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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志文

本报讯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
个国家宪法日。为开展好今年的“宪
法宣传周”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近日，淮安区车桥水利
站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习宣传
宪法活动，进一步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车桥水利站党支部要求全站干部
职工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
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要充分认识

学习宪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加大宣传
力度，在全站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要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立足本职岗
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坚持服务
群众、服务乡镇水利事业目标。

该党支部通过组织职工参加网上
法律知识竞赛、张贴宣传画等形式，加
深大家对宪法的了解，增强了干部职
工学法守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讯员 局 办

本报讯 近日，以“传承革命精神
勇担强国使命 赓续红色基因 共育
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江苏省高校红色
文化协同育人暨爱国主义“行走的大
思政课”活动在周恩来纪念馆举行。
该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和
驻苏9所部属高校主办，中国矿业大学
承办，淮阴师范学院、周恩来纪念馆和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协办。

活动中，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
刘波，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周恩来纪念馆馆长祁素娟，淮海
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主任贾萍分
别代表部属高校、红色场馆致辞，详细
介绍了通过校地合作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的主要举措和实践成果。省教育厅
一级巡视员徐子敏对此次活动予以充
分肯定。

活动现场，中国矿业大学学生表
演情景朗诵节目《红色家书》，诵读了
革命烈士江竹筠、夏明翰、赵一曼在狱
中写给家人的书信，大家共同感受红
色家书背后革命信仰的力量。

参加活动的师生来到周恩来纪念
馆，沉浸式感悟周恩来崇高品质。在
周恩来研究资料中心报告厅举办的思
政研学课堂上，淮阴师范学院学生表
演情景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真
实再现了少年周恩来的爱国情怀和远
大志向。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
施春生以《跟周恩来学自我革命自我
改造》为题进行现场授课。

■通讯员 徐 枫 陆治城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淮阴区
社区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能力和素
养，推动社区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强各社区教育中心之间的交流与
学习，12月9日，由淮阴区社区教育
委员会主办、淮阴区长江路街道社区
教育中心承办的2023年淮阴区社区
教育师资队伍专题培训班开班。

淮阴区教体局机关党委书记刘金
春、洪泽区教体局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
科科长尹奇、淮阴区教体局职业教育与社
会教育科科长张亮、区内各镇（街道）社区
教育中心校长等50人参加本次培训。

上午，全体社区教育工作者赴淮高
镇大福村社区教育基地，大福村党总支书

记胡海荣围绕大福村农耕文化、基地布
局、农作物特色、幸福院建设等方面，向大
家详细介绍了社教基地建设的定位和发
展方向，讲述了打造一个集休闲娱乐、教
育参观、养老为一体的多功能“田园+养
老”式农耕园的重要性。

一行人在马头镇“枚乘书院”开展实
境教育，大家走进“奇文醒世”“平语近人”

“清口沧桑”等展厅参观，详细了解枚乘的
生平及其代表作《七发》。大家表示要持
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凝心聚
力、携手共进，为助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随后大家来到“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丁蓉蓉创立的荣大农业科技产业园冰草
基地，感受乡村创业“新农人”的新理念、
新技术和新手段。大家表示，作为社区教
育工作者，要深入挖掘“新农人”和“新农

村”背后的故事，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
最后，大家参观了“花趣园”“菜趣园”

等，园区内众多传统文化与地方元素相结
合的景观引发大家浓厚的兴趣，大家详细
了解农业科技，享受田园乐趣。

下午，在淮安市长江东路小学举办了
淮阴区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专题培训会议，
会议由张亮主持。尹奇为大家带来了一
场题为《社区教育品牌建设》的精彩讲座，
在专家的指导下，淮阴区社区教育工作者
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区教育品牌建设有
了清晰的思路，开阔了视野，提升了业务
素养。

区社区教育学院、棉花庄社区教育中
心、王家营社区教育中心负责同志分别作
交流发言，详细介绍了其开展社区教育工
作的经验做法。

会议还就江苏学习在线、学分银行数

据填报工作、省市工作要求等作了指导与
培训。

刘金春指出，各社区教育中心要进一
步加强宣传引领，强化内涵发展和考核评
价，全面提高全区社区教育的整体工作水
平。张亮向为淮阴区社区教育事业付出
努力的社区教育中心和学校表示感谢，围
绕如何扎实推进2024年社区教育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压紧夯实责任、加强督查推
进、强化结果运用。

