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娟 美编：于腾龙 3版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商务局（市口岸

办）获悉，今年1—3月，淮安新港二类水运口

岸外贸集装箱出口 727 标箱，同比增长

46.6%。

近年来，随着我市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淮

安新港水运口岸进出口货物量日益增多。为

此，我市构建与“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配套

的现代化港口物流体系，持续打通物流堵点，

进一步扩大二类水运口岸辐射力和影响力，促

进集装箱运输业务快速发展。同时，淮安港口

物流集团加强与上港集团、省港集团战略合

作，大力推动上海港、淮安港“联动接卸、视同

一港”，复制推广“沪太通”集装箱多式联运“一

单到底”，扎实推进“抵港直装”“内外贸集装箱

同船运输”等惠企改革措施落地。面对当前疫

情防控严格、运输成本上升的实际情况，引导

企业属地报关，因势利导推进“陆改水”，为企

业节约运输成本40余万元。市商务局还会同

淮安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为外贸企业提供上门

一对一、面对面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

■通讯员 袁鑫 融媒体记者 陈金鑫

我市水运口岸外贸集装箱出口增幅明显

有这样一种执着——
爱心善举在老少四代间接续传承

本报讯“拿上拾物夹、垃圾袋，我们兵分两路，

一起守护运河的美丽。”4月12日下午，来自国网淮

安供电公司新业建设有限公司物业分公司与清江

浦区清浦街道港口社区的20余名志愿者，在大运

河桥下沿着运北西路开展一场爱国卫生运动，以实

际行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这里有个烟头。”当日下午两点多，志愿者们

一手拿着拾物夹，一手拿着垃圾袋，沿着运河沿岸

一路前行，眼睛紧盯路面开始“啄木鸟”行动，捡拾

着隐藏在草丛、花坛、道路两侧的烟头、餐巾纸、包

装袋等。今年73岁的港口社区老党员志愿者胡永

明虽已白发苍苍，干起活来却毫不含糊。他说每到

休息日就会有许多居民来到运河边踏青、锻炼身

体，自己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发挥余热，守护运河，

让运河岸边更整洁，让前来休闲娱乐的群众更舒

适，他感到很开心。不一会的工夫，志愿者们的脚

印便遍布运北西路各个角落。在阳光的照射下，志

愿者们弯腰捡拾垃圾的背影也成了运河岸边一道

最亮丽的风景。

“参与这样的活动，感觉很有意义。”志愿者余

向阳道出了参加此次活动的最大感受，通过自己的

努力不仅能保护环境，还能够引导群众积极践行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志愿者的共同努

力下，两个小时后，运北西路变得更加干净。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高婷婷

本报讯 4月12日晚，伴随着优美的小提琴演

奏《我和我的祖国》，李香瑶进入了每天约半小时的

练琴时间。这个多才多艺的小女孩今年12岁，她

品学兼优，曾获“江苏好少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

员”“淮安市十佳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于

日前荣获2022年第一批淮安市“新时代好少年”。

李香瑶来自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五年级，她

多次荣获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百优红军

娃”等称号。作为班长，她成绩优异，具有独立钻研

精神，对班级工作认真负责，能出色完成老师下达

的各项任务；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在大队辅导员

的指导下，她开展带领队员读“红色文章”、寻“红色

足迹”等多项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作为学校讲解员，

她先后接待中央、省、市各级领导数百人，流利的讲

解得到大家的夸赞。

走出校园，她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她和家人

一起，走访敬老院，为老人送礼品和水果、演奏小提

琴曲，让老人感受到温暖；录制“红军娃宅家抗疫之

自主活动”，将自己的压岁钱捐献给社区，为抗击疫

情贡献一份力量；她与家人一起选择绿色方式出

行，支持低碳生活，捡拾垃圾，美化环境。

爱好广泛的李香瑶用才艺积极传播正能量。

她拍摄校园“眼球操及手操”，为小朋友提供眼保健

标准。她还多次在省市各项主题比赛中荣获特等

奖、金奖、一等奖等好成绩。“我将积极进取，用信心

和恒心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成为祖国建设中的栋

梁之材，为更多的人带去正能量！”这个阳光女孩告

诉记者。

■通讯员 盛杰 丁媛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热爱学习乐于助人
这个多才多艺的

女孩真棒

运河边的阳光下
他们弯腰捡拾垃圾的

背影真美

和煦春风里，翠绿的石榴树迎风舒展身姿，在恬静的乡野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
靖从忠、靖从秀兄弟俩对这些石榴树有着特殊的情感：将它们捐赠给村集体，由村民
们共享，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回馈守望相助的乡亲们。

