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本报讯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第
一个工作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处
执法人员张晓明和同事来到市产品质
量监督综合检验中心，送检煤制品样
本。目前，相关检测正在进行中，执法
人员后期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开展工
作。

春节假期，张晓明和同事们坚守岗
位，根据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通知》《关于从二阶段预警升
级为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不间断、随机开展煤质量执法
检查，严格进行散煤管控。春节7天假
期，共实地走访用煤企业36家、制煤企
业6家，监督促进企业使用优质煤，守
法经营，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严格落实
绿色用煤要求，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防止劣质煤污染我市空气质量，全力保
障市民欢度春节。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还
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在市产品质量监
督综合检验中心，张晓明不断询问。记

者了解到，在前期巡查的基础上，执法
人员将根据检测结果，对非法用煤、产
煤企业依法查处；发现使用劣质煤的，
依法没收劣质煤，并对责任人进行严肃
问责；发现销售劣质煤等行为的，吊销
相关证照，依法予以处理。

从事市场监督执法工作 20多年
来，张晓明始终坚守在产品质量执法检
查一线。工作多年来，他累计办理案件
20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超亿
元，办理的案件没有一起行政复议被撤
销或者行政诉讼败诉，曾获评全国质检
系统执法打假办案能手，为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作出
卓越贡献。他说，执法者是社会公平正
义的守护人，作为执法者，就要充分发
挥自己的力量，把压力转化为高质量执
法工作的动力，以更高起点、更严要求，
办理好每一起案件和投诉，尽心竭力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认真履职尽责，以优
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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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表价格信息为市区价格监测定点集贸
市场平均零售价格。2.本表公布的主副食品价
格均属市场调节价范畴，只反映价格走势，仅供
参考，不作为法定或政策性的定价依据。

欢迎关注
市价格监测中心

微信公众号
“淮安价格监测”

2023年1月淮安市区主副食品价格走势表
淮安市价格监测中心 单位：元/500克

品 名
二级苏北粳米

标准粉
黄豆
红小豆
绿豆
玉米粉
猪肋条肉
猪后腿肉
牛腱子肉
鸡场蛋
草鸡蛋
鲫鱼
花鲢
草鱼
西芹
旱芹
大白菜
青菜
黄瓜
白萝卜
茄子
西红柿
土豆
胡萝卜
菜椒

薄皮青椒
尖椒
包菜
豆角
蒜薹
韭菜
花菜
洋葱
冬瓜
黄豆芽
绿豆芽
菠菜
山药
西蓝花
生菜
蘑菇
平菇
丝瓜
毛豆
蒜头
生姜

蔬菜均价
素鸡
百叶
老豆腐

内酯豆腐(盒)

1月5日
2.9
2.6
4.9
8.2
6.0
2.7
19.5
19.5
47.5
5.6
8.3
11.5
7.7
7.6
4.8
3.0
1.5
4.0
4.3
2.2
4.4
3.8
2.7
2.5
5.3
2.6
4.9
2.0
11.8
8.0
5.3
4.3
2.3
2.3
1.8
1.8
5.3
6.1
6.3
3.8
8.9
6.1
8.3
7.3
5.8
8.0
4.73
5.6
5.9
3.0
1.6

1月12日
2.9
2.6
4.9
8.2
6.0
2.7
19.0
19.0
47.5
5.8
8.4
11.8
7.7
7.6
5.0
3.0
1.6
4.0
5.3
2.2
4.4
3.6
2.7
2.5
5.5
3.3
5.5
2.0
11.9
7.6
5.6
4.4
2.3
2.3
1.8
1.8
5.5
6.3
6.4
3.8
9.3
5.9
7.9
6.6
5.8
7.6
4.79
5.6
5.9
3.0
1.6

1月19日
2.9
2.6
4.9
8.2
6.0
2.7
19.0
19.0
47.5
6.1
8.5
11.8
8.3
7.6
5.3
4.1
1.6
4.5
6.3
2.2
5.1
3.9
2.9
2.6
6.8
4.1
7.1
2.1
14.1
9.0
6.6
4.5
2.4
2.3
1.8
1.8
6.4
6.3
6.5
4.1
9.4
5.6
7.8
7.9
5.8
7.5
5.26
5.6
5.9
3.0
1.6

1月26日
2.9
2.6
4.9
8.2
6.0
2.7
19.5
19.3
47.5
6.2
8.8
13.8
9.5
8.4
5.5
4.3
2.0
5.3
6.1
2.4
5.4
4.8
3.1
2.6
6.8
4.9
7.8
2.1
14.8
9.0
8.1
4.6
2.4
2.3
1.8
1.8
6.0
6.3
6.4
4.5
9.6
6.5
8.5
7.8
5.8
7.5
5.53
5.6
5.9
3.0
1.9