全体社区教育工作者将以此次培训
为契机，开新局、谋新篇，继续探索适合淮
阴区社区教育工作的新路径，促进社区教
育均衡发展，让终身学习理念深入人心，不
断激发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热情，让终身
教育成果惠及群众，促进淮阴区社区教育
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发
展、提升居民素质和幸福感持续贡献力量。

推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淮阴区举办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专题培训班

淮安振东建设有限公司申报的东城臻雅苑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工程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鸿海
路西侧、宏恒胜路北侧。现建设单位根据已批准的总
平面方案并结合各管线单位意见，进行了管线综合方
案设计（详见管线综合总平面图）。

现对该方案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年
12月13日至2023年12月22日，公示地点为《淮安日报》、淮安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http://zrzy.jiangsu.gov.cn/ha/）、项目现场。如果对方案有
不同意见或建议，请于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或者向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人：孙敏 朱峰 89003320
联系地址：淮安市迎宾大道8号开发控股大厦412（邮编223005）
局法规处联系人：林光洋 联系电话：0517-89000662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12日

东城臻雅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工程
管线综合方案批前公示

宣传法律知识 弘扬宪法精神
淮安区车桥水利站党支部开展学习宣传宪法活动

省高校红色文化协同育人
暨爱国主义“行走的大思政课”活动举行

■通讯员 汤余颖

本报讯 近日，全国司法学论坛
组委会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
大学司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崔永东，全
国司法学论坛组委会专家、华东政法
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郑云瑞，全国
司法学论坛组委会专家、上海政法学
院科研处处长刘军一行来淮安外国语
学校参观交流。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
卢志文，翔宇教育集团常务副总校长、
淮安总校总校长、淮安外国语学校校
长高立顺，淮安外国语学校常务校长
曹国柱等校领导陪同。

崔永东一行在卢志文陪同下参观
了校园。座谈会上，卢志文介绍了翔
宇教育集团的发展历程。崔永东指
出，淮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
出，在淮安举办下一届全国司法学论
坛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希望借此机会
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加快建设更高水
平的法治中国。

据悉，淮安外国语学校将以此次
交流为契机，不断巩固依法治校成果，
进一步加强法治教育宣传工作，引导全
校师生增强法治意识，全力推进学校高
质量发展。

全国司法学论坛组委会领导专家
来淮安外国语学校参观交流

■通 讯 员 刘江海 时利瑶
融媒体记者 王 舒
实 习 生 蒋 媛

道路平坦干净，农房白墙红瓦，初
冬时节，行走在淮安区大胡村，眼前呈
现的是一幅生态良好、美丽宜居的新农
村画卷。近年来，在市住建部门指导帮
助下，大胡村依托“红色血脉”资源禀
赋，不断深耕乡土文化和红色文化，发
展绿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环境美、特
色产业新、精神文明优的新型特色田园
乡村建设之路。

龙头引领，发展“绿色”产业

瓜叶下，“犹抱琵琶半遮面”，顺藤
一摸，轻轻一敲，咚咚脆响……在大胡

村蓝水湾生态园温室大棚里，一个个小
西瓜圆滚滚、绿油油，不久后，它们将带
着大胡村的“甜”，走进万户千家。“我们
不仅种植，还计划在园区建设观光旅游
项目，让大家体验采摘乐趣。”蓝水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兴旺，龙头引领。近年来，大
胡村积极培育壮大乡村绿色产业，先后
建设了集“水果种植+水产养殖+采摘”
为一体的蓝水湾生态园，总面积348
亩；招引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积极推行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和生
猪养殖循环经济，新建12幢高标准生
猪养殖舍。通过公司化经营、规模化
运作，大胡村大大增强了农业竞争力，
许多搬迁农户得以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

深挖资源，弘扬“红色”文化

大胡村是一片红色热土。1941年
4月，在一场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斗中，
82位烈士长眠于此。走进大胡庄八十
二烈士陵园，一段段影像、一件件实物，
再现了80多年前那段光荣的历史。

如今，大胡村以“红色旅游+生态旅
游”为发展主线，充分利用本地红色资
源，在烈士陵园实施红色体验拓展项目
和红色亲子教育体验项目。项目将政
治性、警示性、教育性融于一体，使之成
为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陶冶道德情
操的重要阵地和主要课堂。

