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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祥（右一）向学生介绍烈士英勇事迹。

为保障盐城城投商务中心项目雨
水、污水、给水与燃气管网顺利接入市
政管网，经研究决定对福裕路机动车道
半封闭施工。

现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2024年4月21日

至2024年4月27日。
二、交通管制。福裕路（恒荣世家

北门东侧100米）分两阶段半幅封闭施
工，机动车利用另外半幅路组织双向通行；
一阶段封闭南半幅，封闭时间为：2024年
4月21日至2024年4月23日；二阶段

封闭北半幅，封闭时间为：2024年4月
24日至2024年4月26日。

三、绕行线路。施工期间，过往车
辆由盐渎路、华夏路绕行，非机动车和
行人听从现场安全引导人员指挥通行。

请广大市民提前选择出行路线，按
照现场指示标志通行。施工期间给您
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特此通告。
盐城双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4年4月16日

关于福裕路机动车道封闭施工的通告

□记者 张长虎 文/图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近日，省文明办公
布2023年第四季度“江苏好人”名
单，阜宁县唐文祥光荣上榜，类别是
助人为乐。

唐文祥出生在阜宁县西南的芦
蒲镇马集村，现年70岁。在芦蒲镇，
有一座抗日英雄的丰碑——新四军
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为让
红色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唐文祥三十
年如一日，担任义务讲解员，向人们
讲述阜宁大地上的红色故事。

回忆起做义务讲解员的初衷，唐
文祥说，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塔当时虽然是江苏省文物保护
单位，可没有讲解员，前来祭扫的群
众不能全面了解烈士英雄事迹，小学
生们祭扫后写作文感觉无话可说。
一次有一位远道而来的长者看了纪
念塔后感慨地说，这么好的纪念设施
竟然没人讲解，说罢又长长地叹了一
口气，在场的唐文祥为之一震，“烈士
们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为什么不能讲讲他们的
英勇事迹呢？”唐文祥从小就听过不
少关于抗日阵亡烈士的故事，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
义务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
从那以后，他就做起了新四军盐阜区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义务讲解员。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烈士们的

英勇事迹，传承这段厚重的历史，30
多年里，唐文祥整理出几万字的革
命烈士史料，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
传递给每一位游客。他还自学了电
脑制作，把纪念塔和烈士们的相关
资料、照片以视频的形式整理制作
好发到网上。为了让每一位来访者
都能受到深刻的教育，唐文祥自备
话筒和照相机，为游客们义务照相，
编辑成电子邮件连同纪念塔的相关
资料发送给游客。没有任何报酬，
唐文祥就凭着对英烈的景仰，把讲

“红色”故事当作事业来做，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2008年4月，黄克诚将军的女
儿黄梅夫妇到纪念塔祭扫，他俩在六
堡战役21烈士墓前，听唐文祥讲述
了当年21位烈士为保卫新四军三师
师部而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后，夫妻
俩在烈士墓前痛哭不已。黄梅的丈
夫赵杰斌患严重帕金森病，但还是用
他那颤抖的手为死难烈士题词“人民
英烈，万古流芳”。

按常理说，年逾古稀的唐文祥，本
该进城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安度晚
年，可唐老却不然。他说服了家人，继
续住在乡下，仍然一如既往，随时为前
来纪念塔瞻仰的人们讲解，大家听了
唐文祥的讲解既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

教育，又被唐老义务讲解的举动而感
动。如今唐文祥虽然是满头白发，但
他感觉精力还好，每当他讲起红色故
事就会精神十足，全心投入。“每一次
讲解，都像是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
代；每一次讲解，就是对那段历史和革
命先烈的致敬，对我的灵魂都是一次
洗礼与升华。”唐文祥动情地说。

唐文祥不计报酬，热心于红色基
因传承，他的事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肯定，30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唐文
祥的优秀事迹。先后获评“阜宁好
人”“盐城好人”，2018年获评“全国
红色文物保护感动人物”，2019年获
全国第十一届“薪火相传”——红色
基因杰出传承者大奖。

古稀老人传播红色文化30载
——记江苏好人唐文祥

本报讯（记者 李林彦）为全面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地区间文化传播，
推动剧种互动交流多样化，4月8日起，
江苏艺术基金2023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
目——现代淮剧《小镇》，在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巡演五场，为期10天。

