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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村位于启东市区南面，距
市中心仅5公里，西临头兴港河，东
临庙港河，南临沿江公路，江海南路
贯穿南北，是第四批“江苏省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江苏省“三
星级康居乡村”。

名片

本报记者 黄燕鸣

近日，在汇龙镇南郊村动迁组的帮助
下，村民范成新拿到了新房钥匙。“没想到
这把年纪了，还能住上新房子。”范成新老
人激动万分。此前，范成新一直住在自己
的小房子内，现在拿到了新房子，小日子

越过越红火了。
作为新城区的一部分，南郊村全村涉

及动迁安置。安置房建设牵动着所有动迁
户的心。“动迁户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
能拿到安置房，拿到什么样的安置房。只
要让动迁户看到我们的安置房加快建设，
他们都会积极配合动迁。”南郊村党委副
书记王捷介绍。从2010年初起，在南郊村
动迁工作正式启动后的一年内，南郊村的
安置房A区与B区就相继破土动工。目
前，A区、B区、C区安置房全部建设完毕，
A区和B区新房交付完毕，C区陆续进行
交付。

如何让村民动迁得放心，没有后顾
之忧，关键在于让村民了解政策。在动
迁过程中，南郊村将动迁政策送到每个
动迁户手中，并对房屋动迁补偿方案、
评估单位及负责人、评估鉴定机构、被

拆除房屋基本情况，以及签约进展情况
等上墙公开。陆锦昌老两口以前一直住
在自己的“五架头”老屋内，因动迁被
安置到了南郊村安置A区120平方米的新
房。房子虽大，但老两口却不太满意。

“我们两个用不着住这么大的房子。”村
干部第一时间上门详细解释相关政策，
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让陆锦昌和老伴选
择了70多平方米的房子，多余的面积选
择由政府回购，让老人既有了新房，又
有了存款。

“阳光动迁”让动迁村民心里有了
底。比如，动迁村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是：我家的房子到底值多少钱？评估公
司估的价钱有没有让自己吃亏？汇龙镇
拆迁指挥部的做法是：设立审计环节，
由指挥部成立审计组，邀请市审计局工
作人员进驻审计组，对评估公司的每份

评估报告进行审计。
“去年以来，我们总结经验，调整

拆迁方案，采取整组动迁。”王捷介
绍，“通过整组拆迁，能够更有效地推
进拆迁工作。”目前，全村江海路东侧
地块基本拆迁完毕，正在进行扫尾工
作，安置房D区正在规划设计。“扫尾
工作结束，安置房也将确定开工，到时
江海路西侧的1000多户也将全面进入拆
迁。”王捷告诉记者。

汇龙镇南郊村加快推进拆迁工作，讲深讲透拆迁政策，恪守阳光拆迁，
实施整组动迁——

让村民拆得安心迁得舒心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北城区街
道御河湾残疾人之家，一走进院子，就
被温馨、整洁的庭院环境所感染。过道
上安装了无障碍栏杆，办公区域内布置
了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康复室、手工操
作间、休息室、日间照料室、电子阅览
室、图书室、心理咨询室、娱乐室等八
大功能室。

御河湾残疾人之家于2017年成立，
为了更好地关心照顾我市残疾人，让他
们有处可去、有事可做，以减轻精神和经
济负担，近年来，市残联在我市各个区镇
（街道）成立了“残疾人之家”，目前全市
已建成涉及8区镇（街道）的11家“残疾
人之家”。

走进手工操作间，8位残疾人围着桌
子正在做羊毛衫套口。“这是残疾人之家
给我们找的活，工作流程简单，我们每天
能挣50多块钱。”今年50岁的管伟群去
年9月份就加入了御河湾残疾人之家，她
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来这里做做手工
活，做累了就到休息室躺一会，偶尔还会
去康复室做做运动。自从到了这里，不仅
学到了基本的生活技能，还找到了愿意
倾听开导我们的良师益友。“

“在残疾人之家有专职的老师提供
生活护理托养、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专
业研讨、就业培训与辅导、辅助性就业等
服务。我们不仅让他们在残疾人之家找
到安全感、归属感，还经常带着他们去参

加社会活动，让他们融入社会。”市残联
副理事长赵雨玉告诉记者。今年市残联
还将计划新建8家镇级残疾人之家，实现
全市16个区镇（街道）“残疾人之家”全
覆盖。

在建设残疾人之家中，市残联坚持
做到把阵地建到区镇（街道）和有需求、
有条件的村（居），把服务融入到基层工
作中，开展到残疾人日常生活中，更好地
适应基层和群众需求，增强基层组织的
助残功能，动员各类社会组织提供志愿
服务，把服务延伸到残疾人家庭。努力将
工作力量充分聚合起来，服务效应充分
发挥出来，打造凝聚合力、富有活力的服
务平台和工作枢纽。 （陈天灵）

为残疾人筑起温暖家园
我市已建成11家“残疾人之家”

