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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梅飘香、夜梅妖娆、梅花隧道烟雨

蒙蒙……2 月 13 日，第二十八届中国南京

国际梅花节正式开幕，今年开春后南京的

首场全城花事在江南烟雨中盛大“开放”，

以升级换代的全新面貌邀请海内外赏花客

深度游访。

尊梅花为市花的南京市，素有“金陵

梅花甲天下”的美称。其中，南京明孝陵

景区梅花山更是著名的“天下第一梅山”，

种植了梅树 35000 余株，品种 350 多个。

值此春雨绵绵之际，更是满山红粉菲菲、

香雾蒙蒙。

据中山陵园管理局副局长廖锦汉介

绍，“花情预报显示，自 2 月 13 日起，

梅花山将进入整体观赏期，早花盛放，‘南

京红’‘小绿萼’‘见惊’‘淡雅宫粉’

等中花品种也陆续开发，一年中最美的初

春赏梅时光已经开启。尤其受近日江南地

区春雨滋润，雨中梅花更显娇艳欲滴。此

外，适度的低温和湿度也会拉长梅花的整

体开放期，静待海内外赏花客前来观赏。”

今年的梅花节，中山陵园管理局希望

通过景区内明孝陵博物馆的“半盏香梅影”

非遗手作活动、孙权纪念馆的春日非遗一

日市集、“梅茶双清”钟山雨花茶友会、

小小花情预报员研习班等特色赏梅、游春

活动，让游客在赏梅的同时感受多层次的

丰富文化体验。

南京溧水傅家边十里梅林近年来一直

致力于打造夜梅特色观赏，据南京市溧水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迎春介绍，当地

以“一路生花”花漾游园会的玩法，在梅

林各处景点融入溧水秦淮灯会灯彩，设置

夜梅打卡点，营造“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夜间赏梅意境。“我们还

会在梅花节期间举办数场烟火表演，以‘夜

梅 + 烟火’为特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游园

体验。”

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内，分布于湖中梁

洲、翠虹堤、梁翠堤等沿湖堤岸上的“梅

花四绝”：充满诗情画意的梅花隧道、

600 岁“高龄”的明代古梅、梅红点点胭

脂秀的梅坡染霞以及水上赏梅，近阶段也

已经渐入佳境，到了最佳观赏期。

“南京文化旅游经过了几年的精雕细

琢，已经有了升级换代的变化，尤其是在

深度游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今年的梅花节，

文旅部门围绕南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文化

内涵，整合‘赏梅花、观花灯、探馆藏、

登城墙、闻钟声、泡温泉’等特色产品，

串联南京钟山风景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江苏园博园、汤山温

泉旅游度假区、南京城墙、各大博物馆等

精华景区、景点，向海内外游客推出全新

吃喝玩乐赏游‘套餐’，希望海内外的游

客在这个春天可以来南京多看看多走走。”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夏军说。 申冉

南京开春首场盛大花事：

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古镇发展大会在苏州黎里举办 

助力联合申遗

2月10日，在江苏海事部门海巡艇的护

航下，超大型集装箱船“鑫福102”轮，

从江苏太仓港驶往浙江附近海域，开启为

期8天的试航。该船是目前全球装箱量最

大的新造集装箱船。

“鑫福102”轮由江苏扬子江船业集

团公司旗下的江苏扬子鑫福造船有限公司

建造，总长399.99米，型宽61.3米，货舱

深度33.5米，甲板面积达24000平方米。

船上最大堆箱层数可达25层，相当于22层

楼的高度，一次可装载24346个20英尺标

准集装箱，堪称海上“巨无霸”和“带货

王”。

巨轮试航结束后，预计于今年3月底

投用。

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是中国龙头

船企。中新社记者了解到，今年，该船企

手持同类船型订单6艘，预计在年内陆续

试航，并完成交付。

2022年，中国造船业国际市场份额继

续保持全球第一。江苏是中国的造船大

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2年前11月，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有