（上接A1版）
怎么办？看着那些每天仍坚持农民画创作

的村民，潘宇苦苦思考并不停走访，很快找到了
对策——走向市场，让农民画的艺术价值变成
商业价值，让农民在绘画中获得收入，只有这
样，农民画创作队伍才能稳固并不断壮大，这种
民间艺术才能得到持久发展。

不久，在政府的帮助下，潘宇找到一位在淮
安做纺织生意的浙江老板洽谈合作，提出用博
里农民画宣传企业和产品。这位浙江老板看着
潘宇带来的内容多元、色彩各异、散发独特魅力
的农民画，一脸惊讶地问：“这些都是农民自己
画的？”

潘宇认真地说，这些画都是博里农民利用
晚上或农闲时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有许多作
品还获得过国内外大奖。后来，这位老板专门
来博里考察。看到作画的农民后，他称赞不已，
当即签下合作协议，并现场订购一批农民画作
品，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和客人。

这一次合作，让作画的农民获得近1万元收
入。看着自己创作的画第一次卖出这么高的价
钱，有的农民开心地笑了，有的农民激动地哭
了。

潘宇的眼中也噙着泪，他信心满满地对大
家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通过画画，我们
以后的收入会越来越高、日子会越来越好。”

紧接着，博里农民画又吸引了一位台湾客
商的关注。经过现场考察后，他和潘宇签下了
360幅作品的订单。

自此以后，不断有企业和单位找上门来洽
谈合作。有一年甚至有10多家企业和单位找潘
宇谈合作。

市场经济潮水的洗礼，让潘宇逐渐认识到，
乡亲们创作的农民画，虽然取得一些收入，但由
于载体单一，无法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实现更大经济效益的载体在哪儿？潘宇苦
思冥想：海报、文化衫、帆布袋……这些都被他
一一否决。

潘宇的妻子擅长传统刺绣。一天，他看着
专心刺绣的妻子，脑海中一个灵感一闪而过：

“刺绣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将其作为载体，
把农民画绣上去！”想到这，潘宇拉着妻子激动
地说，如果将农民画与刺绣相结合，就能赋予农
民画更多的价值，那乡亲们的收入定会成倍增
加。

2008年，潘宇将博里农民画与传统刺绣工
艺相结合，成立了刺绣坊。

在潘宇的组织下，镇里培训了一支约60人
的绣娘队伍。于是，画师们作画、绣娘们刺绣，
将博里农民画引入刺绣之中，创作出一幅幅具
有淮安特色、反映淮安风情的刺绣作品。这些
刺绣作品一经推向市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
仅赢得专业人士的点赞，更赢来一批批的国内
外订单。每年有四五百件刺绣作品远销东南
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2年，博里
农民画和刺绣作品实现产值约660万元。

源源不断的订单，让绣娘们每天忙得不亦
乐乎。潘宇通过“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每
位绣娘每完成一件作品，便可以取得订单金额
70%的报酬，剩下30%的金额分配给刺绣坊和
农民画画师。这样一来，绣娘们每人每月能获
得六七千元的收入，画师们的作品也身价倍增。

小康路上
携手画出共同富裕路

一天，潘宇正在画院给村民上课。一位衣
着破旧、双腿残疾的50多岁男子来到门口，向里
面怯怯地张望。

潘宇招招手，这位男子进了教室，在一张课
桌旁坐了下来。课堂上，一幅幅色彩各异的农
民画深深地吸引了这位男子的目光——从农田
水利到秋收晒粮，从牧牛放羊到荷塘美景，从喜
建屋基到新房落成……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
多么生动的画面。

课后，潘宇了解到，这位男子叫张国伏，几
年前，一场车祸导致他双腿残疾。从家里的顶
梁柱变成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废人”，张国伏
感到整个人生都失去意义，看不到希望、看不到
未来。在家属的劝说下，他来到博里农民画院。

“潘站长，我家里太困难了，我不想做一个
废人，我也想学画画挣钱。”张国伏恳切地望着
潘宇，“可我这么大岁数，文化又不高，还能学会
吗？”

“只要你肯学、有毅力，我就一定教会你，让

你靠画画挣钱。”潘宇肯定的目光让张国伏增强
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张国伏永远记得，那是2018年秋季的一
天，他致残后灰暗的生活在这一天掀开了新的
一页。

由于张国伏腿有残疾、不方便外出，潘宇就
一次次到他家里授课。秋去春来，在他一遍一
遍、不厌其烦地指导下，张国伏慢慢学会了搭配
颜色、构思主题、调整结构等。半年后，他的一
幅画被潘宇推荐参加展览，并绣成刺绣作品对
外出售。

