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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伊始，在长三角文旅名城南京，

秦淮河畔花灯亮起，大街小巷装饰一新，

喜迎八方客。

帅气十足的“生肖福兔”、喜庆满满

的“荷满秦淮”、趣味盎然的“瑞兔贺

岁”……从夫子庙到白鹭洲、从老门东到

老门西，当五彩花灯连片亮起，南京老城

南重现热闹喧天、人潮汹涌的景象。

（新春见闻）2023年春运首日 南京高铁站

洋溢浓浓年味

南京夫子庙文旅集团秦淮灯彩公司负

责人告诉中新社记者，今年从水上、沿街

到城墙，共设置了各类灯组 170 组，不同

角度展现秦淮灯彩美景。尤其是在老门东

街区内，高达 15 米、身着大红状元服、

手提荷花灯的“状元兔”，成为深受游客

喜爱的新年打卡地。

在南京的商场、超市内，随处可见人

们使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购买年货。

据南京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志

超介绍，“自 2022 年年底以来，南京市

商务部门已在多平台连续几轮向全体在南

京民众（含外地来客）和南京都市圈城市

市民发放消费助力券，同时牵引各大平台、

商家大幅度优惠让利百亿元（人民币，下

同），提振消费信心。”

从环新街口商业聚集地的热闹跨年

夜，到各处新兴购物广场里的时髦首店，

南京民众逛街购物欲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2022 年南京共引入品牌首店 295 家，较

2021 年增长 68.6%，南京的核心商圈变得

更加新鲜、潮流、国际化，满足消费者的

多层次需求。”张志超说。

南京街头巷尾的小店也重现活力。元

       1月7日，江苏南京，高铁南京南站开展“‘福至运来、情满旅途’——江苏省千名

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活动，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前送上新春的祝福。当日，中国2023

年春运启动。                                                                                                         泱波 摄

旦假期，位于金银街的国际青年艺术街区

正在举行“来吧！鼓楼”咖啡节，当地居民、

各国留学生和外地游客手握咖啡漫步于艺

术氛围浓郁的小巷之间，探索各式新的咖

啡店、小吃店、书坊和零售店。

“看到熟悉的店主递上熟悉味道的咖

啡，让我觉得格外温暖。”市民王小姐笑道。

“小店是城市商业的‘微细胞’，城

市活力的‘晴雨表’。为助力小店复苏、

消费回补，南京推出‘冬日暖心’小店计划，

出台引流聚气、数字升级等五大行动，聚

合各大平台力量，尽最大可能帮助小店导

引客流、减负降本，推动小店经济便民化、

特色化、数字化迭代升级。”张志超表示，

“政府各部门希望通过精准的服务和帮扶，

重聚千万人气，助力万店复苏。”   申冉

(新春走基层 )江苏宿迁：农房改善留住“烟火气” 传承“美丽乡愁”
“真没想到，我们农民也住进了小别

墅。”1月10日上午，江苏宿迁王官集镇

的唐圩社区内锣鼓喧天，该社区二期60余

户村民集体选房仪式举行，拿到新房钥匙

的村民满面笑容，喜气洋洋。

社区内，柏油路宽阔整洁，道路两侧

绿草如茵，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两层小别墅

整齐排列；社区中心的湖面水波荡漾，野

鸭成群。村民们忙着贴春联、挂灯笼，年

味儿十足。

据悉，唐圩社区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王

官集镇东南侧。几年前，这里还是产业萧

条、房屋破败的“省定经济薄弱村”。    

“目前社区共有116户，一期60户已全部

南京街头热闹迎新年：花灯亮 人气归

入住。”唐圩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先兵告诉

中新网记者，社区户型是155平方米和145

平方米两种，均为四室两厅两层带院带菜

园的民居。

村民唐乐是新时代返乡创业青年代

表，积极参与到乡村三产融合投资建设

工作中，这不仅满足了其自身深厚的乡土

情结，也便于其更好地照顾父母，同时也

增加了自身经济收入。他们一家人各司其

职、各尽其力，刚刚搬进了唐圩新型社区

打造的新房子，计划今年在新房子里与家

人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当时住的是典型的苏北农村特色的

砖瓦房，时间久了到处裂缝，冬天不保

(新春走基层 )江苏阜宁“大糕村”见闻：

村民齐上阵生产年货“必备品”

      距离兔年春节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在

江苏盐城阜宁县罗桥镇青沟村，一辆辆货

车排在阜可糕点厂门口，等待这里生产的

阜宁大糕装车发货。

　　“不好意思，太忙了，春节前订单太多，

货车都在等着装货。”阜可糕点厂负责人

李文艳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打招呼，一边

填写着一叠发货单。

　　阜宁大糕又名“玉带糕”，是江苏地

区历史悠久的地方传统食品。因为“糕”