淮剧《小镇》是江苏省淮剧团近年重
点打造的现实题材淮剧作品，编创演阵
容强大。该剧讲述了一个民风淳朴、德
行远播的千年小镇，因一位老企业家悬
赏500万元，寻找多年前的恩人而掀起
波澜。作品围绕“500万元”叩问小镇人
的道德良心，层层拷问直击灵魂，发人深
省耐人寻味，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

记者获悉，该剧于 2014 年创排，
2016年摘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两次入

选国家艺术基金和江苏艺术基金，剧组
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集体一等功，五
次进京展演。截至目前，该剧演出足迹
遍布国内外，演出场次达235场。

“水乡文化互动骑兵文化，淮剧艺术
牵手安代红绸，这次交流推广机会难得，
收获颇丰，希望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文化也走进江苏省，走进水乡盐城。”
江苏省淮剧团团长陈明矿告诉记者，此
次传播交流推广形式多样，一方面通过
走进校园、考察交流、讲座互动等方式，
充分展现江苏省、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
区传统文化艺术特色，深入开展艺术传
播与交流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
观摩优秀戏曲作品，为地方剧种间提供
借鉴学习契机，有利于促进中国戏曲艺
术的繁荣发展。

淮剧《小镇》巡演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上接1版)
线上线下销售，让鲜食玉米远销

大江南北。随着各大直播平台、电商
企业举起大旗，为鲜食玉米的产业升
级带来新契机。产业链党委迅速出
击，通过“支部+电商”“支部+合作
社”“支部+产业”等模式，全面激活
乡村振兴新动能。

“直播间，鲜食玉米成了抢手货，
先进技术有效锁住玉米的鲜度、糯度
和糖分，深受广大顾客青睐。”作为鲜
食玉米种植党支部委员、皂角村党总
支书记陈永俊，让“土味”农产品乘上
互联网的快车，走进千家万户。

小小玉米棒，撬动大经济。鲜食
玉米的首战告捷，带动当地1200多
名农民务工，当年就实现村集体增收
近10万元、人均增收超3000元。目
前，鲜食玉米产业已形成集种植、冷
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实现
经济与生态共赢，成为群众致富的

“黄金棒”。

链上产业存在种植、销售、储存
等难题，该如何突破？技术改进、新
品研发该如何突围？西兰花产业链
党委始终坚持把做优服务、塑造品牌
放在核心位置。

“今年，有‘王团长’和省农科院
专家上门指导，我的500多亩春季西
兰花，不仅降低了产品次品率，还种

上了‘艳阳’新品种，比较耐高温。”日
前，南河镇西兰花种植大户冯海峰满
面笑容，“这两天忙着采收上市，估计
亩产2500斤，除去人力、损耗等，至
少能赚200万元。”

有了西兰花产业链党委的专家
服务团队，种植户们的腰包更鼓了。
西兰花种植党支部副书记王龙生有
个习惯，每次走访农户，手里总拿着
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老李家
苗应多施氮肥，小赵家棚内温度过
高……不管哪家西兰花种植情况，
他都心中有数，大家有问题都喜欢找
他，被亲切称为“王团长”。

党员许志雷是产业科技的弄潮
儿，进口蔬菜播种机、无人移栽、网络
电商都成了他辅导种植户的“田间
课”。60多岁的种植大户张秀海在他
的悉心帮助下，摇身变成了“新”农民。

“放心！两吨货，肯定准时发。”近
日，张秀海用手机微信回复老客户山
东寿光蔬菜经纪人。“我不仅管着400
多亩西兰花地，还要和上百个电商客
户‘聊’。”手机成了老张的新农具，让
他到老还赶个时髦，做起了电商。

党建引领，品牌化经营，响水牵
手农科院校，成立长三角（响水）西兰
花产业研究院，与国家级、省级产业
技术研究机构长期合作，响水西兰花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评
江苏省十强区域公用品牌，创建“灌
江”“村嫂”等品牌，并建成20多座冷
库，保鲜期最长达70天，实现错峰销
售。

一棵“西兰花”变身“致富花”，现
已形成从种苗到移栽、管理到采收、
储运到销售一条完整产业链，常年种
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产品不仅畅
销国内市场，还出口日本、韩国、美国
等国家，带动近4万农民增收致富，
获得全国西兰花行业和江苏省农产
品首个碳标签证书。

