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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浩然 见习记
者 刘景文） 7月25日，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赴射阳县、亭
湖区视察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光球参加。

代表们先后来到西德力风机有
限公司、幸福华城、射阳中石油昆仑
燃气有限公司、黄沙港国家中心渔
港、韩金模塑公司、万科翡翠书院、万
豪酒店、迎宾南路社会面小场所等现
场，详细了解工贸企业、“厂中厂”、社
会面小场所、海洋渔业、高层建筑消

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刘光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
压实各方责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要坚持目标导向，集中攻坚行
动，全面排查重点场所和关键环节，
对安全隐患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及
时消除。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部门
联动，整合资源力量，总结推广好的
经验做法，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取
得实实在在成效。

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殷俊杰 见习记
者 张咪） 7月25日，唐山市政协副
主席全荣哲带队来盐考察调研“绿色
低碳发展”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徐龙
波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射阳县零碳
社区、国网盐城供电公司怡宁能源科
创产业园等地，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参
与场景互动体验，深入了解我市绿色
产业发展、清洁能源体系建设、低碳设
施规划运营等情况。调研组认为，盐

城作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探索构建产业结构、能源体系、生活方
式等诸多层面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
勇当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

“碳路先锋”，有许多好的经验做法值
得学习借鉴。希望两地政协加强合作
交流、互学互访互促，共同探索绿色低
碳发展的创新理念、实践路径，为助力
两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

唐山市政协来盐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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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梦）日前
记者获悉，来盐追寻父辈足迹
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
长、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在离
盐之际赠给盐城两首诗作，表
达此次重回盐城的欣喜之情。

1942年5月25日，在抗战
的烽火岁月里，陈毅的第一个
孩子在苏北阜宁出生。陈毅给
孩子取名为昊苏，祈愿“红日东
升，照耀江苏”。同年年底，根
据抗战形势需要，新四军军部
从阜宁停翅港转移到黄花塘。
不得已之下，陈毅将孩子寄养
在开明士绅邹鲁山家中，直到
1943 年端午前夕才派人接
回。在这8个月中，邹鲁山全家
冒着极大的风险尽心尽力呵护
陈昊苏成长，展现了老区人民对
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爱戴之
情。此后的岁月里，陈昊苏时
常将盐城称作自己的家乡。“陈
毅托子”的故事，也成为广为流
传的新四军红色故事之一。

陈昊苏赠送给盐城的两首

诗作，分别是古体诗《重回盐
城》和现代诗《时空跨越的对
话》。在《重回盐城》中，82岁
的陈昊苏表达了“故土重回忆
早年”的缅怀之情，也透露着对
盐城未来发展的祝福“大国新
型现代化，千红万紫祝和平”。
在现代诗《时空跨越的对话》
中，陈昊苏的情感则更加直接：

“阅读前人留下的抗战华章，徜
徉在红色热土美丽城乡……在
时空跨越的对话中，新的一代
迎难而上不懈进取再创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元帅
当年在盐城也多有诗作传世。
最著名的就是1942年6月11
日首次刊发在《盐阜报》上的
《梅岭三章》。新四军在盐城重
建军部后，陈毅为了根据地建
设，与本地乡贤杨芷江、庞友兰
等人多有诗文往来。发表在
《盐阜报》上的诗作，以《诗六首
寄庞杨两先生》为题，其中“旧
作五首”，就包含了日后广为流
传的《梅岭三章》。

重回盐城

十夸八九追长路，故土重回忆早年。

铁军将士驱敌寇，共创人民胜利天。

风云大战到于今，民族复兴古道新。

湖海豪情还继续，中华向富创恒春。

忠诚挚爱跟随党，世纪腾飞圆梦想。

龙凤呈祥祝福多，鲜红伟业同心仰。

人生近百盼康宁，家国情怀日月明。

大国新型现代化，千红万紫祝和平。

时空跨越的对话

阅读前人留下的抗战华章，

徜徉在红色热土美丽城乡。

在时空跨越的对话中，

留下深情的感悟继志的诗行。

听唱中国式现代化的豪情壮歌,

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

在时空跨越的对话中，

新的一代迎难而上不懈进取再创辉煌！

1942 年 6
月 11 日，陈毅
所作的《梅岭三
章》首次刊发在
《盐阜报》上。
当时标题为《民
国廿四年梅岭
被围绝笔》。

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赠盐城诗作两首

愿愿““家乡家乡””不懈进取再创辉煌不懈进取再创辉煌

□记者 倪静

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传来消
息：经过半年的努力，两位盐城籍烈
士——廖大柱和傅正贤的后人终于
找到。这场跨越时空的寻亲之旅，在
市、县、镇、村四级联动以及寻亲志愿
者王孝和的帮助下，取得圆满的成
功。