和“高”同音，人们将大糕视为寓含着大

吉大利、步步登高的祝福，阜宁大糕也就

成为十里八乡过春节时不可或缺的年货。

青沟村位于盐城、扬州和淮安三市交界处，

是阜宁大糕的发源地，被称为“大糕村”。

春节临近，大糕需求量猛增，村里的多家

糕点厂全都忙转起来，村民们都在这些糕

点厂里突击赶制大糕。

       阜可糕点厂是青沟村生产阜宁大糕的

重点厂子，几十名工人在车间内按照流程

加工、生产、包装大糕，一忙碌景象。李

文艳在忙碌的间隙说，虽然大糕是季节性

食品，但工厂几乎全年不停产，除了生产

大糕，还有京果、月饼等食品，进入腊月

便重点生产大糕。“订单太多了，北至黑

龙江，南至海南，都有我们的客户。全年

大糕销量预计突破 50 万斤，销售额可达

500 万元。”

　　在大糕行业坚守 40 年的李文艳，见

证了阜宁大糕从传统手工制作到流水线生

产的变化。她说，传统手工制作大糕，产

量有限，供不应求，现在改为机械化生产，

产量大增，师傅们还是以前那些有经验的

手艺人，所用原料更加优质，保留了阜宁

大糕“薄如纸、软如绵、甜如蜜”的老味道，

品种则更加丰富，推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坚果、草莓、巧克力等新口味。

　　在青沟村，许多村民从事着与阜宁大

糕有关产业，大糕已经成为村民发家致富、

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青沟村村委会

副主任祁夕中介绍，目前，全村人口 5000

人左右，生产大糕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

22 家，从事大糕产业的人员达 1500 人。

       村民孙秀艳是村里一家糕点厂的包装

工，糕点厂淡季时，她在家务农带小孩，

现在她每天在厂里负责包装大糕，一天有

100 多元的收入。“年纪大了，在这里干

包装工作很轻松。”孙秀艳说。

　　村民赵秀才投资购买了印刷和包装盒

加工设备，专门制作阜宁大糕包装盒。“每

年能做 1000 多万只。”赵秀才说，村里

还有大糕机械加工户 5 户，专门生产脚踩

切糕机，年加工销售 1500 多台。

　　进入冬季，在青沟村，除了一部分留

守村民生产大糕，很多头脑活络的人都去

跑市场，从事大糕销售。目前全村有 800

多人携带切糕机在全国各地市场现切现

卖、保鲜销售。仅此一项，年产值就有

1000 多万元。

      为了扶持大糕产业做大做强，保障大

糕生产原料糯米的供应，阜宁县罗桥镇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打造糯米生产基地。全

镇种植糯稻万亩，其中青沟村就种植了

2000 亩，种植户与大糕生产户签订合同，

直接送原料上门。

　　“我们围绕大糕产业成立了多个党支

部，党员包保到户，热情服务，让阜宁大

糕走进菜市场、走进集市、走进商超、走

上网络，走进千家万户。”青沟村党总支

书记毛相军说。                       谷华  顾名筛 

（新春见闻）走进苏州地铁 6号线施工现场

聚焦城市“加速度”
      1月7日，江苏省苏州市，航拍苏州地铁6号线金鸡湖湖西段施工现场。当日，随着中

国铁建大桥局“胜利号”盾构机刀盘破壁而出，该地铁线金鸡湖湖西段盾构区间顺利实

现双线贯通。（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新春走基层）“中国白首乌之乡”江苏滨海：“老特产”演绎致富新故事

暖，夏天不经晒。”唐乐告诉记者，他今

天选到了一幢155平方米的4室两厅，“楼

下父母住，我和家属孩子住楼上，前面菜

地种蒜苗、青菜，院后再栽上果树。”

农房改造既要提升人居环境，还要唤

醒美丽乡愁。王先兵介绍，王官集镇的农

房改造依托村庄原有肌理，围绕“家记

忆、家味道、家田园、家美好”四大主

题，在农房改造过程中，融入村民熟悉的

乡土元素，同时让村民们能开窗见绿、推

门闻香，留住乡村的“烟火气”。

与王官集镇毗邻的埠子镇肖桥村，总

投资达1300余万元的新型农村社区“艺美

肖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尾工程。

“我是过两天就来转转，本来社区

可以在春节前交付的，现在因为客观因

素推迟了交房，村里保证2月就可以交房

了。”谈到即将交房的新房子，肖桥村村

民朱兴旺有些迫不及待。“我们拆迁补贴

了近30万，这里的房子需要30万左右，基

本不需要补钱。”