5月4日，北新镇区域的宽心河道两侧护坡工程正在施工。据施工人员介绍，该段
3公里的护坡工程采用生态木桩防护，今年3月开始施工，预计9月完成。郁卫兵摄

市场监管局开展“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公示培训

恪守企业信用
引导诚信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守合

同重信用”评定活动，做好企业信用建设，更好地
完成守重企业的公示申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
局举办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活动培训会。

培训会上，市场监管局综合监管科工作人
员就新修订的《江苏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公示办法》《南通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
办法》和《南通市工商局关于深入开展“守合
同重信用”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等内容进行
了详细讲解，重点讲解申报对象、申报时间、
申报程序、申报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等，现场
解答参训人员的咨询，确保参训人员熟悉掌握
申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同时就企业合同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了培训，对《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五种合同无
效情形、合同的规制及法律责任、对合作方的审
查、拟定合同条款、签订合同时的注意事项，以及
签订合同后续问题等作了详细解读。

（高莉莉 朱俊俊）

城区食安部门推进食品
摊贩备案管理工作

规范经营活动
维护食品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食品摊贩的经

营活动，做好食品摊贩备案管理工作，近日，市食
安办召开城区食品摊贩管理工作推进会，汇龙
镇、启东经济开发区、南北街道食安办和市城管
局、教育局的分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按照部署，城区各食安办将根据划定的经营
区域，迅速开展备案工作，及时将食品摊贩备案
登记信息通报到市市场监管局和城管局。加强宣
传培训，加大对食品摊贩从业者的食品安全培训
力度，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对食品摊贩的监督活
动。市市场监管局和城管局将落实监管责任，注
重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行政指导作用，
加强对备案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和划定区域、时
段外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食品摊贩的监督执法
工作，通过市场机制倒逼食品摊贩从业者自觉履
行申领义务，将食品摊贩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王海旋 朱俊俊）

近海交警维护校园交通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近海交警中队多举

措筑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网，确保学校周
边区域治安秩序稳定。

据悉，该中队建立了交通安全联席会议
制度，对校园交通、治安、餐饮、流动摊点等
进行巡查整治；上好交通安全教育模拟课；
加快推进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施寨飞）

南苑一村举行法治宣讲活动
本报讯 4月27日上午，南苑一村社

区邀请百姓名嘴朱雨生为社区居民进行
法治宣讲。

讲座中，朱雨生以诙谐的语言向社区
群众解释了德与法、文明与绿色的的关
系，传播法律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倡导环
保生态意识。 （朱永玲）

圆陀角开展禁渔期集中整治
本报讯 近期，圆陀角旅游度假区河

长办联合综合执法局，加大对非法捕捞行
为的巡查力度。

园区将此项工作纳入各村的日常工
作考核内容，对于群众举报，经派出所查
获的偷捕行为给予300元奖励。截至目
前，共查处非法捕捞田螺3起，清理非法捕
捞设施10余处。 （黄天宇）

市征收办专题部署党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市征收办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党建工作。
会议明确，今后将注重培养一批“精

通业务、熟悉党务”的双强型干部，充实到
各征收一线；进一步深化对拆迁户的结对
帮扶工作。 （高亮亮）

河道护坡

阳光花苑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讯 近日，阳光花苑社区联合社

区民警、物业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发放宣传
单，介绍家庭火灾特点、日常防火措施、如
何正确拨打火警电话、火灾初期扑救技巧、
火灾逃生注意事项等知识。

（刘嘉怡 黄晓香）

每顿吃一大碗烂糊面
我妈清晰记得那时上海的交通不太发

达，到地处郊县的宝山已经感觉是去很远
的地方了。当时我妈在我外婆的陪伴下从
家中出发搭电车到位于闸北区的老北站，
再换一辆到大场的公交车，而转了几趟车
到达严家宅后还要坐“二等车”（就是自行
车后面加木板）才能回到住处。在严家宅下
放期间，我妈就住在猪圈旁边一处漏风的
房子里，后来电影系统下放干部中带队的
小干部帮忙把砖缝砌严实了才总算不再漏
风了。后来有一次我外婆去探望我妈，看到
她的宝贝大女儿住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
地方，可把她给心疼坏了。

我妈当时住的房间里面还有一间房，
是一个老太太带着她两个孙子住的，那个
老太太还曾经在上海市区做过娘姨，我妈
房间对面的房间是她媳妇住的，而那间屋
子还同时充作生产队的食堂。

在不出卯时工的日子里，我妈会在天
刚蒙蒙亮的时候与李浣青和徐桂珍搭公交
车去大场，目的就是为了去买一碗不要粮
票的枣子粥和两只大饼。那所谓的“枣子
粥”其实也就是在一碗白粥上搁一颗枣子，
连咸菜都欠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妈
觉得有碗不要粮票的白粥喝就已让她很是
心满意足了。她总是先在铺子里把那碗粥

