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淮安市纪家
楼实验学校为一年级
新生举行特别的入学
仪式——开展国防教
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在
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
增强国防意识。

■通讯员 侯育永

国防教育

9月16日，淮安市小学“融学课堂”教学观摩暨学初教研工作研讨会在
市人民小学举行，来自市直及县（区）的22名教师为大家呈现22节不同学
科的精彩课例，市直及各县（区）教研员就新学期学科教研活动展开研讨。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和线下的方式举行。 ■通讯员 任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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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期间，位于淮涟路边的周集村内人头攒动，前来游玩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整齐排列，干净
整洁的水泥路延伸至村庄的各个角落，散落的树叶铺满了林间小道……秋日的周集景色迷人，让人流连忘返。近年来，涟水
县保滩街道周集村通过公共空间治理招引农旅项目，建设“红色铸魂、绿色筑基、童趣调和”的多彩周集，有效提升村庄“颜值”
和“内涵”，打造淮涟地区乡村慢生活基地和淮安城市后花园。

村居变景区，拓宽富民路

周集村党总支书记周林会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上
任后第一天，发现该村的账面上只有3000元钱。只有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有了钱，才能更好地为群众谋
福祉，周林会想。

“我们村距离市区和涟水县城都只有十几公里，古
淮河从村旁流过，树多水多，村里也有一些废弃林地，搞
农旅项目十分合适。”为此，周林会利用自身人脉关系招
引“童话森林”农旅项目。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建设，当初
的废弃林地变身充满乐趣的“童话森林”，攀爬设施、萌
宠乐园、彩虹滑道等一一建成。据介绍，游乐园每年给
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6万元、物业服务费10余万元，村
民也受益。村民严杭州一家以前住在林地，道路不通。
游乐园开建后不仅打通了道路、美化了环境，他的收入
也增加了。“我在游乐园打工，每月收入2000元，加上每
年1000多元土地租金，日子比以前好多了。”严杭州说。

此外，通过多方走访调研，立足特色田园乡村发展
定位，周林会牵头注册成立了周集农副产品合作社和昌
瑞物业公司。农副产品合作社帮助农户代销黑玉米、黑
豆、黑芝麻等“五黑”特色农产品以及葡萄、桃子等应季
鲜果，不仅促进集体经济增收，还能带动群众致富。昌
瑞物业公司不仅解决了村里30多名闲散人员的就业问
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今年以来已为村集体
经济增加收入15万元。

公共空间治理公共空间治理““金钥匙金钥匙””
开启乡村振兴开启乡村振兴““幸福门幸福门””

保滩街道周集村保滩街道周集村：：

田园变花园，展现高颜值

“现在村里环境太美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乐游玩。”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周集村组织广大群众
和志愿者投身环境整治，清河塘、清沟渠、清存量垃圾、
改旱厕、绿化水岸路边等，扎实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近年来，该村共疏浚河道2.4公里，架设路灯
160盏，新铺设道路1.6万平方米，拆除破损建筑物57
处，地表清杂11.7万平方米，喷涂蓝色彩钢屋顶及墙面
10000平方米，绘制墙体画350平方米。“村里这几年变
化真大，图书室、活动室、健身广场都建起来了，还定期
组织观看电影、开展文艺表演，丰富了我们的生活。”81
岁的周奶奶说。

记者发现，在周集村每家每户的家前屋后都种上了
黄花菜。黄花菜现在是绿油油的一片，它既美观又能增
加收入。“今年我们村里买了20多万株黄花菜苗发放到
每户村民手中，大家利用家前屋后的闲散土地种植。村
里统一收购后进行深加工，产品不愁卖，老百姓也有信
心干。”周林会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新打造的百姓食堂
将于国庆期间正式投入使用，完善“童话森林”文旅项目
配套设施。

“村庄的‘颜值’提升了，‘内涵’也要丰富。”周集村
修订了新版村规民约，成立村庄治理督促评比小组，组
织开展“最美庭院”“文明家庭”“好儿媳、好公婆”系列评
比活动，倡导乡风文明，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历史变资源，打造特色路

周集村在整治提升环境的同时，注重红色资源
的保护利用。该村在村民活动广场为革命烈士修
建雕像，让群众接受红色教育，还邀请专业设计公
司在老红军姚富成墓旁修建五角星雕塑，将此打造
成红色教育基地，供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学习。“红色
资源就是‘红色引擎’，打造教育基地不仅可以将宝
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还能有效吸引客流，带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周林会说，未来，周集村将全力
打造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生态绿色发展为基础、乡
村亲子自然游学为路径、特色农产品为抓手的特色
田园乡村。

在周林会大刀阔斧地改造下，一个带着江南乡
村古韵又散发着新时代时尚气息的“新周集”惊艳
面世。“去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达到31万
元，今年预计达到60万元。未来，我们要充分调动
资源，把农耕文化研学游、红色体验游、赏花观光游
等主题游览线路产品化、市场化、品牌化，让之成为
周集村的特色名片，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体验好山
好水。”对于未来，周林会有着新的思考。

美丽的村居环境

童话森林乐园一角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刘刘 华华 左文东左文东 王王 昊昊
通通 讯讯 员员 靳正友靳正友

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基地

葡萄喜获丰收葡萄喜获丰收

保持“赶考”姿态 崇尚创新实干
淮安生物工程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

■通讯员 姚 君

本报讯 近日，淮安生物工程学校
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校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根据会议
安排，副校长赵守东传达了市委八届四
次全会精神。校党委书记、校长韩永胜
要求全体教职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
实市委八届四次全会精神，确保中央、
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百年淮农”更好
地落地落实，在勇挑大梁中交出一份合
格的“淮农答卷”。