王官集镇农房办负责人李长锟介绍，

“艺美肖桥”新型农村社区属于原地重

建，全部拆迁户全部选择要房子，就地安

置率达到百分之百。“社区规划建设保留

原有风貌，并融合本村传统剪纸文化，充

分挖掘乡贤文化和历史文化，传承记忆，

留住乡愁。”                                     刘林

      甘露青鱼是江苏无锡及周边城市民众

必备的传统年货之一。1 月 6 日，在喜庆

的渔歌中，甘露青鱼的主产地无锡市锡山

区鹅湖镇举办第二届无锡甘露青鱼文化

节，活动现场，当地民众争相来到码头、

渔场等地，围观青鱼捕捞，买青鱼、“品”

年味。

　　“23 斤、98 厘米，这条大鱼寓意大丰收，

一年赛一年！”在鹅湖镇圩厍村白米荡湿

地公园捕捞现场，随着工作人员的喊话，

当天的“头鱼”量身长、称体重。

　   青鱼的开捕，是美味的开端，也是一

年里丰硕收获的见证，看着一条条大鱼出

水，渔民们脸上满是笑意。

　　记者在开捕现场看到，一网下去水花

四溅，上万斤的青鱼活蹦乱跳地进了网箱。

水中作业的渔民也“不惧”寒冬，边干活

边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鹅湖镇养殖青鱼的历史悠久，当地的

青鱼主要放养在水质未受污染的池塘中，

以螺蛳、蚬子等天然活物喂养，肉质紧凑

肥腴。

　　“我们这里的鱼品质好，城里人特别

爱吃，以往每到过年时，不少老顾客就‘准

时’来尝鲜了。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不

少客户来不了现场买鱼，我们就把鱼送到

网上去卖，效果很不错。”捕捞现场，一

位渔民开心地说，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渔民们与电商平台“强强联合”，不

愁销路。

      除了为渔民们开拓销路，鹅湖镇还通

过一系列专题活动进一步提升“甘露青鱼”

品牌形象，无锡甘露青鱼文化节就是其中

的代表。

　　据了解，今年的甘露青鱼文化节以水

乡渔文化为特色，秉持“弘扬本土传统文

（新春走基层）无锡甘露青鱼批量上市 民众相聚鹅湖“品”年味
化，传承优质民风民俗”的理念，由青鱼

文化节开幕式、青鱼开捕仪式、农产品发

布、文化市集等多个系列活动组成。

　　鹅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纯介绍，

该镇将以本次青鱼文化节为新的起点，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不断扩大“甘露青鱼”

品牌效应，以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为契机，

打造“农业 + 文化 + 旅游”融合发展路线。

　　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甘露青鱼，

今年的青鱼文化节上，《甘露渔歌》首次

发布，“渔文化摄影创作基地”同步揭牌。

同时，鹅湖风景游览乡村观光旅游路线，

以荡口古镇、鹅湖玫瑰园、秋香步道等鹅

湖八景为造型灵感精心设计的鹅湖挚礼，

九个以鹅湖青鱼文化为元素的特色文创产

品也一齐亮相。

　   记者在青鱼文化节现场看到，民众参

与度高是该文化节的一大特色。今年，鹅

湖镇将渔文化与水乡风情、节日气氛、市

民生活相结合，以多层次的旅游项目和产

品，满足民众的新年旅游需求。以开幕式

为例，现场不仅展示了传承甘露青鱼饮食

文化的全鱼宴，还特别设置了《观鱼知乐》

鹅湖渔文化物品展、《鹅湖丰味》风光摄

影展，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

　　此外，鹅湖镇还创新打造了文创及鱼

产品市集，让民众在看好、玩好的基础上，

还能“吃好、逛好”。

　　目前，鹅湖镇的青鱼养殖面积约 1600

亩。“今年青鱼产量预计约 220 万斤，1

月 7 日至 1 月 21 日这段时间，青鱼集中

上市，约有 200 万斤。”鹅湖水产协会秘

书长朱歆峰介绍，近年来，虽然青鱼养殖

成本持续上涨，但受水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和疫情影响，今年青鱼的批发价格、销售

