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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供电公司

宿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军
和华中野战军于 1946 年 12 月中旬反击国民党
军进攻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华东战场上陈毅和
粟裕共同指挥的战略防御阶段的较大规模运
动歼灭战，在宿北战场上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
六十九师师部及其 3 个半旅，共 2.1 万余人，开
创了解放战争初期华东地区全歼国民党军整
编师的范例。宿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东战
场的转折，揭开了华东野战军打更大更多歼灭
战的序幕。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蒋
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解放区军
民的士气；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
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宿北战
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
宿迁地区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2021 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 100 周
年，也是宿北战役胜利 75周年。为隆重庆祝党
的生日，纪念宿北战役 75 周年，拟于 2021 年下
半年在宿迁市区举行纪念宿北战役胜利 75 周

年研讨等系列活动，现特向社会各界征集有关
研讨文章。应征研讨文章要求观点正确，史实
准确，体现原创性和独创性。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赐予研讨文章，参
加研讨活动。研讨文章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底。应征文章要求为原创作品，所投稿
件请注明通联方式。文章将经专家组审定后
汇集出版，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稿酬，所有投
稿版权等归宿北大战纪念馆所有。

纪念宿北战役胜利 75 周年研讨文章选题
范围（应征文章内容不限于此选题）附后，仅以
供参考。

投稿方式：
1、电子稿件邮箱：sqlsly@163.com；
2、纸质稿件，请邮寄至宿迁市幸福路 185

号，宿北大战纪念馆，邮编：223800，联系人：林
空。联系电话：0527-81002110。

宿北大战纪念馆
2020年10月10日

关于征集纪念宿北战役胜利 75周年活动
研讨文章的启事

附：

纪念宿北战役胜利75周年研讨文章选题范围
一、宿北战役与解放战争初期全国战场形势
二、宿北战役与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局
三、宿北战役与被“挡着”的历史转折之战
四、毛泽东与宿北战役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宿北战役
六、陈毅、粟裕与宿北战役
七、宿北战役中的集中兵力和统一指挥
八、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在宿北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
九、宿北战役起止时间问题
十、宿北战役战绩问题
十一、宿北战役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十二、宿北战役中的我军参战部队
十三、宿北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十四、人民支前与宿北战役
十五、宿北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十六、宿北战役的历史作用和当今意义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 之 年 ，也 是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的 深 化 之 年 ，为 反 映 我 市 在 农 业
农村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农
民 群 众 的 奋 斗 历 程 ，我 市 将 举 办

“宿有千香”杯美丽田园新宿迁摄
影大赛。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宿迁市农业农村局；
宿迁日报社。
二、参赛对象
广大摄影爱好者和农业农村事

业工作者。
三、参赛作品要求
作品以乡村振兴为主线，围绕

脱贫攻坚成果（包括重点帮扶片区
改善、经济薄弱村发展、低收入农户
脱贫等方面）、人居环境改善（包括
污水治理、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
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乡
村产业业态（包括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乡村手工业、乡村工坊、农村电
商等方面）、田园乡村风貌（包括休
闲农旅、农村文化、田园风光等方
面）等领域，反映农业新气象、农村
新面貌、农民新生活。

四、征稿时间
发布之日起至 10月 31日。
五、投稿要求
1. 作 品 必 须 取 材 于 宿 迁 市 境

内，主要是“十三五”以来（即 2016

年 以 来）拍 摄 的 作 品 ，鼓 励 2020
年 以 来 新 创 作 的 摄 影 作 品 。 历
届 相 关 摄 影 大 赛 获 奖 作 品 不 得
参赛。

2. 作 品 文 件 为 JPEG 格 式 ，每
件作品文件大小不小于 5MB。鼓
励 以 彩 色 照 片 参 赛 ，题 材 风 格 不
限 ，单 幅 、组 照 均 可（组 照 4—6
幅），投稿数量不限。作品不能随
意改变主要画面的元素和以移花
接 木 的 手 法 改 变 创 作 主 题 ，但 在
色彩、亮度、饱和度方面可作适当
调整。

3. 仅限实名制网络投稿，投稿
人需打包发送作者信息、作品说明
2 个 word 文档和照片电子稿，压缩

包命名为“美丽田园新宿迁摄影大
赛+姓名+手机号”。作者信息包括
身份信息和通讯地址（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工作单位
或家庭住址），作品说明 50 字左右，
作品采取统一格式命名：作者真实
姓名+手机号码+作品名称+拍摄
地点（如：张三 13812345678《田园》
宿城区埠子镇秀丽蔬菜基地）