“产业如何发展壮大，我们要统
揽全局、协调各方、聚合资源，不断培
育新质生产力，致力打造全省最大铁
皮石斛全产业链。”铁皮石斛产业链
党委书记、黄圩镇党委书记李爽信心
满满。

“我们扩建346个种植简易棚，
今年石斛年产值有信心突破2000万
元。”江苏云梯仙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丽凤满面笑容地说。

去年秋季，陈丽凤正愁怎样扩大
规模，如何新建种植简易棚？恰逢李
爽、王建华、陈德扬等一班产业链党
委委员走访企业，他们立即召开联席
会议，商定解决措施，协力新建200
亩简易棚，让陈丽凤倍受感动，发展
产业信心越来越足。

“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也能
不用风吹日晒，在有空调的地方干
活。”在组培室上班的村民潘爱华今
年54岁，前几年丈夫因病丧失劳动
能力，她边照顾丈夫，边在家务农，仅

靠家里几亩承包地维持生活。从去
年开始，她在基地上班，工资按工作
量计算，每年收入近7万元，极大提
高了全家生活水平。

铁皮石斛产业的落地生根，稳定
吸收400多位村民就近就业，辐射周
边农户种植铁皮石斛，基地进行技术
培训和指导，并统一回收种植产品，
亩均纯收益2万元以上。“石斛基地
一年四季用人，施肥、打药、收割，村
民的地流转给别人，一年还有1000
元租金。算一下比自己种地强多
了。”云梯关村党总支书记王兵说。

瞄准“药食同源”赛道，该产业链
党委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做好“石
斛+”文章，引进深加工项目——江
苏云响仙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打破传统石斛食用方式，
采用全自动生产线将石斛加工成饮
品，年可实现销售液体饮料2000吨、
固体饮料20吨、压片糖果20吨。”公
司总经理吉广尚说。

产业链党委的精心哺育，让一株
“仙草”兴了一方产业。如今，铁皮石
斛产业已形成集种子培育、种苗组
培、多模式种植、精深加工销售、农旅
融合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千
万元以上，致力打造全国石斛栽培品
种最全的种子资源库。

强党建促发展，激活产业“春
水”。鲜食玉米、西兰花、铁皮石斛等
现代农业全面起势，“党建+”之下的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斑斓画卷
正在这里徐徐铺展。

响水：建强“党建链”领跑“产业链”
（上接1版）推动“七彩阜宁”与“桃花

源”“马家荡”等品牌抱团发展，“福临门”
“宁富”两个品牌荣获第二届江苏省农业企
业知名品牌30强大赛暨2023年品牌农产
品包装应用争霸赛十强。七彩玫瑰全产业
链智能种植园成功入选国家级智慧农业建

设优秀案例。
阜宁加大科技投入，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迈出新步伐。日前，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通报2023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结果，该县综合排名列第一
等次。

本报讯（茅锦国 马红娇 记者 蔡志
伟）近日，农业农村部100个“我帮农民建
良田”实践活动优秀案例揭晓，大丰区“降
盐培肥改结构 开发利用盐碱地”经验入
选。

“我帮农民建良田”实践活动从2021
年开始，是保护耕地、建设良田、筑牢粮食
稳产保供重大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工程，包
含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分
别开展的“我帮农民护黑土”“我帮农民治
酸土”“我帮农民改盐碱”三大行动。

我市大丰区属氯化物型滨海盐碱地，
盐分含量高、有机质及养分低、土壤结构
差、保肥能力弱等问题突出。长期以来，大

丰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实际、对症下
药，采取降盐、培肥、改善土壤结构为主的
盐碱地改良措施。经过多年努力，土壤有
机质提升，盐分下降，其中小麦增产92公
斤/亩，增产率达 35.4%；水稻增产 52公
斤/亩，增产率达12.3%。该项实践活动助
力解决农民“急难愁盼”的盐碱地改良问
题，推动大丰区成为全国优质粮油生产供
应基地。

建设良田任重而道远。大丰区农业农
村局耕保条线负责人表示，将秉承创新发
展的精神，进一步拓展盐碱地治理改良，充
实耕地后备资源，为农产品生产提供有力
的土地支撑。

大丰盐碱地改良经验入选全国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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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产业链党委
蹚出“致富花”品牌化之路

铁皮石斛产业链党委
做活“石斛+”产业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