一半以上落在江苏。

2022年以来，国际航运业持续复苏，

全球造船业进入上升周期，江苏大型船企

的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业界人士认为，

在经历十余年的低谷后，近期江苏造船业

订单大涨，将为国际造船业注入生机。

                                                    朱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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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融入江苏更多消费场景 民众购物“心中有数”
咖 啡 店 、 热 门 餐 厅 、 时 装 店 、 书

店……在江苏省南京市，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和商家开始接受数字人民币的交易。随

着今年1月30日江苏省开展全域数字人民

币试点工作以来，当地紧密结合特色消费

场景进行数字化升级，一方面吸引更多年

轻消费者“尝鲜”，另一方面继续开发离

线可用的“硬钱包”应用，发挥数字人民

币支付在消费促进领域的辐射助推效应。

近日，在南京市鼓楼区的颐和路历史

文化街区第十一片区内，一台数字人民币

体验咖啡机吸引不少人的关注。该区域是

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在南京的首次落地。

“先下载安装数字人民币手机软件，

再开通数字钱包绑定银行卡，就可直接用

‘电子钱包’来买咖啡了。”花了十元

数字人民币买到一杯咖啡的李小姐告诉记

者，“一开始注册安装程序有点复杂，但

了解到周边商家都可以使用，而且有央行

做背书、交易没有手续费，就和用纸币一

样，我觉得挺放心的。”

自2020年江苏省苏州市成为中国试点

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首批城市之后，经过两

年多的探索，2023年1月30日，《江苏省

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方案》发布，给出四

个阶段至2025年底的试点时间轴，旨在基

本实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特定区域全覆

盖，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数字人民币生态

体系。作为长三角地区商业辐射力强劲的

消费城市，南京市也将为数字人民币的应

用能级和消费场景带来更多可能性。

据南京市鼓楼区商务局副局长陈贯源

江苏徐州三件珍贵文物“亮相”中小学教材2月16日，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古镇

发展大会暨2023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在苏州市吴江区黎

里古镇举办。活动以“赋能古镇发展 助力

联合申遗”为主题，共促江南水乡古镇联

合申遗工作向纵深推进，共谋古镇群落文

化休闲和旅游资源联动开发的新路径。

江南水乡古镇于2006年首次进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苏州

周庄、甪直、同里、沙溪、锦溪、震泽、

黎里，无锡惠山，嘉兴乌镇、西塘，上海

浦东新区新场在内的11个古镇作为申遗古

镇中的典型例证；苏州千灯、凤凰，湖州

南浔、新市4个古镇作为申遗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江南水乡古镇的完整

框架。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兼江苏省文物局局长拾峰表示，古镇见

以梅为“媒”引海内外赏花客深度游

全球装箱量最大集装箱船“鑫福 102”轮试航

介绍：“从去年我们就一直关注数字人民

币的应用情况。今年我们积极和银行部门

策划，抓住节假日消费热潮，普发了一批

数字人民币红包，吸引对新兴事物敏锐度

较高的年轻消费者来体验。目前，体验区

内大部分商铺都可使用数字人民币交易。

此外，我们也在布局覆盖更多的街区、综

合体商超，创新更多消费场景。”

中新社记者从中国银行南京分行鼓楼

支行副行长屈碧君处了解到，“银行方面

还在积极开发更多形式的弱电离线使用

‘硬钱包’。通过数字人民币应用与交通

卡、手环、钥匙链等实物结合，充值后无

需联网就可交易，方便老人和孩子进行更

为便捷安全的数字化交易，提供更普惠的

社交出行便利。”                             申冉

证了源远流长的江南水乡文化，蕴涵历

史、艺术、建筑、生态等多重价值，是彰

显“江南味、国际范、水乡韵、田园风”

长三角文旅形象的闪亮名片。要更加注重

系统保护，着力呈现“记忆中的古镇”；

要更加注重创新创意，着力打造“有个性

的古镇”；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着力打

造“心目中的古镇”，使古镇成为更多人

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古镇申遗的范围广，涉及面多，多年

来，各级政府、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在

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苏州作为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的