六、奖项设置和评选方式
奖项设置分为专业组、手机组。
专业组：设 特 等 奖 1 名 ，奖 金

10000 元；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4000
元；二级奖 3 名，奖金各 3000 元；三
等奖 6名，奖金各 1000元；优秀奖 30
名，奖金各 500元。

手机组：设 特 等 奖 1 名 ，奖 金
5000 元；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各 1000 元；三
等奖 6 名，奖金各 5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各 300元。

其中，特等奖获奖作品仅限组
照，主要通过固定场景视觉变化反
映过去 5 年的乡村变迁历程。如无
适宜作品获选特等奖，将适当增选
专业组、手机组优秀奖。

获奖作品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七、投稿方式
投稿作品请发送至邮箱：
1103169547@qq.com
联 系 人：臧子晴
联系方式：18751082560

八、特别说明
1.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不

退稿。以同一作品参加多组投稿
的，不重复获奖，仅以所获最高奖金
额兑现。

2. 主办单位有权将获奖、入选
作品用于相关的活动宣传、画册制
作、登报、展览等用途，不再另付稿
酬，同时主办单位拥有作品永久使
用权，作者拥有署名权。

3. 投稿者对其作品具有独立著
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
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涉及
法律等相关责任作者自负。

2020年8月19日

“宿有千香”杯美丽田园新宿迁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本报讯“供电公司指导我们使用
‘电烘干’加工无花果，让无花果基地起
死回生，现在的生产效益发生了质的飞
越。”10月8日，泗阳县碧生源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尹云对泗阳县
供电公司李口供电所在无花果种植、
生产提供的电能替代服务赞不绝口。

据悉，该合作社于 2016 年 9 月
在泗阳县李口镇李庄村建立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 240 亩，主
要种植无花果。“过去，加工无花果
干都是用煤锅炉烘干，不仅环境监
测不达标，而且食品绿色指标也不
符合要求，经常造成滞销，急得我吃
不下饭。”尹云谈到创业初期遇到的
困难，至今难以忘怀。

2019年3月，李口供电所将无花
果种植基地作为重点帮办项目，客服
经理黄瑞多次主动上门，积极宣传电
烘干、电排灌等电能替代技术，引导
客户采用更为经济、环保的方式进行
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无花果品质。

“在供电所的推荐下，我投资
10 万元购买了一套电烘干设备，供
电所还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为基地架

设了供电增容设施，并协助机器设
备参数调试，让我及时投产达效。
当年用电烘干生产的无花果干，经
县食品安全监测中心检测，不仅色
泽光鲜，而且绿色食品品质达标，产
品一下子打开了市场，企业生产的
无花果干供不应求。”尹云介绍。

针对烘干、排灌设备安全性要求
高的特点，李口供电所还定期组织共
产党员服务队对基地内相关用电设
备、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和指导维护，
指导种植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

“为更好地推进电能替代项目落
地，该公司积极开辟用电接入‘绿色
通道’、推广应用‘网上国网’APP等
线上办理渠道，实现了客户办电‘一
次都不跑’，低压线路延伸业扩配套
工程实现了客户办电‘零成本’。”泗
阳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靳罡介绍。

目前，该基地全年生产加工无
花果干达到 18000 多公斤，年生产
销售鲜果 12000 多公斤，产品主要
销往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带动全
村 70余户家门口就业。

（陶冰峰 杨宗翰 张鑫）

电能替代让“致富之花”满枝头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宿城区
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搭建宿城区
中医药交流平台，10 月 10 日,宿城
区举行中医药协会、中医健康促进
中心、宿城中医萝卜会揭牌仪式。

会上，宿城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周瑞宣读批准宿城区中医药协会、
中医健康促进中心成立决定，宣布
宿城区中医药协会会长、副会长、秘
书长、理事成员名单，宣布宿城区中
医健康促进中心成员名单，并介绍
宿城中医萝卜会成立情况。