“村里的三条主要道路两旁，一共1300余棵，价值20余万元。这些石榴树已经
捐赠给村集体。”淮安区漕运镇韩码村党总支书记陈万荣介绍说。

在韩码村附近方圆几公里内，靖从忠兄弟俩是有口皆碑的好心人。在村民们的
记忆中，这种乐善好施的家风已经传承了数辈人。 ■融媒体记者 杨尚 王正道

靖从忠介绍说，他的祖父是“教书匠”。

那个时候，教书没有工资，就是学生家轮流

供饭。多数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甚至

只吃一顿饭。因为贫困，轮到供饭时，最多

加两个鸡蛋和磨豆腐的渣子，放在饭锅里一

起蒸。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位教书育人

的好先生。他卖了自家十多亩土地，接济家

庭困难的学生，对每个学生都尽心尽责。”靖

从忠对记者说。

在耳濡目染中，祖辈的品德逐渐传承为

优良家风。靖从忠的父亲靖文定出生于

1927年，10多岁便积极参加革命，于解放前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成为韩码村第

一任村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地区基本上都

是茅草屋、土灶台。草屋时常漏风漏雨，靖

文定便张罗着帮助乡邻们维修草屋。谁家

需要翻修灶台了，靖文定随叫随到，从不收

一分钱。乡邻们过意不去，将手工钱送到门

上，但每次都被他婉然拒绝。

“现在的生活非常困难，乡亲们团结友

善、互相帮助，才能一起渡过难关。”靖文定

对乡亲们说。

贫困，对那个年代的人有着刻骨铭心的

记忆。

“我出生在1949年，只记得当时每家每

户都没有粮食，跟谁家借都没有粮食，饿得

走路都没有力气。”靖从忠说，家里兄妹5

人，自己作为长子，心里很难过。为了减轻

家里的负担，只有十二三岁的他，决定离家

出走，一路向南，或步行，或扒着路过的手扶

拖拉机，2个月的时间，到了南京浦口，就在

想办法过江时，被遣送回了老家。

“1971年5月16日，我到原三堡人民公

社参加工作。”对于这个日子，靖从忠终生难

忘，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他真正挑起了家里

的重担。此后，他先后在公社炊事班、土地

办、税务所等岗位上干过，直到2010年退

休。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遇到过很多事情，

但最让靖从忠难忘的，还是同事之间深厚淳

朴的情谊。记得1977年评工资时，公社副

主任张兆喜主动把上调工资的机会让给家

里孩子多的助理干部徐宝权。

“张兆喜是徐宝权的领导，把上调工资

的机会让给下属，意味着自己以后每个月都

会少拿钱。”靖从忠说，这种良好的社会风

气，也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多年，做过多少“琐碎”的好人好

事，靖从忠已经无从记起。

退休前一年的清明节，靖从忠回村与弟

弟闲聊时听说本村村民沙万波一家三口有

病，生活极为困难。靖从忠当即从弟弟处拿

了2000元递了过去。

此后，靖从忠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这个

祖辈生活的村落。谁家有困难，他都力所能

及地帮衬一把。

2017年，三组黄文明重病，捐款500元；

2021年8月6日，刘二鸭重病，兄弟两人每

人捐款2000元……一本记事簿上，记录着

靖从忠兄弟俩回馈乡亲们的点点滴滴。

让靖从忠高兴的是，如今这份爱心已经

传递到下一辈。儿子靖玉华在市区开饭店，

生意做得不错。每到春节，他都会回村看望

困难户，为他们捐款捐物，添置一些生活用

品。

如今，儿女们事业有成，自己每个月退

休工资8000元，这让靖从忠颇感欣慰：“从

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生活，到如今的幸福

生活，得益于党的领导，得益于时代的进步，

所以，我们感恩！”

“记下这个本子，不为别的，只为了等我

老了，没那么多精力了，就将它传给我的儿

子。老爸没什么给你，这个本子，希望你好好

传承下去。”靖从忠微笑着说，眼神里闪着光。

4 月 12 日，全省内
河首套危化品运输专用
通道消防系统在淮安船
闸投入使用。该系统兼
容抗溶性水成膜泡沫和
自吸水两种灭火剂，扬程
可达44米，200米范围
内实现远程控制或红外
线热源自动捕捉，确保闸
室水面喷洒全覆盖。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通讯员 蒋超 贾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