价格预计与去年持平。                      孙权

 寒冬时节，站在江苏滨海港南北延伸

的海堤公路上放眼望去，东边是茫茫的黄

海，西边堤下，一垄垄的地块上覆盖着干

枯的藤蔓。这些藤蔓扎根的土下，生长着

一种药食同源特种经济植物——白首乌。

江苏滨海黄河故道区域地理环境独

特，沙质土壤富钾偏碱，特别适合白首乌

生长。据《滨海县志》记载，早在清朝咸

丰年间，当地就有农民种植白首乌。2010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滨海白首

乌”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目前，滨海

港经济区三港、双堆、陶湾三个村的白首

乌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白首乌之乡”。

“中国白首乌耳叶牛皮消95%出产在

滨海县。”江苏省科技型农业企业盐城果

老首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果老首乌公

司”)总经理张道国介绍，与载入药典的何

首乌相比，白首乌更多用于日常食用。

长期以来，村民种植白首乌基本采用

春种秋收的一年生种植模式。这种品种的

白首乌淀粉含量较高，当年不采挖就容易

腐烂。根据人参、三七等名贵药材三到七

年种植习性，果老首乌公司尝试种植多年

生品种白首乌，已取得初步成功，突破了

当地不能种植多年生白首乌的历史。

张道国告诉记者，一年生白首乌的外

皮是淡黄色的，多年生白首乌的外皮则是

深色的，两者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多

年生白首乌的黄酮营养成分是一年生白首

乌的近三倍。所以我们大力培育多年生白

首乌品种，已经成功育出二年生、三年生

品种，目前我们正试种5年生的白首乌新

品种。”

在成功培育多年生白首乌的基础上，

近年来，滨海县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改进栽培技术，推行旱改水技术，一茬种

首乌，一茬种水稻，稀释土壤中的碱性成

分对白首乌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白首乌

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陶湾村五年生白首乌试验区，土里

的白首乌已经生长了三年。隆冬里，成片

的弯曲枯藤匍匐土上，枯藤粗实的根部深

埋土下，每块地之间隔着浅浅的水沟。张

道国说，种植白首乌最怕积水，以前村民

一家一户种植，没有经济条件使用机械

化排水，而现在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

植，田间的自动排灌水系统可以有效地控

制土壤湿度，利于多年生白首乌的生长。

在双堆村白首乌推广示范基地，开始

推广“白首乌—玉米—大麦”高效立体多

元多熟种植模式，开展熟化应用科学使用

农药等病虫害绿色防治关键技术，并利用

小型机械开沟起垄、播种、打药、收获。

三港村大力推行“公司+核心基地+家庭农

场+白首乌”的新模式，全村有近一半的

耕地面积流转出来种植白首乌，村民们将

土地流转出来后进入基地务工。

在整个滨海港经济区，为白首乌产业

打工的村民多达百余人。首乌村“80后”

韩沛栩的父母种植了二三十亩白首乌，基

本是从地里刨出来直接出售，效益一般。

韩沛栩在大学读的是生命科学专业，他从

专业的角度更加了解到白首乌的价值，对

白首乌产业充满信心，所以毕业后返乡从

事白首乌产销。如今，韩沛栩在村里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聚合42个白首乌种植大

户，并注册成立集生产、加工、销售白首

乌为一体的专业企业。头脑灵活的他还通

过直播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将白首乌粉、

白首乌片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将白首乌产业做大做深，也是果老首

乌公司的愿景。该公司去年在种植基地

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先进的烘干设

备，不仅提升了白首乌加工能力，而且避

免了采挖出来的白首乌在运输过程中受到

污染，实现白首乌出土后就能立即送到车

间加工。

除了开发白首乌酒、白首乌茶等新

品，位于陶湾村的白首乌种植基地还建

成1300平方米的体验式消费基地。游客在

这里可以了解白首乌神奇故事、欣赏白首

乌花开美景、观摩白首乌产品加工流程、

品尝白首乌美食。“面朝大海，首乌花

开”，依托千亩白首乌示范基地，滨海县

也正在规划建设白首乌康养文旅小镇。未

来，白首乌的故事将更加精彩。

                                于从文  顾名筛  谷华

（新春见闻）南京明城墙挂起巨幅春联

开启新春新气象
    1月8日，南京明城墙中华门举办“城门挂春联，南京开门红”揭联仪式，一对巨幅春

联亮相。据悉，南京中山门、玄武门、解放门、太平门、标营门、武定门、挹江门等城

门也将陆续挂起春联，开启新春新气象。                                                                     泱波 摄

（新春见闻）南京非遗传承人创作

兔年剪纸作品迎新春
       1月9日，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非遗剪纸传承人陈耀在其工作室展示他创作的兔年

剪纸作品，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泱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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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伊始，在长三角文旅名城南京，