捧着靠画画挣来的第一笔钱，张国伏泪流
满面。

看着这一情景，潘宇心里很不平静。在博
里，像张国伏这样生活困难的人还有多少？能
不能用农民画和刺绣的技艺帮帮他们，让他们
在迈向小康的道路上不掉队？

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潘宇举办了全镇
困难人员农民画和刺绣技艺培训班，为想学画
画和刺绣技艺的农民和残疾人开展系统培训。

培训班上，潘宇请来取得成绩的画师和绣
娘为大家授课。这些画师和绣娘大多文化程度
不高，曾经家庭贫困，通过学习农民画和刺绣技
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得宽广起来、生
活过得精彩起来。他们的农民画作品和她们的
刺绣作品，走出田野、走向世界，不但在国内外
展览、获奖，还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过上了
富裕的生活。

这些画师和绣娘的亲身经历，深深地触动
着每一位听课农民的心。许多人当场向潘宇报
名，学习农民画和刺绣技艺，他们要像这些画师
和绣娘一样，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创
造美好的生活。

为了尽早教会这些农民绘画和刺绣技艺，
潘宇除了每周按时在画院开设课堂外，还经常
带着画师和绣娘走村串户，深入农民家中，开
展农民画教学、传授刺绣技巧。经过近一年的
培训，20多位农民成为画师，10多位妇女成为
绣娘，27位残疾人靠创作农民画有了稳定的收
入。

这一切变化，对于这些曾经贫困的农民来
说，就像做梦一样。他们说，在他们心中，潘宇
是一个真正的好人。2022年，潘宇被中央文明
办评为“中国好人”。

乡村振兴
齐心绘就和谐幸福图

随着农民画创作队伍的壮大以及农民画和
刺绣作品生意的红火，博里农民画院的环境已
经满足不了农民画产业发展的需要。2018年，
在潘宇的努力下，政府在博里农民画发源地博
里村，建设了一座900多平方米的博里画苑，画
苑功能齐全，有培训室、创作室、刺绣坊、作品展
览馆等场所。每周三下午，潘宇在这里给村民
们上课，一拨又一拨的村民，不论刮风下雨，准
时来到这里，拿起画笔作画、学习刺绣技艺，感
受不一样的生活。

优美的田园风光中，这座高规格的画苑不
但成为博里农民的“精神家园”，还吸引众多的
外地画师慕名而来学习交流，成为全国知名的
民间绘画创作基地。

2019年，在博里村农房改善中，潘宇和村领
导全力合作，将博里画苑融入农房改善，打造成
文化旅游与农业旅游相结合的新亮点。农房改
善后的村庄，小桥流水、绿树繁花，一排排楼房
洁白的墙面上，是潘宇带着村里的画师，绘就的
一幅幅色彩斑斓、讲述博里村故事、反映新农村
生活的农民画。

如今的博里村，农民画、刺绣、垂钓、采摘、
农家乐等推动旅游业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每年带动百余万元的经济消费。

有一次，一批外地客人来博里画苑考察交
流。潘宇带着他们游览了改造后的村庄，经过
一户村民家时，一名妇女正指着一位老人抱怨
着什么，老人不敢争辩，低着头，一脸的委屈和
伤心。

看到这一情景，潘宇赶紧让同事把客人带
到另外一个景点参观，他则留了下来，将这位妇
女拉到一旁，了解事情的原委。原来，因为老人

没有及时做好儿媳交代的家务活，导致儿媳不
满。

潘宇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他把这位妇女请
到画苑，给她看了一组乡亲们画的孝老爱亲的
农民画，这些农民画的内容就是村里发生的故
事，有的讲孝顺媳妇一边照顾80多岁的婆婆、一
边照顾90多岁的老妈，有的讲儿女们争着为父
母洗脚、捶背，有的讲儿子为了照顾母亲、从城
里搬回村里居住……

看着这一幅幅反映身边乡亲们孝敬老人的
农民画，这位妇女惭愧地对潘宇说：“潘站长，我
错了。我回家就向公公道歉。以后我也要做一
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媳。”

这件事让潘宇明白，建设美丽新农村，不仅
要村强民富，更要提高村民的文明素质，不能让
村民在文明建设中拖了后腿。

随后，潘宇组织几十位画师，创作了一批反
映孝敬老人、爱护环境、赌博危害、邻里和睦等
内容的农民画，这些农民画在各村巡展后，绘在
了全镇最醒目的建筑物上，潜移默化地教育大
家做一个文明的人。

一天，一位40多岁的男子走进博里画苑，
抓着潘宇的手悔恨地说：“你们在村里的墙上画
的赌博危害的画，说的就是我呀！这些年，因为
赌博，我输得身无分文，搞得家庭不和，你们的
画让我明白赌博永远不会有出路。”