牵头城市，是江南水乡古镇的聚集地，已

有15个镇列入全国历史文化名镇。苏州市

副市长查颖冬表示，苏州要加大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江南水乡古镇全

面振兴，携手将长三角古镇打造成“产品

丰富、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引领国内、

享誉国际”的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

旅游圈，努力成为世界古镇文化旅游目的

地。

大会现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江南水乡古镇申遗文本编制

情况及申遗技术路径研究；联合申遗办(苏

州市文物局)汇报了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工作

推进情况；来自江苏、浙江、上海、安徽

三省一市的古镇的4位代表交流分享了文

化遗产保护和古镇发展工作。            李童

江苏徐州博物馆2月10日消息，在即

将投入使用的中小学教材《文物之美——

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五年级上册书中，

收录了来自徐州的三件文物，分别为“玉

璜 ” “ 组 玉 佩 ” 和 汉 画 像 石 “ 鱼 车 出

巡”。

2020年10月份，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

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旨在推动中小学

生、青少年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学习。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物之

美——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是涵盖小

学、初中和高中学段的系列教材，正是这

一趋势下的探索尝试。

这三件文物中，有考古学家邹厚本在

狮子山楚王陵塞石缝中“钓”出的一枚玉

器“璜”。在中国文化中多认为璜是对彩

虹的模仿，甲骨文“虹”字就是用两条弧

线连接两端龙头的造型，与璜的形状完全

吻合。邹厚本“钓”出的这件璜形双龙玉

佩，是玉雕艺术中的上乘之作。

出土于骆驼山汉墓群的“组玉佩”由

11件玉器组成，是汉代文物精品，由西汉

初期的贵族所佩戴。由于玉器间的轻微撞

击而发出节奏，需要佩戴者时时注意调整

步伐的缓急。

汉画像石“鱼车出巡”就是人们常说

的故事“河伯出行”，画面内容中也可以

找到类似于玉器“璜”的印记。目前，该

文物珍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文物之美——走进博物馆实践课

程》中，徐州文物的撰写工作由徐州博物

馆汉画像石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陈钊主笔。

起初，陈钊选择了徐州七件文物，但鉴于

收入课本的文字要求精准凝练，不能有歧

义，要让孩子看得明白，还要引导中小学

生从文物中发现美、探索美、感悟美。为

此，经过数次修改，他最终选择了三件文

物。“当初在为学生们选择文物介绍的内

容时，抛开了成人所说的文物价值。更多

的是发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找出文物的文

化性，这些内容对孩子们来说可能更为永

恒。”陈钊说。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它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徐州博物馆的文物入