秦淮河畔花灯亮起，大街小巷装饰一新，

喜迎八方客。

帅气十足的“生肖福兔”、喜庆满满

的“荷满秦淮”、趣味盎然的“瑞兔贺

岁”……从夫子庙到白鹭洲、从老门东到

老门西，当五彩花灯连片亮起，南京老城

南重现热闹喧天、人潮汹涌的景象。

（新春见闻）2023年春运首日 南京高铁站

洋溢浓浓年味

南京夫子庙文旅集团秦淮灯彩公司负

责人告诉中新社记者，今年从水上、沿街

到城墙，共设置了各类灯组 170 组，不同

角度展现秦淮灯彩美景。尤其是在老门东

街区内，高达 15 米、身着大红状元服、

手提荷花灯的“状元兔”，成为深受游客

喜爱的新年打卡地。

在南京的商场、超市内，随处可见人

们使用政府发放的消费券购买年货。

据南京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志

超介绍，“自 2022 年年底以来，南京市

商务部门已在多平台连续几轮向全体在南

京民众（含外地来客）和南京都市圈城市

市民发放消费助力券，同时牵引各大平台、

商家大幅度优惠让利百亿元（人民币，下

同），提振消费信心。”

从环新街口商业聚集地的热闹跨年

夜，到各处新兴购物广场里的时髦首店，

南京民众逛街购物欲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2022 年南京共引入品牌首店 295 家，较

2021 年增长 68.6%，南京的核心商圈变得

更加新鲜、潮流、国际化，满足消费者的

多层次需求。”张志超说。

南京街头巷尾的小店也重现活力。元

       1月7日，江苏南京，高铁南京南站开展“‘福至运来、情满旅途’——江苏省千名

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活动，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前送上新春的祝福。当日，中国2023

年春运启动。                                                                                                         泱波 摄

旦假期，位于金银街的国际青年艺术街区

正在举行“来吧！鼓楼”咖啡节，当地居民、

各国留学生和外地游客手握咖啡漫步于艺

术氛围浓郁的小巷之间，探索各式新的咖

啡店、小吃店、书坊和零售店。

“看到熟悉的店主递上熟悉味道的咖

啡，让我觉得格外温暖。”市民王小姐笑道。

“小店是城市商业的‘微细胞’，城

市活力的‘晴雨表’。为助力小店复苏、

消费回补，南京推出‘冬日暖心’小店计划，

出台引流聚气、数字升级等五大行动，聚

合各大平台力量，尽最大可能帮助小店导

引客流、减负降本，推动小店经济便民化、

特色化、数字化迭代升级。”张志超表示，

“政府各部门希望通过精准的服务和帮扶，

重聚千万人气，助力万店复苏。”   申冉

(新春走基层 )江苏宿迁：农房改善留住“烟火气” 传承“美丽乡愁”
“真没想到，我们农民也住进了小别

墅。”1月10日上午，江苏宿迁王官集镇

的唐圩社区内锣鼓喧天，该社区二期60余

户村民集体选房仪式举行，拿到新房钥匙

的村民满面笑容，喜气洋洋。

社区内，柏油路宽阔整洁，道路两侧

绿草如茵，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两层小别墅

整齐排列；社区中心的湖面水波荡漾，野

鸭成群。村民们忙着贴春联、挂灯笼，年

味儿十足。

据悉，唐圩社区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王

官集镇东南侧。几年前，这里还是产业萧

条、房屋破败的“省定经济薄弱村”。    

“目前社区共有116户，一期60户已全部

南京街头热闹迎新年：花灯亮 人气归

入住。”唐圩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先兵告诉

中新网记者，社区户型是155平方米和145

平方米两种，均为四室两厅两层带院带菜

园的民居。

村民唐乐是新时代返乡创业青年代

表，积极参与到乡村三产融合投资建设

工作中，这不仅满足了其自身深厚的乡土

情结，也便于其更好地照顾父母，同时也

增加了自身经济收入。他们一家人各司其

职、各尽其力，刚刚搬进了唐圩新型社区

打造的新房子，计划今年在新房子里与家

人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当时住的是典型的苏北农村特色的

砖瓦房，时间久了到处裂缝，冬天不保

(新春走基层 )江苏阜宁“大糕村”见闻：

村民齐上阵生产年货“必备品”

      距离兔年春节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在

江苏盐城阜宁县罗桥镇青沟村，一辆辆货

车排在阜可糕点厂门口，等待这里生产的

阜宁大糕装车发货。

　　“不好意思，太忙了，春节前订单太多，

货车都在等着装货。”阜可糕点厂负责人

李文艳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打招呼，一边

填写着一叠发货单。

　　阜宁大糕又名“玉带糕”，是江苏地

区历史悠久的地方传统食品。因为“糕”

