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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
盐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

盐渎县，属广陵国。至秦，境内“已兴煮海
之利。”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浮江而
下沿海北上去东海寻仙问药途中经过盐
渎置县前古境，留下拴马桩之“铁柱冈”传
说（明·杨瑞云《万历盐城县志》）。盐渎设
有铁官（汉·班固《前汉书》）。盐渎盛产海
盐，用铁较多。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朝廷在全国各地设铁官时，盐渎系
全国49个铁官所在县之一（宋·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东汉灵帝熹平元年
（公元172年）冬，富春人孙坚在平定会稽
许昌、许韶父子造反中立下大功，被朝廷
任命为盐渎丞（晋·陈寿《三国志》）。在盐
渎丞任上，孙坚不仅将父母带在身边，还
为喜欢种瓜的父亲挖了一口深井灌溉浇
地，后世称之为“孙钟井”“瓜井”（明·杨瑞
云《万历盐城县志》）。汉献帝建安二十五
年、延康元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公元
220年），盐渎县废。西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年），盐渎县复置，属徐州广陵郡（周振
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东晋义熙九年
（公元413年）三月“义熙土断”（沈约《宋
书》）中，盐渎县改名为盐城县。

古镇
1.富安：位于东台市南部，南唐升元

元年（公元937年），设海陵监，虎墩场属其
管辖。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范仲
淹请修捍海堰，从现富安集镇（初名虎墩、
虎阜）经过，因虎阜富庶安定，故名“富
安”，寓“富裕安康”之愿。

2.安丰：地处东台市南部，唐开元建
置，初名“东淘”，宋范仲淹率修捍海堰，御

潮灾，解民悬，乃更名“安丰”，寓“民安物
丰”之愿，体现了千年以来，人民对安居乐
业，丰衣足食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时堰：地处东台市西南部，明正统
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有梅姓者由
安丰迁居此处筑圩，初名梅家圩。清·乾
隆年间（公元1736年~1795年），圩坝筑成
后仍有洪水危害，民众认为不吉利，后改

“梅”为“时”，圩乃“堰”意，故名“时堰”。
古村落

1.草堰：位于大丰区草堰镇，秦汉时
期人们就在这里从事渔、盐业活动，南北
朝时有“堰”之名。历史记载：“南朝宋武
帝刘裕避兵于草堰卧龙桥”，距今已有
1600多年的历史。

2.丁溪：位于大丰区草堰镇西南2公
里处，度海滨淤积平地，古称“虎墩，亦名

“丁渚”。北宋初期为淮南产盐之地，当时
版图为楚州盐城监，后为泰城海陵监，北
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设盐场场治于
丁溪，称“丁溪场”，直至清乾隆十一年（公
元1746年），因海水东移，丁溪场盐课司
东迁五十里至沈灶，前后设场置于丁溪古
镇达700多年，古镇也以盐为主发展成为
闻名大江南北的商贸集散地。

3.陶庄：位于东台市时堰镇西南角，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江西籍陶姓
和尚，名陶宗桃，相传是东晋大诗人文学
家陶渊明的后代，因不满朝廷苛政遂起反
抗，被官府通缉捉拿，后辗转逃难、改名换
姓隐居于“蔡花黄村”，他精通武术、深谙
医道，匡扶正义、悬壶济世，被乡亲称为活
佛，为了感恩和纪念陶宗桃，乡亲们将蔡
花黄村改为陶庄村。

曾是下岗工人的姜苏凯，
深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十多
年前在外打工时就乐善不倦，
坚持扶困助学，如今回乡创
业，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公益理
想，希望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
会。

“不给政府添麻烦，不给社
会添负担。路边开个馄饨店，
一家老小混口饭……”在响水
县城长江西路“麻雀头馄饨
店”，店主人姜苏凯一边端着馄
饨，一边说着自编的顺口溜。
因留着一头长发，他被人称为

“长发哥”。谈起创业历程，他
嘴里的“顺口溜”是一套一套
的。这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
店内墙挂满了各种宣传喷绘，
讲述了姜苏凯人生旅程、创业
故事和爱心传奇。

