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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晨 王浩歌 张曼 王雅萱

红色文化点燃假日激情

“你们看， 这是一块印刻着
1948.11.7的浮雕，标志着连云港
地区彻底解放， 浮雕旁环绕着4
个纪念碑，上面雕刻着在那段艰
辛岁月中，港城人民艰苦奋斗，英
勇抗敌的身影……” 国庆节当天
上午， 前来参观市革命纪念馆的
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看着馆内大
厅正中间的浮雕墙， 感慨万千。
“我和国旗合个影”志愿小讲解员
专场讲解也在当天进行。“我们在
这次观览中感受到无数先烈抛头
颅洒热血， 为我们铺下幸福大
道。”海州区郁洲街道的李先生带
着儿子参观后感慨地说。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公共文
化服务场馆的红色主题展览活动
排满了档期———“我们的十年、我
们的信仰”———青春献礼二十大
主题海报展、“向阳生长———喜迎
二十大” 少儿艺术作品展、“新时
代颂”2022连云港美术摄影主题
联展。市民纷纷前往市博物馆、市
文化馆、 市美术馆等各大公共文
化服务场馆，通过一张张图片、一
份份讲解， 感受港城发展的日新
月异， 感受祖国73周年华诞所展
现出的发展盛景。

淮海戏演出、 传统民俗踩
街……各类民俗活动， 在我市
各县区乡村、街巷上演，浓浓烟

火气， 为国庆节装点了别样民间
氛围。与此同时，各类线上活动也
顺着网线， 带领孩子和家长们一
起，展现亲子间的乐趣———“亲子
共读连环画”活动、阅读上“头条”
互动听书打卡系列活动、“喜迎二
十大 党史知识线上竞答” 活动，
以及“鼎盛华夏”黏土重铸青铜鼎
制作、“寻觅·那一抹蓝”掐丝珐琅
制作体验活动等， 成为假期里的
“线上记忆”。

看电影也成为市民“过节”的
一种方式———国庆假期里，《万里
归途》《平凡英雄》《钢铁意志》《搜
救》 等多部品质优秀的主旋律电
影成为市民的“精神大餐”。猫眼
专业版数据显示，10月1日当天，
我市票房达112.5万元。 其中，讲
述我国外交官撤侨题材的电影
《万里归途》最为卖座，当天票房
达78.45万元， 票房占比69.7%。
“影片最后的片段特别感人，飞机
进入中国领空瞬间， 看到万家灯
火的片段，让我热泪盈眶，我真得
感受到那些人经历劫难， 回到祖
国的怀抱、亲人身边温暖而幸福，
这次也特意带着孩子一起看，让
孩子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在海州
万达影城看完《万里归途》的市民
张新感慨地说。

此外， 各县区的庆国庆活动
也是异彩纷呈。国庆期间，灌云县
广泛开展了“倡导国庆新民俗 打
造爱国活动周” 活动———他们对
城区主次干道、 重要点位等进行
装饰亮化，通过悬挂发光灯笼、中
国结、 国旗， 设置造型小品等方
式，全力营造爱国、喜庆的节日氛
围；不少中小学纷纷开展“强国复
兴有我 筑梦向未来”主题绘画比
赛以及“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主题板报评比活动
等， 充分体现了青年学子的审美
追求和团结协作精神， 潜移默化
中为青少年注入了爱国向党、奋
斗自强的精神活水。

打卡红色景点 传承红色基因

国庆假期，港城广大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前往市革命纪念馆、抗日山
烈士陵园和黑林镇大树村刘少奇旧
居等多个红色景点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以此特殊而有意义的方式欢度国
庆。这些红色景点不仅成为中老年人
重温激情岁月、感怀时代变迁的体验
地， 也变身为年轻人聆听红色故事，
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