一封特殊来信

1月 23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收
到一封来自山东微山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来信，信中请求协助寻找9位
盐城籍烈士的亲人。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主要负责人要求烈士陵园管理

处即刻行动，与山东方面紧密合作，
共同开展这场寻亲之旅。

市烈士陵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迅速行动，对《盐城籍在微山湖英烈
纪念园安葬的烈士名单》进行细致的
整理和核查。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发
现廖大柱和傅正贤两位烈士的籍贯
信息，并将这一重要线索转发至市、
县、镇、村四级联动的寻亲工作群。
一场跨越时空的寻亲接力就此拉开
序幕。

寻亲中重要发现

廖大柱烈士家的原地址为建湖
县庆丰公社自力大队廖家庄，后并入
庆丰镇北秦村，现为庆丰镇廖庄村五

组。通过查阅家谱和走访老干部，寻
亲工作人员了解到烈士有兄弟姊妹
四人，其中兄弟廖大玉已去世。侄子
廖启太，曾为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工
作人员，现已退休。

傅正贤烈士家的原地址为建湖
县镇西大队徐北生产队，现为建湖县
近湖街道镇西居委会。走访村中老
人后，得知傅正贤烈士兄弟三人，他
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均已离世。大哥
的女儿，即傅正贤的侄女傅金银及其
家人早年定居扬州，是此次寻亲的另
一重要发现。

据悉，两位烈士的亲属将在寻亲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前往微
山湖英烈纪念园祭扫，以最深的敬意
完成这场迟到79年的“重逢”。

让更多烈士“回家”

此次寻亲的工作，展现了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在寻亲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工作
模式，凸显市、县、镇、村四级联动机制的
高效协同作用以及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
的重要性。在“为烈士寻亲”工作中，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构建了一个覆盖各级行
政区划的紧密工作网络，确保寻亲信息
的快速流通和有效执行。同时，志愿者
的积极参与也为寻亲行动注入活力，展
现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完善这
一工作模式，加强联动机制建设，深化
与社会各界的协作，以更加专业的方
式，让更多的烈士能够“回家”。

四级联动，助力两位盐城籍烈士成功寻亲

□记者 尹佳 曾路婵

“年纪大了，种不了田，这个手工
活做起来轻松，一年还能有三万多元
的收入。”7月24日，大丰区刘庄镇龙
心村村民杨银和老伴在家中一边做
着手工活，一边乐滋滋地算着账。说
话间，杨银将一根粉红丝带翻转两圈
打上胶水做成蝴蝶结，老伴再把蝴蝶
结粘到缝制好的发卡扣上，一个完整
的蝴蝶发卡就做好了。

昔日闲置的劳动力，如今在手工
经济的带动下焕发出新活力。“村里剩
余劳动力多，布艺饰品加工流程简单，
很适合在我们村里发展。”龙心村党总
支书记杨卫回忆，早在2016年，他在
义乌国际商贸城签下第一笔布艺饰品
加工订单，开始先行示范。目前全村
已有7个加工点，带动200多户参与，
每户增收2万元左右。

经过短短数年传承与创新，“手工
二代”正崭露头角。竞赛村村民陆倩
倩在大学毕业后回家帮父亲一同经
营工厂，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传统手
工艺，实现从“来料加工”到“来图加
工”的升级。“之前是根据客户的来料
进行简单的加工，现在是根据客户提
供的设计图进行个性化设计，实现从
原料设计到生产加工一条龙服务。”陆

倩倩介绍，工厂已从原来的10台机器
扩产到 30 多台，并通过跨境电商板
块，将手工经济辅料加工推广到海外
市场。

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线上
直播成为连接产品与消费者、传统工
艺与现代市场的新桥梁。在龙心村直
播间内，村民陈岗正对着镜头展示一
件件精美的小手工，吸引越来越多网
友进入直播间互动并下单。在陈岗看
来，通过直播，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
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能让老百姓得到
更多实惠。

在刘庄镇，手工经济的发展不是孤
立的，而是一个村连着一个村、一个项
目带动一群项目的生动实践。友谊村
和龙心村结对成立的“巧姨手工坊”是
村联办的典范，友谊村自筹资金购置机
械，龙心村负责提供订单。由于设备较
为先进，“巧姨手工坊”实现从手工到全
自动化针织半成品再加工的转化，产品
竞争力和附加值得到提升，预计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10万元。

从传统的来料加工到现代的个性
化设计、从家庭小作坊到线上直播，刘
庄镇的手工经济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发展中不断创新。截至2023年底，
全镇共有手工经济加工点73个，加工
从业者1670人，销售额1亿元以上。

小手工编出亿元大“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