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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潘梦洁 李昱含
刘志钧 徐天魁

通讯员 刘建方 孙银凤

河下古镇东南隅，一片碧水静卧于市
井烟火间。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垂
柳依依，微风拂过时，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宛如一幅天然画卷——这便是萧湖。蜿蜒
曲折的湖边步道设有多个观景平台，供游
人驻足欣赏美景。白鹭、野鸭等水鸟时常
出没，为这片湖泊增添几分生机与活力。

据史料记载，萧湖又名萧家湖、珠湖、
东湖、学士湖等，原与淮安城西管家湖相
连，明初陈瑄修疏清江浦，沿管家湖筑堤为
纤道，自此萧湖与管家湖分隔，独成一景。
萧湖分南、北两区，中间有莲花街。莲花街
石板路长数千米，宛如长虹卧波，中间横跨
三桥，从东向西分别为通城桥、通惠桥、通
济桥(也称广济桥)。桥下流水潺潺，不仅连

接着萧湖南北水域，更串联起淮安的漕运
记忆。

萧湖南岸，一组青砖黛瓦的建筑群临
水而立，这是为纪念“兴汉三杰”之一的韩
信而建的纪念区。现存韩侯钓台石栏上，

“王孙遗迹”四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与之
毗邻的漂母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祠内保
存的清代碑刻详细记载了“一饭千金”的千
古佳话。

与南区雄浑的历史印记不同，北区尽
显明清盐商的雅致情怀。环湖而建的园林
中，夏曰瑚的恢台园与程鉴的荻庄各具特
色，而张鸿烈父子的曲江园更是其中翘楚，
冠绝一时。周围名园环筑，游赏几无虚日，
毛奇龄赋《明河篇》，方苞在此论道，吴敬梓
驻足挥毫，郑板桥、边寿民等名家以墨为
舟，荡涤出萧湖的文艺江湖。清代诗人赵
翼以“是村仍近郭，有水可无山”道其秀色，
性灵派诗人袁枚更叹“名花美女有时来，明
月清风没逃处”，足见其风雅之盛。

2016年，萧湖迎来新生。淮安区政府
打造“一环二轴五岛七片区”（沿湖风光环
状带，历史文化轴、休闲娱乐轴，桃花岛、登
塔观光岛、芦苇岛、鸟岛、水上花园岛，湖岸
观景区、花蒲岛屿区、文人园林区、漕运坊
坞区、历史名胜区、市民休闲区、水上娱乐
区），重塑湖光。

如今的萧湖，既保留着古桥老宅的岁
月沧桑，又焕发着现代公园的蓬勃生机，以
其独特魅力成为市民游客的理想去处。晨
曦初露或夕阳西下时，这片湖光山色总能
带给人们一份难得的惬意。这座承载军事
传奇、盐商鼎盛与文脉绵长的湖泊，正以清
波为墨，续写着淮安“因水而兴”的隽永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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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唐 瑀 记 者 吴家婧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6月29日至7月1日，一场横跨大学、
中学、小学不同学段的研学之旅在淮
安、南京两地的红色场馆及全国文明
校园展开。活动由淮阴师范学院、南
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江苏省涟水中
学、淮安市新安小学等第三届全国文
明校园联合发起，有关红色场馆共同
参与。

研学活动采用“行走的大思政课”
模式，通过校际协同、馆校联动，融合
微课堂、视频对话、实地寻访、研讨交
流等多种形式，用好红色资源，赋能

“大思政课”，发挥全国文明校园示范

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共同体建设，引导青少年学生以脚
步丈量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

在为期三天的研学活动中，师生
们走进荣获第三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的大中小学校进行交流研学，先后参
观了涟水保卫战纪念馆、新四军刘老
庄连纪念园、淮安市档案馆、周恩来纪
念馆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等场馆，上好“场馆里的思政
课”。淮阴师范学院将持续把思政课
搬进社会大课堂，着力打造音乐厅、纪
念馆、博物馆等“场馆里的思政课”，让
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相连、与实践深入
互动、与时代同频共振，着力培养拥有

“四个自信”的时代新人。

■通讯员 陈 鹏 陆成之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农行淮安分
行抓细抓实“书记项目”“委员项目”，
着力发挥“关键少数”在高质量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推动县（区）支行党员领
导干部模范带头、主动作为、狠抓落
实、攻坚克难。

为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经营深度
融合，农行淮安分行适时出台《“书记
项目”“委员项目”实施方案》，结合自
身特点和县(区）支行经营管理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