和“高”同音，人们将大糕视为寓含着大

吉大利、步步登高的祝福，阜宁大糕也就

成为十里八乡过春节时不可或缺的年货。

青沟村位于盐城、扬州和淮安三市交界处，

是阜宁大糕的发源地，被称为“大糕村”。

春节临近，大糕需求量猛增，村里的多家

糕点厂全都忙转起来，村民们都在这些糕

点厂里突击赶制大糕。

       阜可糕点厂是青沟村生产阜宁大糕的

重点厂子，几十名工人在车间内按照流程

加工、生产、包装大糕，一忙碌景象。李

文艳在忙碌的间隙说，虽然大糕是季节性

食品，但工厂几乎全年不停产，除了生产

大糕，还有京果、月饼等食品，进入腊月

便重点生产大糕。“订单太多了，北至黑

龙江，南至海南，都有我们的客户。全年

大糕销量预计突破 50 万斤，销售额可达

500 万元。”

　　在大糕行业坚守 40 年的李文艳，见

证了阜宁大糕从传统手工制作到流水线生

产的变化。她说，传统手工制作大糕，产

量有限，供不应求，现在改为机械化生产，

产量大增，师傅们还是以前那些有经验的

手艺人，所用原料更加优质，保留了阜宁

大糕“薄如纸、软如绵、甜如蜜”的老味道，

品种则更加丰富，推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坚果、草莓、巧克力等新口味。

　　在青沟村，许多村民从事着与阜宁大

糕有关产业，大糕已经成为村民发家致富、

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青沟村村委会

副主任祁夕中介绍，目前，全村人口 5000

人左右，生产大糕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

22 家，从事大糕产业的人员达 1500 人。

       村民孙秀艳是村里一家糕点厂的包装

工，糕点厂淡季时，她在家务农带小孩，

现在她每天在厂里负责包装大糕，一天有

100 多元的收入。“年纪大了，在这里干

包装工作很轻松。”孙秀艳说。

　　村民赵秀才投资购买了印刷和包装盒

加工设备，专门制作阜宁大糕包装盒。“每

年能做 1000 多万只。”赵秀才说，村里

还有大糕机械加工户 5 户，专门生产脚踩

切糕机，年加工销售 1500 多台。

　　进入冬季，在青沟村，除了一部分留

守村民生产大糕，很多头脑活络的人都去

跑市场，从事大糕销售。目前全村有 800

多人携带切糕机在全国各地市场现切现

卖、保鲜销售。仅此一项，年产值就有

1000 多万元。

      为了扶持大糕产业做大做强，保障大

糕生产原料糯米的供应，阜宁县罗桥镇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打造糯米生产基地。全

镇种植糯稻万亩，其中青沟村就种植了

2000 亩，种植户与大糕生产户签订合同，

直接送原料上门。

　　“我们围绕大糕产业成立了多个党支

部，党员包保到户，热情服务，让阜宁大

糕走进菜市场、走进集市、走进商超、走

上网络，走进千家万户。”青沟村党总支

书记毛相军说。                       谷华  顾名筛 

（新春见闻）走进苏州地铁 6号线施工现场

聚焦城市“加速度”
      1月7日，江苏省苏州市，航拍苏州地铁6号线金鸡湖湖西段施工现场。当日，随着中

国铁建大桥局“胜利号”盾构机刀盘破壁而出，该地铁线金鸡湖湖西段盾构区间顺利实

现双线贯通。（无人机照片）                                                                                          泱波 摄

（新春走基层）“中国白首乌之乡”江苏滨海：“老特产”演绎致富新故事

暖，夏天不经晒。”唐乐告诉记者，他今

天选到了一幢155平方米的4室两厅，“楼

下父母住，我和家属孩子住楼上，前面菜

地种蒜苗、青菜，院后再栽上果树。”

农房改造既要提升人居环境，还要唤

醒美丽乡愁。王先兵介绍，王官集镇的农

房改造依托村庄原有肌理，围绕“家记

忆、家味道、家田园、家美好”四大主

题，在农房改造过程中，融入村民熟悉的

乡土元素，同时让村民们能开窗见绿、推

门闻香，留住乡村的“烟火气”。

与王官集镇毗邻的埠子镇肖桥村，总

投资达1300余万元的新型农村社区“艺美

肖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尾工程。

“我是过两天就来转转，本来社区

可以在春节前交付的，现在因为客观因

素推迟了交房，村里保证2月就可以交房

了。”谈到即将交房的新房子，肖桥村村

民朱兴旺有些迫不及待。“我们拆迁补贴

了近30万，这里的房子需要30万左右，基

本不需要补钱。”