1991 年秋，原张集乡姜圩
村 4 组青年姜苏凯高中毕业，
应聘于响水县第二建筑公司，
负责后勤工作。2013 年，二建
公司破产重组，当时才31岁的
姜苏凯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面对没有工作的妻子和嗷
嗷待哺的孩子，姜苏凯毅然走
出家门，到浙江慈溪打工。在
以后的人生历程中，他做过工
地监理，卖过自行车，成立了响
水首家单车俱乐部和“狼迹天
涯”户外俱乐部。

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姜苏凯的单车俱乐部和户外俱
乐部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今年
元月18日，老姜穿起了围裙，包
起了馄饨。有人说他拉不下这
个脸，但是他硬是撑过来了，而
且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生意好了，做人的良心不
能变，把顾客当家人的初衷不
能变，食材的品质同样不能
变。为了保持馄饨的形状和口
感，无论生意多忙，姜苏凯夫妻
俩都是现包现卖。包的馄饨外
形如同麻雀头，边似荷叶，底若
金莲。

“长发哥”的馄饨店出名
了，面对来自八方的赞誉，整天
忙碌的姜苏凯胸膛里始终跳动
着一颗关注弱势群体的爱心。
早在十几年前，姜苏凯在浙江
慈溪打工时，就牵头组建了爱
心群，那些年，他关爱云南贫困
学童、浙江白血病男孩、河南艾
滋病孤儿等，总计捐款10余万
元。后来他回乡创业，将爱心
群转交给浙江慈溪当地人打
理，现在已注册了公益组织，将
姜苏凯的爱心接力下去。

如今再创业的姜苏凯，仍
有一颗滚烫的爱心，他希望把
馄饨店经营得更好，有实力去
关爱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汪正清 记者 宋晓华

盐城这些“名字”有来头

7个地名入选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盐城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民政局

获悉，根据省民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等6部门联合下发的《江苏省地名文化
遗产评定办法（试行）》文件精神，经各
县（市、区）申报，市级相关部门和专家
论证评审，我市1个古城、3个古镇、3个
古村落，共7个地名被列入盐城首批市
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对于老地名的保护，专家认为，一
个特定的区域，如果它具有悠远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老地名”就是这种“悠
远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种标识，
一种外在的表征。“将一些文化价值丰
富的地名列入保护名单，对于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留住盐城人的乡愁记忆，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第一批地名保护的选择上，
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地名沿用时间较长、
地名文化内涵丰富，并有重要传承价值
和知名度较高的古城、古镇、古村落地
名。地名从古至今，延用千百年，十分
不易。现在老地名、小地名消失速度很
快，将一些富含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气
息的地名纳入保护名录，就是为了保护
这些地名，使其能够一直延用下去。一
旦列入名录，这些地名就不能随意更
改、撤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强地
名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深入挖掘地名
文化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
动，提高全市地名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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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首批市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苏翠1号”梨获省优质早熟梨金奖
盐城晚报讯 近日，江苏省第四届优

质早熟梨品鉴活动成功举办，由位于盐都
区龙冈镇的盐城市果树良种场选送的“苏
翠1号”梨喜获“金奖”。

“苏翠 1 号”梨由江苏省农科院园艺
研究所于 2003 年杂交选育而成，为优质
早熟梨大果型梨品种。果实丰、产性好，
平均果重 260 克。果面平滑，肉质细脆，
汁液多，味甜，品质上乘。

江苏省第四届优质早熟梨品鉴活动，
邀请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长期
从事梨新品种选育、生产以及推广工作的
14位省内外评鉴专家，采取先编号后盲评
的方式，针对外观品质（果实大小、果皮色
泽、果面光洁度、果形、整齐度）和内在品
质（肉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汁液含量、
风味）等多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判打
分。来自全省194个主体选送的270份样
品参加评比。经过专家严格的评审，50个
样品获金奖，80个样品获银奖。

顾仁洋 记者 陆荣春

“长发哥”姜苏凯回乡创业

以诚信经营回馈社会

■ 图说新闻

7月23日，亭
湖区新洋街道圩
洋村网格员入户
走访，开展社会治
理网格化服务满
意度和安全感的
调查，同时为老年
人普及防诈骗知
识。

花艳 摄

7 月 25 日，
亭湖区新丰社区
党委利用暑期间
隙，为辖区儿童
开展“七彩夏日”
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丰富了孩子
们的暑期生活，
同时帮助未成年
人树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

顾佾 陈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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