完善配套，打造“多彩”田园

在大胡村，农家书屋是村民的“精

神粮仓”。每逢节假日，小小书屋书香
萦绕，挤满了来看书的村民。“我们每年
根据需求有序扩充图书数量，添置图书
置物架，推动书屋基础设施更新升级。”
农家书屋负责人说。

精神富足，环境优美。近年来，富
起来的大胡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美化特色田园乡村风貌。新建文化广
场、小游园等文化场所，成立了具有当
地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队；开辟健身场
地、配置健身设施，群众日常锻炼有了
好去处；新建便民服务中心，配套村民
培训学校、妇幼保健室、文化活动室等
公共娱乐设施，供村民们放松心情、休
闲娱乐。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优化村
庄环境，大大提升了村民幸福感。

大胡村：红色沃土 多彩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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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潘梦洁 刘志钧
徐天魁

通 讯 员 张景国 孙银凤

在淮安区漕运总督署西侧，有
一条以“龙”为主题的老巷子，它就
是龙窝巷。蹲下身子向前看，石板
路宛如一条矫健的巨龙；放眼巷内，
悬挂在檐下的红灯笼很是显眼，灯
笼摇曳，游客怀古悠思也随之荡漾
开去。

历史悠久 传说神奇

龙窝巷得名于一个神奇传说。
千年来，龙窝巷北端有一口古井称
甘泉井，井旁河道（今名文渠）上建
有一桥。明代杨大伸《淮阴龙兴禅
寺志》记载，据传甘泉井下有河道通
向大海，有龙藏于其中，当以某年作
暴水，楚州城将沉没，其时，唐代著
名高僧僧伽自碎叶国来，住楚州法
华禅院，即今勺湖公园文通塔附近，
僧伽为拯救楚州百姓，架石于甘泉
井上，砌为高台，台上建堂，以制龙
怪。后人就称甘泉井为龙窝，建于
井上的堂为大圣堂，甘泉井旁的桥
为大圣桥，井旁的巷子为龙窝巷。

据淮安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明正
德《淮安府志》记载，大圣堂中的大

圣是庚辰，就是传说中的助禹治水
之神，所谓龙窝的龙，实为巫支祈，
神话中形似猿猴的淮河水怪。很多
人认为，后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
其中孙悟空的形象就是源自镇于龙
窝巷的巫支祈。

古色古香 风韵犹存

龙窝巷为南北走向，南连镇淮
楼西路，北接西门大街，巷子中段连
接着多子巷和驸马巷，巷内建筑大
多保留了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青
砖小瓦、木门飞檐，处处彰显着历史
的风韵和气息。放眼望去，屋檐、墙
壁、门窗、地面，满眼都是“龙”，它们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像是腾云驾
雾，又像是要冲出墙壁、飞向天空，
就连石窨井盖上都有“蛟龙得水”的
雕刻图案，真像是进了“龙窝”。

龙窝巷虽历千年沧桑，但因特
殊的地理位置，巷子的格局基本没有
变化。巷子两侧坐落着众多老民居，
多为明清、民国年间的建筑物。成片
的老民居历经沧桑，游客身处其中目
不暇接、叹为观止。巷内古迹众多，
有许焕旧居、王遂良宅、丁澄旧居、章
然祖居、龙窝楼、恒益泰等。古巷既
串起了民居、老宅、古迹，也串起了

先贤和名士的足迹和业绩。龙窝巷
孕育出清代进士许焕、革命烈士丁
澄，也走出了书画家章然。

老街旧巷 情怀永存

龙窝巷西临文渠，旧时是当地
的母亲河，哺育着一方百姓。近几
年，文渠经过治理，水质得到改善，
提升了附近居民的居住品质，也给
古城淮安增添了几分水的灵性。

冬天的早晨，巷子里显得有点
冷清。习惯早起的老人又开始了周
而复始的忙碌，巷内的勺湖小学里，
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和孩童嬉戏玩耍
的声音，为古巷带来无穷活力。

老街巷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且生
机盎然，得益于政府的保护和传
承。驸马巷—龙窝巷—上坂街历史
文化街区是省政府命名的第一批江
苏省历史文化街区，该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项目先后获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优秀工程金奖、全国优秀城
乡规划设计三等奖、江苏省城乡建
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

古巷里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
一屋一楼，饱经风霜却依旧伫立，娓
娓述说着古城故事，是古城的灵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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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建霞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丁集镇财政
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及时传达上级

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精神，组织观看廉
政教育片，学习规章制度，召开民主生
活会，提高员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倡廉自觉性。

丁集镇财政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