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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著名长寿之乡如皋市的

西域，有一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

地———搬经镇。这里北依海安县，西

接泰兴市，作为如皋、海安、泰州三

地交汇之所，不仅区位优势显著，更

素有“如皋西大门，秀美金搬经”的

美誉。全镇总面积       平方公

里，人口      万，辖   个行政村

（社区）。自    年以来，搬经镇以

“全国文明镇”创建为抓手，将精神

文明建设贯穿于镇村发展的各领

域、全过程，走出了一条“精细管理

强根基、共建共享聚民心、文化赋能

促发展”的特色之路，让古老的长寿

之乡焕发出新时代的文明光彩。

精细治理塑根基，构建文明创

建“同心圆”

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离

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与制度化的保

障。搬经镇以“众人拾柴”的协作精

神，构建起“党委统筹、部门联动、

群众参与”的立体化创建格局。镇

党委书记挂帅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镇长任组长，公安、城管、市场监管

等部门及村（社区）负责人协同作

战，将创建工作纳入日常议事日

程，通过定期调度、专项督查、考核

激励等机制，确保责任压实、任务

落地。

在具体实践中，搬经镇以“城

镇大扫除”专项行动为突破口，聚

焦环境、素质、治理、制度“四个提

升”。从街巷卫生的“毛细血管”到

行业规范的“神经末梢”，从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小事到完善

基层治理的长效机制，处处彰显着

“绣花功夫”。创新推行“村（社区）

吹哨、干部报到”机制，让党员干部

深入“足印村（社区）”，在走访调研

中听民意、解民忧，带动群众从“旁

观者”变为“参与者”，形成“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文明创

建共识。

共建共享暖民心， 培育文明实

践“新风尚”

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以

人民为中心”。搬经镇秉持“创建为

民、惠民、利民、靠民”的理念，将“人

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通过志愿服

务、典型引领、文化浸润等多元路

径，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搬经

镇构建起“    ”志愿服务体系，整

合两万四千多名志愿者力量，打造

“群众点单  所（站）派单  志愿者

接单 群众评单”的闭环服务模式。

全年策划开展理论宣讲、助老扶幼、

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    余场，让

文明实践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百姓生

活。无论是烈日下的环境整治，还是

寒冬里的走访慰问，志愿者的身影成

为搬经街头最温暖的风景。 陈桢宇

精神文明建设让长寿之乡焕发新时代光彩

今年以来，如皋市搬经镇充分

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开展多元

化网络文明实践活动，通过“网络

中国节”主题活动等载体，构建传

统文化与网络文明互促共进的实

践体系，形成“全民共建、全域传

播”的网络文明建设新格局，为乡

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与精神力量。

构建多元传播矩阵 提升网络

文明渗透力

搬经镇打破传统单向宣传模

式，打造“立体化、互动化、场景化”

传播矩阵，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在传统节日节点，策划“非遗里

的中国年”“粽享非遗韵”等主题文

化活动，举办古风游园会、非遗体

验工坊等。通过非遗展演、旱地龙

舟、非遗手作等沉浸式互动环节，

吸引超     名群众参与，增强文

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线上，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

等平台直播活动，同步开设“非遗

小课堂”“非遗云剧场”“家风故事

汇”等专栏。直播累计吸引超  万

人次观看，弹幕互动超千条。创新设

计“知识问答赢非遗好礼”“家风故

事接力”等互动模块，实现文化传播

与群众参与的双向赋能。通过“一次

活动、多维传播”模式，形成“短视频

 图文  直播”全链条内容输出，活

动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   万次。

激活非遗文化基因 培育网络

文明内生动力

搬经镇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以

非遗传承为突破口，构建“展、玩、

创、演”四位一体的文化实践模式。

邀请香囊、伴今猪头肉等非遗传承

人开设直播教学，吸引     余名

年轻群体线上学习并创作短视频，

激发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积极打造“非遗她力量”主题工坊，

将香囊、掐丝珐琅等转化为可参与

的体验项目，累计开展教学活动   

场，带动非遗产品线上销量增长

   ，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

同时，挖掘本地文化能人与网

络达人，组建“非遗传承人  志愿

者  新媒体”传播队伍，通过短视

频、图文等形式记录活动，形成“人

人都是传播者”的共建氛围。活动

相关短视频、图文等内容达   余

条。此外，开展家风文化“云端对话”