国庆假期刚开始，我市革命纪念
馆就迎来游客参观小高峰。三楼专题
展览《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逐
梦之路》吸引众多进馆的游客前去参
观。“今天真是收获很多，平时工作忙
抽不出时间，假期带孩子来革命纪念
馆参观学习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更
加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市民
凌先生表示。 通过参观市革命纪念
馆，他和孩子都对港城那段红色历史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赣榆是革命老区、 红色热土，无
数革命先烈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感人故事和宝贵精神财富。 近年来，
赣榆区重点打造抗日山、 秦山岛、赣
榆人民支前纪念馆和 “全国红色村”
黑林镇大树村等红色场馆，形成“一
山一岛一馆一村” 的群众性教育矩
阵，让红色教育和红色景点在赣榆大
地更加火热。

10月1日一大早， 志愿者张碧云
就在“十一”红色游临时微信群里提
醒自愿报名的家庭带好随身物品，按
时到达集合点乘车。 当天，10余组家
庭先后前往抗日山烈士陵园、赣榆人
民支前纪念馆、刘少奇旧居等红色景
点，走近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
浴血奋战的战士，了解他们的生平和
在赣榆生活战斗的英雄事迹。市民车
秋芳带着3个孩子加入了这趟 “红色
之旅”， 她很惊讶孩子们不仅比自己
知道的历史多，还散发着浓浓的爱国

气息。“英勇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
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
的幸福生活，我们唯有倍加珍惜学知
识、长才能、成栋梁的机会，为将来建
设祖国打下坚实基础。” 在参观完抗
日山烈士陵园后，孩子们动情地向车
秋芳说。

为庆祝国庆节，赣榆区城头镇组
织青年党员开展“打卡”红色景点、体
验红色之旅主题活动。青年党员们参
观了董力生故居等红色景点。 活动
中，讲解员为青年党员们讲述了革命
先烈的伟大事迹以及在淮海战役中
广大群众用小推车运送后勤物资，积
极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
了坚强后盾，从而孕育了响彻全国的
“小推车”精神的具体内涵。通过此次
活动，青年党员们真切感受到了革命
先烈们身上的坚强党性与家国情怀，
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树立听
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继承先烈
们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赣榆区赣马镇东官庄村的老党
员们开展了一场红色旅程，走进黑林
镇大树村刘少奇旧居参观，回忆入党
初心。打卡红色景点，重温光辉历史，
老党员们纷纷表示：“虽然我们年事
已高，但初心不褪色，我们一辈子都
是共产党员，党的初心使命将永记于
心。”

国旗下的思政课 青春告白祖国

国庆期间， 我市各高校纷纷开
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抒发对祖
国、对家乡和对校园的热爱之情。

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一
场“接地气”且“增底气”的“国旗下
的思政课” 正在举行，300余名师生
现场高歌， 喜迎国庆的到来。4位辅
导员老师以“学姐学长”身份，讲述
个人成长故事， 引发数百名同学思
想上和情感上的共鸣。

今年是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迁址连云港办学的第十个年头，作
为十年奋斗者之一的“学姐”，陶嫄
老师感慨万千：“从一名学生到一名
辅导员，我在学院奋斗了十年，也见
证了一批批学子毕业后投入祖国卫
生医疗卫生事业中并创造佳绩，我
目睹着学院变化的同时， 也感受着
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更见证着这
十年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学院从最初3000多人到如今
的11000多人，我见证了学院的成长
和突破。 希望同学们做好学习和职
业生涯规划， 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中进行思考和定位， 实现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调统一。”
司淼老师用“学长”的身份从就业角
度生动地讲述着怎样树立 “职业信
仰”。

“强国有我，青春无悔。”2022级
公共卫生学部的耿唯涵用8个字形
容这堂思政课的感悟， 作为一名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毕业后的他将
投身祖国的基层卫生医疗事业。“虽
然只是一次短暂的升旗仪式， 我却

热血沸腾， 我将用奋斗和拼搏践行
‘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接过历史的
接力棒，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非常
有意义。作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生
力军，你们要把小我融入大我，做新
时代的逐梦人和奋斗者。” 康达学院
院长张前德教授寄语同学们，要将家
国情怀融于不懈奋斗中，强化青春报
国的志向、砥砺爱校如家的情怀以及
锤炼博学明德的素养。