在潘宇的帮助下，这位男子彻底告别了赌
博，拿起了画笔，在博里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描
绘一幅幅反映文明和谐乡村的农民画。

40多年来，小小的农民画，在把博里带向世
界的同时，熏陶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改变
了多少人，潘宇已经记不得了。

然而，这片深情的土地记得，那些富裕的农
民记得，党和政府记得。这些年，潘宇先后获得

“淮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技术
能手”“江苏工匠”“江苏省先进工作者”“中国十
佳农民画家”“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今年1
月，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他江苏“最美基层干
部”称号。

如今的博里，乡村变美变和谐了，人们变富
变文明了，走在这片厚重而和美的土地上，潘宇
常会想起那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通讯员 徐佳艳

本报讯 近日，中国红十字总会
公布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
单，我市杨玉琴入选。

作为淮安市红十字会爱心志愿服
务队队长，杨玉琴带领团队先行先试，
关爱服务计生失独家庭。作为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她发挥自身优势，用心
陪伴与帮助，赢得失独人员的信赖，被
亲切地称为“爱心姐姐”。她发挥志愿
服务队队长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牵头组建应急小
组，设立爱心捐助平台，多方奔走募集
资金、采购物资，向困难群众捐赠价值
31万余元的防疫物资。组织红十字
志 愿 者 7626 人
次，发放宣传单2
万多份，协助 11
个社区23个疫情
防控点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有力发挥了红十字促进社
区治理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杨玉琴带领市红十字会
爱心志愿服务队，不断强化公益服务
作用，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6场
次、健康知识讲座16场、道德讲堂27
场。在儿童节、重阳节等节日，走进
孤儿院、敬老院，为孤儿和老人提供
剪指甲、梳头、洗衣服等服务；联合医
务志愿者定期开展爱心义诊、义务理
发等活动；成立互助小组开展同伴互
助活动，帮助失能老人洗衣、打扫卫
生；为失依儿童、留守儿童、计生失独
第三代孩子提供线上线下免费辅导，
提供助学金，帮助69名困难学生圆
了大学梦。

我市一人获评
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处：

治理劣质煤污染治理劣质煤污染 守护蓝天白云守护蓝天白云

“救”在你身边

近日，清江浦区长西街道
长西社区开展“‘救’在你身边”
急救知识普及进社区活动，近
30名党员楼栋长、微格长及社
区工作者参加活动。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 讯 员 卞海荣

这是一幅和美的乡村画卷

■融媒体记者 黄 煌
通 讯 员 吕 艳 王大春

本报讯 去年以来，清江浦区淮海
街道党工委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深入
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统筹推进文明
培育、文明城市建设和文明实践融合发
展，推动居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不断提高。

文明风尚培育迈出新步伐。该街
道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强国
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举
行“红色轻骑兵宣讲”启动仪式，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推进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社区、进小区、进家
庭。

大力倡导学习典型争当先进。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在理论宣讲、疫情防
控、文明建设等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
用，凝聚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积极培
育新典型，打造一批最美小区、最美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培育一批“有事好商
量—‘码’上议”工作“百优”先进典型；
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组织
政协委员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关爱帮
扶活动，开设“快乐星期六”书法公益培
训班等，结合“书香淮安”阅读推广，组
织未成年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该街

道优化点位值守，以双月考评和重要单
元达标考核为抓手，对9条主次干道、8
条背街后巷和58个居民小区值守人员
进行调整优化，优先选派街道中层干
部、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点位长，将文
明城市建设责任落实到人、融入日常。
强化问题攻坚，召开重难点问题攻坚推
进会，组织城管、物管和社区围绕不文
明养犬等整治行动进行双向交办；坚持
整体联动，构建城市长效管理和辖区交
通秩序管控“两张信息网”，合力抓好常
态化秩序管控。量化日常考核，将考核
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从制度层面确保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文明实践成果闪烁新亮点。该街
道以承办全市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为

契机，在抓好街道（社区）16支志愿队
伍建设的同时，通过组织淮海商圈拔
河邀请赛、政企银座谈会等活动，不断
拓展合作平台，加强与市检察院、中国
电信淮安分公司等驻区单位交流；坚
持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锤炼队伍，组织
党员突击队、民兵应急队冲在一线、干
在一线。

该街道邀请专家围绕做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宣传工作开展研讨交流
和辅导，提升街道宣讲队员理论宣讲能
力；举办文明实践平台操作培训会，将
点单派单、储蓄积分等操作环节从线下
搬到线上，为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提
供制度保障。

清江浦区淮海街道：

居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