选到这一套系列教材当中去，将文物之美

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相结合，也是让孩

子们在探寻文物之美的同时，也探寻和感

受中华文明的智慧之美。”徐州博物馆社

会服务部主任杜益华说。        朱志庚 刘洋  

江苏东台沿海早春好风景：

盐碱地里油菜绿 早茬西瓜已开花
初春的江苏沿海地区，依旧寒风凛

冽，成片的麦田和油菜田铺呈在盐碱地

上，如同巨幅绿色地毯。

2月10日一早，江苏盐城东台的油菜种

植大户张绿林已经在地里忙碌，他在沿海

滩涂上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植油菜。绿中

泛紫的菜叶贴在地面，粗壮的根部牢牢地

扎在沙质土壤里。张绿林说，现在是油菜

生长的关键期，必须经常查看生长情况，

才能有接下来的大丰收。

“这块地种植的油菜品种是‘中油杂

501’，菜籽含油量高，目前长势很好，

施肥要注意‘少吃多餐’。”扬州大学农

学院教授左青松对张绿林进行技术指导。

据左青松介绍，油菜的耐碱性较强，

适合在沿海滩涂的盐碱地生长，油菜根系

能分泌有机酸，使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发

生改变，促进土壤中难溶解的磷有效化，

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

东台，因海而生。海岸线全长85公

里，连陆滩涂10.4万公顷，并且以每年150

米左右的速度向东延伸，年新增土地达

600多公顷。

“油菜不与粮争地，我们在广袤的盐

碱地上推广油菜种植，不仅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让盐碱地变成‘增收田’，春天还

能看到美丽的油菜花海。”东台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王玫告诉中新网记者，东台是

传统的冬油菜籽生产种植区域，是国家级

优质商品油生产基地县(市)。该市大力开

展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创建，今年油

菜种植面积达到12.5万亩，比去年增加1万

亩。

在张绿林的2000多亩油菜地里，几乎

看不到工人，田边建有苗情监测设备和物

联网传感器。“从耕地、播种、施肥到收

割，全过程采用机械化作业，现在平均每

亩地用工只有0.3人，大大降低了生产成

本。”张绿林介绍，这里的油菜地还是

“院士示范田”，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的专家可通过安装在田头的设

备远程实时查看油菜的生长情况，了解油

菜地的环境数据，包括气温、风速、雨

量、土壤湿度等。

东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

王国平介绍，东台油菜种植主要集中于沿

海大面积农田，适合机械化作业。该市大

力推广油菜机械收割、脱粒，推广机动弥

雾机和电动弥雾机喷药，示范应用高性能

植保防治机械和无人机，减轻油菜后期植

保防治的人工劳动强度，从而加快了油菜

生产全程机械化步伐。

人勤春早。在东台，这边沿海滩涂上

油菜青青长势正旺，那边西瓜大棚内暖意

融融。

压穴翻转式精量穴盘播种机、水循环

自动增温系统、干温恒温自动设备……在

东台市农萃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大

棚内，记者看到，一颗颗西瓜种子在由

泡沫板和电热丝构成的“温床”上生根发

芽，嫩绿的西瓜苗正在从这里销往全国各

地。

“基地共有连栋智能温室大棚3万多

平方米，每年可育西瓜苗900万株。”东

台市农萃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

国荣介绍，西瓜苗的培育主要分为实生苗

和嫁接苗，实生苗生长40天即可移栽，嫁

接苗则需60天左右才能移栽，早期的西瓜

苗已经下田种植了。

各种西瓜苗因为“出生日期”不同，

有的才生出两瓣嫩叶片，有的叶子已经有

手掌大小。在一间大棚内，几位工人正在

忙着进行西瓜苗嫁接，即把西瓜实生苗的

苗头嫁接到西葫芦苗上。刘国荣说，种植

西瓜需要轮茬，一块地如果连续几年长西

瓜，不仅降低产量，也影响西瓜的品质，

利用西葫芦苗和西瓜苗的亲和性进行嫁

接，这种嫁接苗的抗病害能力会增强，可

以解决西瓜轮茬的困难，大幅降低西瓜种

植的成本。

“ 我 种 植 的 第 一 批 西 瓜 已 经 开 花

了。”在东台市五烈镇镇南村，西瓜种植

大户王小兵欣喜地领着记者弯身钻进他的

西瓜大棚。这里的大棚长约120米，走进

棚内，只见生长在两侧的西瓜苗已经开始

伸藤，有的叶子底下藏着黄色的小花，雌

花的花朵根部结着拇指大小的瓜纽。

王小兵种植西瓜已经10多年了，今年

种植了160亩，现在每天要对西瓜苗进行

打杈、理藤，并通过开棚、关棚控制好棚

内温度。“一个大棚可以长三茬瓜，头茬

瓜在4月初就能上市。”王小兵说，这种

赶早上市的西瓜特别受市场欢迎，价格也

很高。

东台是“中国西瓜之乡”，拥有全国

最大的设施西瓜生产基地，“东台西瓜”

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获准具有地理标

志的国家注册的瓜类产品。据东台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王玫介绍，目前全市种植西

瓜近30万亩，总产量预计达90多万吨。该

市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形态

联农带农机制，开展育苗、生产、分选、

包装、运输、销售全产业链服务，发展

西瓜专业合作社54家、经纪人1000多人，

“东台西瓜”授权使用经营主体292个，

错峰上市的“东台西瓜”亩均收入突破万

元，总产值近50亿元，纯效益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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