据了解，宿城区自 2017 年启动
中医药发展推广工作，在 11 家医院
建设了特色中医馆、48家卫生室（站）
创建了特色中医阁，努力把最实惠的
中医药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中医药协会、中医健康促进中心和中
医萝卜会的成立，标志着宿城区中医
药领域有了专门的学术组织，为中医
工作者与老百姓之间架起一座便捷、
优质、高效的桥梁，对促进宿城区中

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揭牌仪式后，宿城中医萝卜会中

医大讲堂正式开始，此次大讲堂持续
时间为两天，活动采取线上直播、线
下授课两种方式进行，线下授课直接
受益者约500人，线上听课人数最高
达到4万余人。近期，宿城区还会针
对性地举办8期共650人次的中医药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

“未来，宿城区将面对当前中医
药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督促中医
药协会充分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团
结全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多深入
基层一线、多走近群众身边、多开展
诊疗服务，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更深一
层，打通中医药服务基层百姓的“最
后一公里”。我们将依托中医健康促
进中心和中医萝卜会，让更多的中医
文化、适宜技术与中医爱好者、基层群
众面对面，合理有效开展中医药培训
和适宜技术推广活动。”宿城区人民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李华婷）

宿城区多措并举推动
全区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文化宿迁印记·馆“宝”系列报道

洋河股份
企业展览馆

人生如戏，岁月如酒，一生都
是故事与琼浆。

“白洋河下春水碧，白洋河中
多沽客，行客年年任往来，居人自
在洋河曲。”历代文人墨客途经本
地，更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
诗句，如明代诗人邹缉，晚年于洋
河隐居，就写下这首《白洋河》。

“酒味香醇，真佳酒也！”乾隆
南巡，途经宿迁，品尝洋河酒盛
赞。在宿迁行宫时的模拟场景
中，栩栩如生的人物结合行宫的
浮雕背景，为我们再现了乾隆盛
赞洋河酒的历史瞬间。洋河酒被
传为佳话，成为皇室贡酒。

岁月流金，行销洋河酒的商
贾往来不绝，洋河酒沿着乾隆南
下水路，行销江南，被誉为“福泉
酒海清香美，味占江南第一家。”

1910 年，双沟大曲参加由清
政府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中外 30
多万人参观，展品约达百万件，双
沟大曲在展会中受到了国内外众
多观摩者的青睐，一举成名，摘得
国际金奖。

1912 年，孙中山先生为践行
实业救国计划，鼓励民族工业发
展，为嘉许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
国际金奖的双沟大曲，欣然挥笔
题词“双沟醴泉”，有“甘雨时降，
万物以嘉，谓之醴泉”之意。在中
国近代工业史上留下了极具浓墨
重彩的一笔。2011 年，孙中山先
生真迹“双沟醴泉”拍出高价，最

终被苏酒集团（洋河股份）竞得。
这幅为当年双沟酒厂所写的珍贵
书法作品，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
雨重回故里。

在展馆内的两大名酒展区，
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档案实物、
文献记载，综合展示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后，在原有私营酿酒槽坊
的基础上，洋河、双沟分别成立了
地方国营酒厂，在传承古老酿造
技艺的同时，生产经营规模不断
扩大，为地方经济繁荣作出了重
大贡献，并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洋河酒
厂的百年地下酒窖。1949 年，洋
河槽坊扩建，在一棵黄杨树下发
掘了这片酒窖，堪称白酒界的地
下宫殿，而坛中的酒还有液体黄
金之称！”昏黄的灯光下，跟随解
说员孙永慧，我们进入百年地下
酒窖。在这里，3800 余只陶坛整
齐排列，酒香四溢，醇厚绵长。在
地下酒窖的门口，记者看到了一
棵黄杨树，整体树型侧斜生长，一
侧树叶非常繁茂，呈现出一种特
殊的醉态，因此得名“醉杨”。

闻香已醉，未品先酣。宿迁
这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了传世
酒香。走在这片土地上，空气中
仿佛也弥散着淡淡的酒香，凉凉
的、甜甜的，让人只想静静感受，
这座承载着厚重酒文化的酒都
风情。

一“醉”千年，“梦”回西楚
■ 本报记者 杨芹 杨群 实习生 陈瑾 通讯员 郑芸

有一种液体，让你若梦若醒；它醉了刘伶，狂了诗仙，湿了中
秋桂花雨；它，流溢金樽，又盛满粗碗……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在 1700 平方米展
览馆内，全方位感受了宿迁悠久的酿酒历史，正是“醉”里挑灯，看
千年酒都，一朝“梦”回西楚大地。