国庆期间，康达学院还开展“喜
迎国庆宿舍茶话会”、“我与国旗合个
影”、“运动不打烊 青春有力量”主题
校园荧光夜跑、“同升一面旗 守卫一
个家”线上主题升旗活动、“红色观影
会”、“云游祖国”等系列活动，丰富在
校师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在连云港师专，外语与商务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组织开展“青春告白
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快闪”活动
中， 同学们来到学校图书馆大楼边，
站成爱心阵型，齐声表达对祖国深深
的爱恋与祝福，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
和奋斗动力。 连云港师专还开展了
“喜迎二十大 礼赞党礼赞祖国”主题
诗文创作征集活动，师生们用手中的
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体现
出浓厚的爱国情怀。

在“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中，同
学们以青春、活泼、阳光的姿态与国
旗合影，与国旗同框，近距离感受国
旗的魅力，用真挚的祝福表达对祖国
母亲的热爱。2021级学生李培瑶激动
地说：“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拍摄每一
张照片我都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
未来的大学生活里， 我将好好学习，
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之情，真正把爱
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

靓靓丽丽 共共抒抒爱爱国国情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3周年。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国庆期间，港城处处洋溢着节日的

喜庆。人们趁着假期，或举家出游，或休闲娱乐，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表达爱国之情。

□ 伏广进 张南宁 孟奇伟 刘艺萱 □ 庄婷婷 王雪晴 王枫 陈晓丽

十年深耕，让港城“文化”彰显时代活力
———记时代富华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

在位于民主路老街的大华文化交
流中心，随处可见的古董摆设，古色古
香的戏台，茶香袅袅的茶室，与熙熙攘
攘、 人来人往相得益彰。“这里一切活
动都是公益免费的，就像这里的文化，
只要你喜欢， 人人都可以触摸到。”中
心负责人张华说。

张华是一位颇为健谈的女企业
家———干练直爽、思维活络，言谈举止
间透着几十年来的人生积淀———2003
年， 张华在北京成立时代富华创意公
司，2009年， 在连云港成立分公司，
2010年， 成立连云港旅游产品科技开
发协会。“分公司和协会的成立相当于
公司发展的两个翅膀， 托举我们在连
云港的文化产业中飞上了一个新的高
度。”张华说。

回到故土，用一腔热爱钩沉地方特色

走进张华的文创公司， 一眼便可
看到诸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创意产
品、旅游纪念品，如“西游记后记”“东
方天书” 等系列产品共100多个品种，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文创产品中，
获得知识产权的竟有138项之多。这无
疑成为张华“文化情怀”上的缩影。

“回连云港从事文化产业，已有将
近十年。十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有关要求， 对连云港的文化资源
进行深入挖掘，多形式探索，并努力把
文化产业与对群众的文化服务结合起
来，取得一定成果，产生一定影响。”张
华说，“连云港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底
蕴的城市， 很多文化资源在全国都久

负盛名，例如西游记文化、镜花缘文
化、将军崖文化等，可以提供给我们做
文化产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所以，我
们这些年的工作方向，就是围绕连云
港的文化资源来做文章，力争把本土
文化资源产业化，并做深做细做透。”

实际上，张华对文化的理解和感
悟，源自孩童时期受到的熏陶。“我算
是第一批矿山设计院的留守儿童，从
小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一
些传统文化。”张华回忆道。她的爷爷
是打铁匠出身，“张氏剪刀”在当地是
非常有名的；奶奶哼着地方小曲，爷爷
磨着剪刀，这样的场景一直在她的脑
海中萦绕。“也许是铁匠精神给予我坚
韧不拔的毅力，从小的成长经历让我
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热爱。”
张华说。

众所周知， 文化项目的周期长、
收益低。但张华坚信，只要拥有内心
的坚守、政府的支持、文化的自信、资
源的融合，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文
化春天。在她和同仁的努力下，公司
业绩层层攀升———连续数年作为重
点文化企业，被邀请参加深圳、苏州、
连云港文化产业博览会；他们设计开
发的创意产品与故宫等各大旅游景
点深度合作；主编的《连云港文学校
园美文》 发行到连云港上百所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 张华的连
云港分公司被评为“连云港十大民营
文化企业”。