喝掉，然后把那两只大饼包
起来带回去当干粮，以补充
食堂饭菜数量的不足。半年
后，我妈等一干人又转到了
上影农场继续劳动。上影农
场的条件已经比宝山农村
好多了，有自己办的食堂，
还养着猪，但在那年头，猪
都饿得不长膘了。当时上影
农场场长是上影厂的工会
主席，他告诉大家说由于猪
圈里没有铺稻草，猪怕冷，
睡觉时就只能像马一样站着，不肯躺下去。
至于干活，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干不了也
得干啊”。好在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力气
也就慢慢练出来了。至于伙食条件，在上影
农场时起码早晨起来出工时每人可以有一
大碗掺了山芋藤和南瓜的烂糊面吃，总算
是比严家宅的稀菜汤好多了，而那时从小
到大在家娇滴滴的大小姐刘广宁已经可以
每顿吃一大碗烂糊面了。劳动时我妈他们
就用木柄的铁搭开生荒，而当地人民公社
社员用的锄头是竹柄的，比上影农场的农
具还轻便些。我妈颇有些自豪地说她开荒
开得比王大卫还好。而天天吃那种山芋藤
南瓜烂糊面，居然肩膀上还长出了肉，为此
她写信跟我外婆说自己“胖了”。当时他们

刚到农场时大家还只能喝河水，后来才有
了井水。那时我妈还挖过大粪，她跟另一个
男同事负责把积粪敲开。由于大粪很臭，我
妈他们干活时得戴着口罩方不至于被熏昏
过去。

由于当时天气还很热，农村全都是敞
开口的“朝天粪坑”，臭气熏天，很多人因此
而得了疟疾。后来我妈也染上了疟疾，但她
的病一开始还查不出来，人家的状况是一
会热一会冷，而她却不感觉冷，也不闹肚
子，就只是发烧，所以疟疾症状并不明显。
我妈记得那天是1961年的中秋节，大家都
到食堂去领豆沙包。我妈领到了包子张嘴
一咬，发现吃到嘴里的包子味道是苦的，同
时她人也开始发烧了。由于那时上影农场

没有医务室，她就去了嘉
定县的一所卫生院看病。
农村卫生院条件非常简
陋，连验血都没有，卫生院
的乡村医生就把我妈的病
当感冒治，给她打了退烧
针。等回到农场宿舍，我妈
躺在木制双层床上，一身
身地出汗，汗水把被子都
浸湿了，可烧就是退不下
去。就那么她整整熬了一
个星期，直到体温直线升

到了40.3℃，领导才批准她回市区去上海
市电影局医务室看病，于是我妈简单整理
了一下行李就准备回市区了。由于高烧超
过40℃，她人非常虚弱，连行李都提不动，
还是请徐桂珍的爱人帮她把行李提到了公
共汽车站，她自己手里就拿着一瓶药。当她
从上影农场坐公交车到了老北站后就找了
个公用电话打回家给我外婆，告诉家里自
己回市区了。由于找不到三轮车，我妈就只
好自己提着行李搭15路无轨电，再换,26
路电车回到了淮海中路家中。一到家她立
刻就躺倒了，我外婆陪她去了电影局医务
室看病，结果一验血就说是疟疾。

由于怕疟疾传染家人，家里就在一楼
客厅里支了个帐子，让她睡在客厅里养病。

我妈是那次在上影农场第三个得疟疾的，
她估计是被其他人传染的。回到家后我妈
还是一直高烧不退，医生就连续给她打奎
宁针。由于奎宁多打对耳朵不好，并且那次
医生给我妈打的剂量较大，后来有一段时
间她老是觉得耳边有人在说话。在那段时
间里，即使是在家里她也睡不安稳，尽说梦
话，说的都是农场菜地里的事情。在家养了
一个多月后，她的病总算是慢慢好了，但经
此一病，我妈人也瘦了，体力也差了，等她
回到农场就连铁镐都拿不动了。不久，我妈
的一年下放期满了，于是她就回上译厂了。
她还记得临离开上影农场时就见到上影厂
演员凤凰（舒适先生的第二任太太）前来农
场报到了，跟她同去的还有几个刚分配到
电影系统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

我妈并不是上译厂第一个被下放的演
员，在她之前同组的胡庆汉和张同凝等人
也下过乡，并且那次下放一年也并非是她

“农民生涯”的结束，从那时开始直到“文
革”中正式被从位于上海奉贤县的上海文
化五七干校调回万航渡路搞内参片为止，
我妈他们就会经常被调到农村参加秋收之
类的劳动。

就这样，我妈那时一会儿配戏一会儿
下乡，日子就那样到了1965年。

（十六）

南通市未成年人心理咨
询与服务云平台培训展开

搭建网络平台
关注心理健康
本报讯 5月6日，南通市未成年人心理咨

询与服务云平台培训在启东市第一中学进行，
全市78所中小学的90多位教师参加了培训。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市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服务信息化水平和效能，实现“心理健康教
育互联网+”发展的新格局，着力搭建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与未成年人、家长间高效便捷
的信息化桥梁。培训会上，南通市未成年人成
长指导中心工作人员作了云平台教师端和学生
端的软件操作培训。 据了解，9月份南通将对
全市所有学校3年级以上的中小学生进行一次
心理普测。 （刘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