宿迁，自古便是齐鲁文化与
江淮文化的融合区，西楚雄风千
年激荡，岁月长河中散发出的历
史陈香，孕育出洋河、双沟两大中
国名酒。

宿迁兼具全球黄金酿酒带和
中国南北地理分界带的优势，属
北亚热带和北暖温带过渡区，独
特的生态环境为白酒的酿造提供
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2012
年，因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生态环
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强
大的酿酒规模，宿迁被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中国酒业协会联合授
予“中国白酒之都”称号。

在馆内酒都历史展区，“双沟
醉猿”艺术场景让人眼前一亮。
据科学家推断，1800 万年前，古
猿在双沟地区悠然自得地生活，
因误食了经野果发酵的汁液后，
醉倒不醒，历经千万年，造就了万
众瞩目的醉猿化石，被考古学家
们命名为“双沟醉猿”。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在
今天的泗阳县设立泗水国，当时
泗水国所酿的美酒，除朝贡长安
外，还畅销吴楚等各诸侯国，泗
水国因此被誉为“天然粮仓，大
汉酒国”。

2002 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
究所成功发掘了泗阳县三庄汉墓
群的大青墩墓葬，出土了 700 余
件文物，其中有大量的古代饮酒
和储酒器具，也见证了这片土地
悠久的酒文化。

千年酒脉，滋养一方。据地
方志中记载：洋河、双沟地区酿酒
业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唐宋
时期，洋河、双沟地区的酿酒业所
产税收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明清时期，洋河、双沟地区酿
酒业进一步发展繁荣，共有数百
家酿酒槽坊，街道两旁酒肆林立，
酒旗迎风招展。白洋河、淮河码
头上，泊满了装酒卸物的船只，载
着这一抹酒香飘向千里之外。

一“醉”千年

“梦”回西楚

（上接A1版）截至目前，全市共受理
“紧缺型”高技能人才获证培训补贴
申 请 3805 人 ，涉 及 补 贴 576.26 万
元。其中：已为市直781名“紧缺型”
高技能人才发放补贴122.45万元。

工厂就是技能实训场，生产线就
是技能评价考场。江苏洋河酒厂股份
有限公司不仅有详细的人才自主评价
实施方案和细则，同时该公司还成立
了人才自主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专门
负责从业行为规范、企业专家队伍、评
价考核过程、职业标准把握、创新工艺
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考评，使评价既
贴合企业实际，也符合质量要求。

在宿迁，有着如此完备的技能
人才自主评价体系的企业已经达到
了 65家。2018年，我市被评为全省
首个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认定试
点地区后，进一步推动建立了以企
业自主评价为主导、行业协会学会
为补充、职技院校广泛参与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标准化工作体系，为
技能人才培养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两年来，已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认定 4.9 万人，其中 2.3 万人获
得高级以上等级证书。

在创新技能人才评价机制的同
时，我市还坚持创立特色载体，通过
打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
训基地等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
立覆盖重点行业、特色行业的技能
大师工作室网络。

在“朱宇亮技能大师工作室”
内，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操作手中
各种精密仪器。记者了解到，作为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朱宇亮技

能大师工作室”以科研课题开发、技
能研发、技术攻关、创作设计、工艺
创新及专业人才培养等为主，通过
发挥名师带徒和技术攻关作用，确
保技艺传承和技术创新，为我市机
械制造行业发展贡献人才力量。

近年来，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
企业首席技师申报审批工作的有力
推进，优秀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
企业首席技师不断涌现。“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和企业首席技师的评选
有效地发挥了高技能领军人才在技
术攻关、技术创新、技术交流、技艺传
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技能人才支撑。”市人
社局局长孙登怀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全市已产生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5个，企业首席技师22人。

为了弘扬工匠精神、树立先进
典型，进一步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引
领示范作用，2019 年起，我市重点
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每两年评选宿
迁大工匠 5名，宿迁工匠 50名，由市
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 5 万元、1 万元。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宿迁大工匠 5 人，宿迁工
匠 23 人。同时，我市还选拔了一批
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技能人才，并将他
们纳入“千名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管理、考核，培养期内，第一层次
培养对象每人每月发放补助 3000
元，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每人每月发
放补助 500 元，目前已为市直 51 名
高技能人才发放补助 37.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