王官集镇农房办负责人李长锟介绍，

“艺美肖桥”新型农村社区属于原地重

建，全部拆迁户全部选择要房子，就地安

置率达到百分之百。“社区规划建设保留

原有风貌，并融合本村传统剪纸文化，充

分挖掘乡贤文化和历史文化，传承记忆，

留住乡愁。”                                     刘林

      甘露青鱼是江苏无锡及周边城市民众

必备的传统年货之一。1 月 6 日，在喜庆

的渔歌中，甘露青鱼的主产地无锡市锡山

区鹅湖镇举办第二届无锡甘露青鱼文化

节，活动现场，当地民众争相来到码头、

渔场等地，围观青鱼捕捞，买青鱼、“品”

年味。

　　“23 斤、98 厘米，这条大鱼寓意大丰收，

一年赛一年！”在鹅湖镇圩厍村白米荡湿

地公园捕捞现场，随着工作人员的喊话，

当天的“头鱼”量身长、称体重。

　   青鱼的开捕，是美味的开端，也是一

年里丰硕收获的见证，看着一条条大鱼出

水，渔民们脸上满是笑意。

　　记者在开捕现场看到，一网下去水花

四溅，上万斤的青鱼活蹦乱跳地进了网箱。

水中作业的渔民也“不惧”寒冬，边干活

边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鹅湖镇养殖青鱼的历史悠久，当地的

青鱼主要放养在水质未受污染的池塘中，

以螺蛳、蚬子等天然活物喂养，肉质紧凑

肥腴。

　　“我们这里的鱼品质好，城里人特别

爱吃，以往每到过年时，不少老顾客就‘准

时’来尝鲜了。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不

少客户来不了现场买鱼，我们就把鱼送到

网上去卖，效果很不错。”捕捞现场，一

位渔民开心地说，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渔民们与电商平台“强强联合”，不

愁销路。

      除了为渔民们开拓销路，鹅湖镇还通

过一系列专题活动进一步提升“甘露青鱼”

品牌形象，无锡甘露青鱼文化节就是其中

的代表。

　　据了解，今年的甘露青鱼文化节以水

乡渔文化为特色，秉持“弘扬本土传统文

（新春走基层）无锡甘露青鱼批量上市 民众相聚鹅湖“品”年味
化，传承优质民风民俗”的理念，由青鱼

文化节开幕式、青鱼开捕仪式、农产品发

布、文化市集等多个系列活动组成。

　　鹅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纯介绍，

该镇将以本次青鱼文化节为新的起点，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不断扩大“甘露青鱼”

品牌效应，以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为契机，

打造“农业 + 文化 + 旅游”融合发展路线。

　　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甘露青鱼，

今年的青鱼文化节上，《甘露渔歌》首次

发布，“渔文化摄影创作基地”同步揭牌。

同时，鹅湖风景游览乡村观光旅游路线，

以荡口古镇、鹅湖玫瑰园、秋香步道等鹅

湖八景为造型灵感精心设计的鹅湖挚礼，

九个以鹅湖青鱼文化为元素的特色文创产

品也一齐亮相。

　   记者在青鱼文化节现场看到，民众参

与度高是该文化节的一大特色。今年，鹅

湖镇将渔文化与水乡风情、节日气氛、市

民生活相结合，以多层次的旅游项目和产

品，满足民众的新年旅游需求。以开幕式

为例，现场不仅展示了传承甘露青鱼饮食

文化的全鱼宴，还特别设置了《观鱼知乐》

鹅湖渔文化物品展、《鹅湖丰味》风光摄

影展，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

　　此外，鹅湖镇还创新打造了文创及鱼

产品市集，让民众在看好、玩好的基础上，

还能“吃好、逛好”。

　　目前，鹅湖镇的青鱼养殖面积约 1600

亩。“今年青鱼产量预计约 220 万斤，1

月 7 日至 1 月 21 日这段时间，青鱼集中

上市，约有 200 万斤。”鹅湖水产协会秘

书长朱歆峰介绍，近年来，虽然青鱼养殖

成本持续上涨，但受水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和疫情影响，今年青鱼的批发价格、销售