梳理业务营销、风险化解、创新转型、
历史遗留等方面急难险重任务，明确
辖内8家支行238个项目具体目标，
涉及对公、零售、普惠、风险、保障板块
共10个部门。县（区）支行班子成员
主动认领7个项目，形成年度“书记项
目”“委员项目”清单，并以适当方式在
辖内公开。市分行按季度督导，每半
年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年
末统一开展验收评比，将完成情况纳
入年度党建考核和领导干部个人履职
考核，评选表彰年度示范“书记项目”
和优秀“委员项目”。

■通讯员 查莹莹

本报讯 近年来，淮安区财政局
全面履行政府采购监管职责，持续优
化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不断提高
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度，切
实维护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秩序。

审慎处理投诉。严格遵守法定流
程和时限要求，及时送达《暂停政府采
购活动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等材料，
严格签收手续，确保投诉处理过程的
完整性和严肃性。

提升投诉处理能力。针对政府采
购投诉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学
习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高投诉处理决
定中法规适用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规范执法行为。邀请专业法律顾
问全程参与投诉处理工作，确保发出
的法律文书和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合
规，提高执法行为规范性。

确保执法透明。及时将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采购网公开，切实提升行政
执法透明度，共同营造公平、公正、公
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淮安区财政局优化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工作

大中小学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研学活动举行

农行淮安分行：

抓实“书记项目”“委员项目” 破解发展难题

近日，淮安生态文旅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淮安生态文旅区第二实验小学，
开展暑期安全教育活动。消防员们为小学生们讲解了暑期安全用火、用电等知
识，并组织学生体验水域救援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技巧。通过此次活动，有效增
强了学生们的假期安全意识，提升了他们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

■记 者 赵启瑞 通讯员 丁 钊

■记 者 金海洋
通讯员 靳 凯 王炳前

夏日清晨，淮阴区丁集镇的万亩黄
瓜种植基地里，菜农们正采收黄瓜。不
久后，这些刚采摘的黄瓜将变成远销海
外的酱菜。而串联起这片田野与餐桌
的人，正是淮安市乐农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文清。这位从食品销售行
业跨界农业领域的“新农人”，用一根根
鲜嫩的黄瓜，“酿”出乡村振兴新滋味。

从销售员向“新农人”转型

回忆当初的创业之路，周文清说，
从事食品销售工作时，她发现丁集黄瓜
因缺乏深加工渠道，常常面临季节性滞
销的问题。“这么好的黄瓜，应该发挥更

大价值。”抱着这样的念头，她带领一位
温州的老牌酱菜师傅，把传统酱缸运进
2600平方米的厂房里。

凭借在食品销售领域积累的渠道
资源和严格的生产质量管理，乐农食品
现已建成自动化熬酱车间，产品涵盖酱
黄瓜、香菇酱、辣椒酱、糖蒜等，年产能
达5000吨，2024年销售额突破2000
万元。“小酱菜也可以做成大生意。”周
文清说。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

在乐农食品生产车间，传统工艺与
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我们在坚持古法
腌制的基础上，引入农残检测设备和无
菌罐装线。”周文清说，这种“老味道+新
科技”模式，让乐农食品的酱黄瓜实现

“零添加”，产量成倍增加，成功敲开了

山姆等高端商超的大门。
2024年，乐农食品精选6款产品参

与山姆会员商店江浙沪区域供应商选
品评估。经过严苛的测评，其中3款产
品凭借优质品质与独特口感征服了评
委，从参评的数十种产品中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山姆会员店销售。“我们主打
健康，坚持保留食材本身的味道，这是
我们胜出的关键原因。”周文清说。

从小酱菜到“大江湖”

乐农食品的产品不仅有酱菜，还有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调味酱等。“现在年
轻人炒菜都爱放一勺我们的调味酱。”
周文清拿起一罐包装新颖的调味酱高
兴地说。

作为丁集黄瓜的深加工企业，乐农
食品创新性地构建了“订单农业”合作

模式。“我们给农户制定标准、提供技
术，并承诺保底收购。”周文清介绍，这
种闭环模式不仅保障了原料品质，更
让丁集黄瓜的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带
动产业链上下游互补互促，让农产品
获得新生命。

“有人说我们是卖酱菜的，但我觉
得我们在做‘乡村振兴的调味剂’。”周
文清说，每一罐饱含乡土气息的丁集
酱黄瓜，既是千年酱艺的传承，也是

“新农人”对土地的深情告白。

“酿”出乡村振兴新滋味
——记淮安市乐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