集空巢老
人、重疾重残人员等人群办事需求 21
个，梳理形成党建服务类项目 2个、公
共服务类项目9个、志愿服务类项目3
个。制定“五防”值班表，做实“24
小时全天候”服务，强化各部门联
动，完善诉求解决机制。深入推进“只
跑一次”乡村治理创新品牌建设，邀请
银行工作人员赴村驻点办公，为村民提
供生活缴费、优待证业务办理等便捷化
服务。累计开展尊老金申请、最低生活
保障认定等上门服务 24次，实现基础
职能做到位、群众需求不缺位。

“街道充分发挥胜地韦岗的组织优
势、资源优势，实施‘红色+绿色’
产业发展战略，与村民共享发展成
果。”韦岗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道。为助力“红色韦岗 产业韦岗”发
展，街道党工委将志愿服务延伸到产
业一线，深化亲清助企服务制，采取

“1+1+1v1”结对模式，协助企业解决
手续申报、税源、产值等困难需求 3
个，高标准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园、碳
基石墨烯新材料等项目建设。着力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推进和美乡村
建设，按照“合理区划、网格管理、
定人定责、层层督查”原则，实行挂
图作战，确保相关问题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处置。

以项目建设提升教师整体素养

京口：师风聚气 师德铸魂

凝聚共建合力 深化志愿服务

韦岗街道为乡村振兴注入“红色动力”

（上接1版）
1939 年 2 月 7 日，在新四军的“二

七”政治工作会议上，肖国生被公誉为
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

“青年人模范”，闻名全军。
在茅山不到10个月时间里，肖国生

参与、组织、指挥了夜袭新丰火车站、夜
袭句容城、延陵大捷等著名战斗，展现
出不俗的军事才能。

22岁的他留在了这片土地

1939年 3月 7日凌晨，连续遭新四
军痛击的日军不甘失败，集中2000多名
步骑兵和3000多名伪军，分两路向移驻
上会、下会的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部进
行围堵“扫荡”。

在这紧要关头，团领导决定率部突围，
留下一营一连担任掩护。肖国生拒绝了先
行撤离的要求，把所带的文件及印章都交
给准备突围的同志，自己留下来指挥作战。

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击溃了
敌人多次冲锋，阵地前面留下 200多具
敌人的尸体。二团主力终于突出重
围。在转移中，肖国生不幸负伤。他为

了不连累其他战友突围，把手枪交给警
卫员，命令守卫在他身旁的十多位战士
火速冲出去。在 1939年的春天，22岁
的他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

上下会战斗后，数千名群众在元
庄、薛村两次集会沉痛追悼肖国生，饮
泣之声一片。数十名道士主动到会，连
做 7日道场并慷慨陈词：虽出家，未出
国，要求发枪参加抗日。

陈毅司令员在为肖国生亲撰的悼
文中写道：茅山的风雪，长江的波涛，江
南数万同胞的怒吼都在追悼我们的抗
战英雄肖国生的死去。都在准备着向
敌寇复仇！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听
到肖国生牺牲的噩耗后，挥泪写下悼文。
他称肖国生的牺牲“代表了一年来新四军
无数英勇烈士的牺牲，代表了新四军高级
干部奋斗牺牲的领导精神，更代表了多年
奋斗至死不息的革命者的意志，不畏强寇
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

1952年，当时的句容县人民政府在
白兔镇郑庠村为肖国生等 58名烈士建
墓立碑，上刻“浩气参天”四个大字。

1958年，经批准，白兔镇政府将他
的牺牲地白兔镇郑庠村改名为“国生
村”。下荣庄、郑庠、北山、红星四个自然
村合并为一个大队，叫国生大队，一条通
向白兔镇上的路被命名为“国生路”。

如今，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和镇江市
烈士陵园保留有介绍肖国生烈士生平
事迹的展厅，陈列有他的遗物32件及介
绍其英雄事迹的史料书籍十余本。

“红色印记”点亮乡村振兴之光

国生村现已并入上荣行政村。村名
改了，但肖国生的英名永存。每年清明，
无数党员和团员、学生和村民来到肖国生
烈士墓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先烈
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追求。

上荣村党总支书记巫彩霞介绍，他
们经常组织党员群众到肖国生烈士墓祭
奠英烈，聆听英雄事迹、汲取红色力量。

“如今的和平盛世，是先烈们用生
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时刻牢记时
代使命，把烈士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传下
去，努力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自己
的贡献。”巫彩霞说。

上荣村，在缅怀过去的同时，也在
奔向未来。

离烈士墓不远的草莓园里，白色的

草莓花星星点点，一颗颗鲜红的草莓正
待采摘。“草莓于11月中旬成熟，可以采
摘到次年 5月份。去年一年，我的草莓
园就有六七万元收入。”种植户郑小勇
告诉记者，靠着种植草莓，生活越过越
红火。

“我是听着肖国生烈士的事迹长大
的，也经常把这些故事说给儿子听，现
在他在南大读博士呢。”一手提篮，一手
摘草莓，谈起儿子，郑小勇满脸自豪。

“前几年，政府组织免费培训，我在
镇上的培训中心学习了草莓种植技术。”
郑小勇说，政府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技能
培训，如果回村创业，还提供相应补助。

郑小勇的致富生活，只是上荣村百
姓生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荣村秉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持续美化乡村面貌，大力发展草莓
种植等特色产业，乡村美景如画，振兴
阔步前行。

英烈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精神烛照
未来。“人民幸福是对烈士最大的告慰，不
懈奋斗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巫彩霞说。

时光荏苒，留下红色印记的上荣
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淳朴
的上荣人民，传承着红色精神，让“红色
印记”不断点亮乡村振兴之光。

春天里，他留在了这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