韩永胜指出，这次会议是坚守政治
定力的宣示会、是迅速进入状态的收心
会、是全力冲刺目标的誓师会。要同心
同德、稳扎稳打，以低调务实的作风确

保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全体教职工以“两个确立”为
指引，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线，以“三个
强化”为抓手，以内涵建设为核心，以

“五育并举”为导向，以协同育人为拓
展，以人才强校为支撑，以师生员工满
意为动力，在党建、民族团结、教学科
研、学生工作、产教融合、队伍建设、后
勤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取得可喜成绩。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要以临危见机的
眼力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从
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看，“百年淮农”正
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面对这样
的形势，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善于审时
度势，化挑战为机遇、转压力为动力、变
劣势为优势，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持续增强

上级组织的“认可度”、师生员工的“满
意度”、社会各界的“赞誉度”。要把握
大势、坚定信心，勇于担当、争先创优，
守住底线、不闯红线，让“百年淮农”焕
发青春成为淮安城市复兴梦的一个精
彩篇章。创新为先、实干为要，要以“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推动“百年淮农”精彩

“蝶变”。全校上下要紧紧围绕“升格创
建保成功、目标考核争第一、办学评估
稳通过、专业建设创品牌、产教融合有
影响、校企合作大提升、校园文化显特
色、作风建设见成效”目标，坚持系统化
抓统筹、项目化抓落实、节点化抓推进、
成果化抓展示，持续推进学校各项教育
教学工作实现更大突破。具体要坚持

“七个聚焦”。一是聚焦“党的领导”这
一硬核力量，全力加强党的建设；二是
聚焦“精准攻坚”这一工作方略，奋力推

动升格创建；三是聚焦“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任务，努力培育时代新人；四是聚
焦“铸魂赋能”这一重要抓手，强力打造
一流队伍；五是聚焦“服务大局”这一关
键目标，着力深化产教融合；六是聚焦

“后勤保障”这一有力支撑，倾力夯实发
展基础；七是聚焦“从严从实”这一具体
要求，合力加强作风建设。

校党委副书记石国安就贯彻会议
精神和抓好当前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三
点要求，一是学习贯彻再深入；二是重
点工作再攻坚；三是作风建设再强化。

会上，对2022年全国技能大赛一
等奖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2022年省
教学大赛获奖教师和班主任能力比赛
一等奖获奖教师、联院和校级优秀教师
进行了表彰和颁奖。

淮阴商业学校召开2022级新生导师工作会议
■通讯员 程 焱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构建和完善学校“三全育
人”工作体系，近日，淮阴商业学校召
开2022级新生导师工作会议，校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会
议。大会宣读《关于表彰2021—2022
学年优秀导师的决定》，校党委书记、
校长程永清等校领导为11位受表彰的
同志颁发优秀导师证书。颁奖仪式
后，宣读了受聘为2022—2023学年导
师的51名同志名单。

程永清从学校开展导师制工作三
年来取得的成绩、面临的挑战和下一
阶段工作思路三个方面作工作报告。
他指出，导师工作不仅推进了学校“三
全育人”工作，而且提升了学校的教科
研水平和办学美誉度，要完善制度，优
化机制；明晰任务，尽心尽责；挖掘典

型，打造品牌；凝心聚力，立德树人；勇
于创新，不断探索。受聘同志要帮助
学生制定好个性化成长方案，履行好
思想教导、生活引导、职业指导、专业
辅导、心理疏导等职能，切实把学校的
导师制工作打造成增强职教适应性、
彰显商校办学特色的金字招牌。

三树小学开展军训活动
■通讯员 蔡大刚

本报讯 近日，淮安市三树小学
五、六年级学生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军
训活动。

为了做好本次军训工作，该校聘

请两名优秀退伍军人担任教官。军训
中不仅有队列动作训练，还有趣味体
能、国防知识讲座等活动。通过军训，
规范了学生的行为举止，磨砺了学生
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学生的国防观念，
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脚下乾坤
■于晓凡

当晨曦初临华山石壁，九千级石
阶上，华山挑夫的脚步从容稳健地缀
着。

挑夫的脚步踏着紧慢有致的节
奏，独抒智慧的生活与灵性。华山石
阶九千四百二十六级，有经验的挑夫
熟稔了这山的皱纹，灵活掌握着上下
山的节奏。在中气有力的节奏下，是
挑夫们踏实认真、力求至善的匠者心
魄。传闻华山挑夫一杯水，上山下山
不洒水，这需要对节奏的何等掌控
力！挑夫们在华山上行走了五千年，
稳健平缓的节奏早已融入了血肉，成
为世代承袭的执念。

“不出山了，这样的节奏，惯了，乱
了会慌的。”偶有挑夫被拦下访询，回
应的总是一口满足自适的白牙和继续
前行的节奏声。华山挑夫大多是父子
相承，世辈与山间松柏为邻，遵循着与

华山石刻一般古老的节奏，不夹杂一
点俗世的音符。很多人不解他们的执
着与从容，就像不解鄂伦春人的信仰、
不解藏民的虔诚。华山挑夫按着自然
的节奏在崖间繁衍生息，与世人脱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独写成华山峰顶
上的一首绝唱。

曾疑惑挑夫的节奏为何如此独立
于管弦，在山间独成一曲人与自然的
协响。王船山一语解道“夫挑山者，以
俗身传古风”，实为中肯。挑夫们将生
命充盈于苍茫华山之中，饱吸山川之
气，正是古人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

举目，看着山路上斜行的黑点，想
起了阿城笔下的骑手，这样的自如节
奏在世间能听闻几次？又岂限于世外
之境？

华山石阶上，挑夫的节奏依旧，向
着山间而去。

（作者为南师大泰州学院人文传
媒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