活动，线上展览优秀家训，为“文明

家庭”颁奖，将家风建设与网络文明

倡导相结合。

完善协同治理体系 筑牢网络

文明根基

搬经镇将网络文明建设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通过“仪式感  互动

性”双重效应，推动文明上网理念落

地生根。在活动现场设置“网络安

全知识角”，通过情景剧演绎、案例

讲解、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

防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发放

宣传手册     份，覆盖群众超

    人次。

组织亲子家庭共同参与文明倡

议宣读环节，以“小手拉大手”的形

式传递文明上网责任，倡导网民抵

制网络谣言、传播正能量，形成“家

庭—社区—网络”三位一体的联动

模式，推动文明上网责任意识向家

庭单元延伸。将网络文明建设与“文

明家庭”“最美网民”等评选活动挂

钩，对积极参与线上话题互动、创作

优质文化内容的群众给予表彰，形

成“实践—反馈—优化”的良性治理

模式。

未来，搬经镇将以“网络中国

节”系列活动为依托，持续探索文化

传承与网络治理的创新结合，推动

传统文化与网络文明在基层治理中

相得益彰，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张秀妍

农产品精深加工一头连

着农业、农村，一头连着工业、

市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在如皋市江安镇，拓丰健

康科技（南通）有限公司通过

科技手段延伸产业链条，让传

统农产品焕发新活力。

走进拓丰健康科技（南

通）有限公司，瞬间被五彩斑斓

的“果蔬画卷”吸引了注意。淡

黄的柠檬粉、浅紫的蓝莓粉、嫣

红的草莓粉，这些来自四川安

岳柠檬基地、云南蓝莓种植园

的“自然之色”，便是茶饮店饮

品、保健品的重要原料。

“汤臣倍健的胶原蛋白

肽固体饮料，里面就加了我们

公司生产的天然水蜜桃果

粉。”拓丰健康科技副总经理

陈春阳指着展厅里琳琅满目

的样品介绍道。这个年产能

    吨的企业，已成为工业

果汁汇源、茶饮品牌古茗、保

健品汤臣倍健等知名品牌的

合作对象。

沿着观光走廊一路参

观，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

转，喷粉机均匀喷洒着果蔬粉

末，智能灌装线精准完成产品

封装。据了解，公司采用最新

冷鲜加工技术和超微破壁技术，能

最大程度保留蔬菜膳食纤维，产品

涵盖冷冻水果原汁、   果汁、天

然果蔬粉、冲调固体饮料等多个品

类，满足不同客户在保健品、饮料、

餐饮等众多领域的差异化需求。

“从鲜果筛选那刻起，品质攻坚

战就打响了。我们从筛选到榨汁全

程标准化，以速冻隧道技术   ℃

锁鲜，保留果蔬色、香、味及营养。”

供应商管理主管徐灿告诉记者，为

确保产品质量，企业建立起从田间

到车间的全流程管控体系。通过统

一供种、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在四

川、云南等优质产区发展合作基地，

构建起稳定的原料供应链。

此外，拓丰健康科技（南通）有

限公司作为拓丰朴道集团华东区原

料生产物流基地，各类果汁饮品年

生产量及冷链配送可达      吨，

形成了原料、加工、配送闭环。陈春

阳透露，企业还计划增加蔬菜榨汁

产线，探索药食同源原料（如刺梨、

枸杞）在食品中的应用；同时进行技

术升级，加大酶工程与发酵技术投

入，开发低糖、低卡产品。

未来，企业还将建设集产、学、

研、加工、种植示范、农技培训、科普

教育、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综合性示范基地，这条从

田间到舌尖的“甜蜜”产业链，正为

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李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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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如皋市搬经镇以

“李渔读书季”为载体，将传统耕读

文化与现代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

过“耕读课堂”与“书香万家”两大

板块，将古籍智慧融入现代农业与

全民阅读，探索出一条文化传承与

乡村振兴并行的特色路径。

科技赋能：耕读教育激活劳动

新体验

在搬经镇现代农业馆内，搬东

社区团支部书记以李渔“因地制

宜”思想为引领，带领青少年解码

“一粒米”背后的科技密码；绿意盎

然的吉吉苗木场内，学生将《闲情

偶寄》的草木美学化作创意盆栽，

让扦插育苗的指尖沾满泥土芬芳，

在实践中感知自然规律；正禾农业

生产基地里，通过蔬果采摘、农具

操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汗滴禾下

土”的农耕精神具象化为劳动教育

课程。三堂沉浸式耕读课，以“智能

农业  传统农事”的双重体验，让

李渔笔下的农耕智慧在新时代落

地生根。

全域阅读： 多维场景构筑书香

生态

龙桥村的“银发读书会”成为独

特风景，老人们品读《笠翁对韵》时，

茶香与平仄声韵交织出传统美学意

境；加马社区户外读书角，儿童诵读

声与风声共鸣，村民将芹菜种植经验

录入《耕读笔记》，实现生产技术从口

传到文本的转化。楼冯村通过投影仪

展播劳模事迹，万全村搭建青年创客

故事分享平台，形成覆盖全年龄段的

阅读矩阵。从银发老人到青少年，从

书斋到田垄，全民阅读的星火已燎原

成照亮乡村的文化灯塔。

文化基因： 驱动乡村发展内生

动力

这一场场文化实践，既是对李

渔精神的现代诠释，更是乡村振兴

的创新探索。当传统农业智慧遇上

无人机播种技术，当古诗朗诵声回

荡在现代农业园区，传统文化与现

代农业碰撞出创新火花。正如   

岁的陈爷爷在读书会上感慨：“古人

讲‘天地有大美’，如今咱们的田地

有科技助力，书本有文化滋养，真真

是把老祖宗的智慧用活了！”

从智能农机的轰鸣到《耕读笔

记》的墨香，搬经镇正以文化为犁、

以创新为种，在田野间书写着“既富

口袋更富脑袋”的振兴答卷。这场跨

越三百年的耕读对话，不仅让千年

文脉焕发新生，更昭示着：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从来都是并蒂花开。 何雪芹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李渔读书季”系列阅读活动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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