扎根基层，用一座老店滋润城市文明

城市是有灵魂和记忆的生命体。

曾经位于民主路老街的大华百货承载
着不少连云港市民的儿时记忆。对张
华来说，“大华是无可替代的存在。它
是我们这一代连云港人文化的根。”而
她在接手大华文化交流中心的经营
后，也赋予了大华新的生命力。

2016年3月，在海州区委宣传部的
大力关心和支持下，具有百年老店美
誉的“大华商店”交给他们公司经营。
“大华， 不仅是一座具有100多年历史
的建筑，也不仅是许多港城人心中的
记忆，它更是一张文化名片、文化品
牌，是海州区最珍贵的文化标志，大力
促进大华与城市间、与互联网、与其他
行业深度融合， 是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张华说。

在使命感的驱使下，张华带领公
司上下紧紧围绕“连云港传统文化”和
“群众文化活动”来打造大华，突出其
文化服务性，推出六大文化惠民工程：
大华剧场、大华手艺、大华讲堂、大华
曲艺、大华读书、大华展览。从此以后，
每周五晚上的大华剧场总是准时上演
连云港老人喜爱的戏曲节目，国家非
遗产———海州五大宫调被更多年轻人
熟知；每周六上午，孩子们蹦跳着来到
大华文化交流中心，学习免费的面塑、
葫芦雕、拓片等传统工艺……

到了重要文化节日，大华文化中
心的二楼总能见到由市民创作展出的
书画；而在大华讲堂，市民们感兴趣的
摄影课、戏曲课，一讲就是十堂；大华
读书还与市教育局合作，每个星期都
会吸引大量老师、学生，一起参与“为
你朗读”“为你读诗”“最美领读人”活

动……同时，他们还开展“大华传统文
化”进军营、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等，受
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民众参与艺术
创作的背后， 是整座城市文化文明的
展现。”张华说。

“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 我觉得，
跟我们一贯的理念分不开。” 张华表
示，“多年来， 我们始终贯彻文化惠民
的理念，梳理、包装、推广连云港特别
是海州地区文化脉络和文化底蕴；同时
将传统文化与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让
更多人热爱与传承地方文化，让更多艺
术家走进大华，并且与全国的艺术家进
行交流、互动，守住了港城文脉。”

摆正身份，用一肩使命“壮大”城市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带有公益属性。”张华坦言。公益意
味着不光要花钱， 还要付出巨大的人
力和精力。比如她就自己出资，调配得
力干将， 负责大华文化交流中心的日
常工作， 一天24小时不少时间都在与
人打交道。 但张华无怨无悔：“我本身
就是市政协常委、民进会员，我从创业
起就是做的文化行业， 担负起文化传
承的社会责任，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有

艰苦，也有热爱和幸福。”
如她所言，作为市政协常委，她也

肩负起“建言献策”的职责和使命，比
如市政协在围绕建设“书香港城”开展
协商议事活动中，她就曾提出：如何利
用市民群众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阅读
更重要。 建议可以在宾馆、 酒吧等地
方，制作读书角，方便市民能随时取、
随时放。” 她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
的———无论是在公司， 还是在大华文
化交流中心，她都会辟出读书角，放入
一些书目，供各类人群取读，同时也会
组织一些读书活动，点缀城市文化。

“公司终究不会是我个人的，但是
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 当我年老的时
候，回忆起我们创业打拼、为港城文化
建设殚精竭虑的一切过往， 都会觉得
值得。”张华感慨，“大华承载了很多连
云港人的回忆， 就像公司承载了许多
我对家乡的爱。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
能让连云港人触摸到这里的文化之
根，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在党
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 作为江西商
会会长， 我将带领更多在连的江西企
业家老乡们，为港城发展，贡献我们的
智慧和力量。” （张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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