价格预计与去年持平。                      孙权

 寒冬时节，站在江苏滨海港南北延伸

的海堤公路上放眼望去，东边是茫茫的黄

海，西边堤下，一垄垄的地块上覆盖着干

枯的藤蔓。这些藤蔓扎根的土下，生长着

一种药食同源特种经济植物——白首乌。

江苏滨海黄河故道区域地理环境独

特，沙质土壤富钾偏碱，特别适合白首乌

生长。据《滨海县志》记载，早在清朝咸

丰年间，当地就有农民种植白首乌。2010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滨海白首

乌”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目前，滨海

港经济区三港、双堆、陶湾三个村的白首

乌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白首乌之乡”。

“中国白首乌耳叶牛皮消95%出产在

滨海县。”江苏省科技型农业企业盐城果

老首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果老首乌公

司”)总经理张道国介绍，与载入药典的何

首乌相比，白首乌更多用于日常食用。

长期以来，村民种植白首乌基本采用

春种秋收的一年生种植模式。这种品种的

白首乌淀粉含量较高，当年不采挖就容易

腐烂。根据人参、三七等名贵药材三到七

年种植习性，果老首乌公司尝试种植多年

生品种白首乌，已取得初步成功，突破了

当地不能种植多年生白首乌的历史。

张道国告诉记者，一年生白首乌的外

皮是淡黄色的，多年生白首乌的外皮则是

深色的，两者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多

年生白首乌的黄酮营养成分是一年生白首

乌的近三倍。所以我们大力培育多年生白

首乌品种，已经成功育出二年生、三年生

品种，目前我们正试种5年生的白首乌新

品种。”

在成功培育多年生白首乌的基础上，

近年来，滨海县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改进栽培技术，推行旱改水技术，一茬种

首乌，一茬种水稻，稀释土壤中的碱性成

分对白首乌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白首乌

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陶湾村五年生白首乌试验区，土里

的白首乌已经生长了三年。隆冬里，成片

的弯曲枯藤匍匐土上，枯藤粗实的根部深

埋土下，每块地之间隔着浅浅的水沟。张

道国说，种植白首乌最怕积水，以前村民

一家一户种植，没有经济条件使用机械

化排水，而现在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

植，田间的自动排灌水系统可以有效地控

制土壤湿度，利于多年生白首乌的生长。

在双堆村白首乌推广示范基地，开始

推广“白首乌—玉米—大麦”高效立体多

元多熟种植模式，开展熟化应用科学使用

农药等病虫害绿色防治关键技术，并利用

小型机械开沟起垄、播种、打药、收获。

三港村大力推行“公司+核心基地+家庭农

场+白首乌”的新模式，全村有近一半的

耕地面积流转出来种植白首乌，村民们将

土地流转出来后进入基地务工。

在整个滨海港经济区，为白首乌产业

打工的村民多达百余人。首乌村“80后”

韩沛栩的父母种植了二三十亩白首乌，基

本是从地里刨出来直接出售，效益一般。

韩沛栩在大学读的是生命科学专业，他从

专业的角度更加了解到白首乌的价值，对

白首乌产业充满信心，所以毕业后返乡从

事白首乌产销。如今，韩沛栩在村里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聚合42个白首乌种植大

户，并注册成立集生产、加工、销售白首

乌为一体的专业企业。头脑灵活的他还通

过直播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将白首乌粉、

白首乌片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将白首乌产业做大做深，也是果老首

乌公司的愿景。该公司去年在种植基地

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先进的烘干设

备，不仅提升了白首乌加工能力，而且避

免了采挖出来的白首乌在运输过程中受到

污染，实现白首乌出土后就能立即送到车

间加工。

除了开发白首乌酒、白首乌茶等新

品，位于陶湾村的白首乌种植基地还建

成1300平方米的体验式消费基地。游客在

这里可以了解白首乌神奇故事、欣赏白首

乌花开美景、观摩白首乌产品加工流程、

品尝白首乌美食。“面朝大海，首乌花

开”，依托千亩白首乌示范基地，滨海县

也正在规划建设白首乌康养文旅小镇。未

来，白首乌的故事将更加精彩。

                                于从文  顾名筛  谷华

（新春见闻）南京明城墙挂起巨幅春联

开启新春新气象
    1月8日，南京明城墙中华门举办“城门挂春联，南京开门红”揭联仪式，一对巨幅春

联亮相。据悉，南京中山门、玄武门、解放门、太平门、标营门、武定门、挹江门等城

门也将陆续挂起春联，开启新春新气象。                                                                     泱波 摄

（新春见闻）南京非遗传承人创作

兔年剪纸作品迎新春
       1月9日，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非遗剪纸传承人陈耀在其工作室展示他创作的兔年

剪纸作品，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泱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