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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乔萍 王海洋）连云港市
纪委监委聚焦校园多发易发问题，坚持
委机关和派驻纪检组上下联动，着力打
造“阳光校园”。

聚焦校服管理，推动“阳光采
购”。通过大量走访调研和诉求分析，
在全市开展校服采购专项监督，严肃
查处一批违规违纪人员，推动市县区
教育局加强监管。聚焦困难学生资

助，完善“阳光助学”。针对学生资助
中存在的虚报冒领、截留侵占等问题，
建立分析模型，精准发现并查处一批
财政供养人员、高收入人员领取资助
金问题线索，并予以严肃查处。聚焦
热点难点，开展“阳光校园”系列监
督。针对学生就餐领域存在的克扣学
生伙食费、“吃不好”问题，监督保障推
动“阳光食堂”建设。

连云港市纪委监委
着力推动“阳光校园”建设

本报讯（伏婧源）“顺着画出的线
慢慢剪，在转弯的地方要仔细一点……”
在课堂上，老干部们拿起红纸和剪刀，按
照老师的指导，认真完成一幅幅剪纸作
品。近日，江苏省军区连云港干休所联
合海州区路南街道、江苏海洋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开展“走近革命老兵赓续红色
信仰”剪纸技艺活动。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把老干部照顾好、服务好、保障好，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江苏省军区连
云港干休所相关负责人说。这个干休
所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路南街道，居
住在这里的是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离休老干部及其家属。近年
来，该所加强军民共建协作，建立常态
化联络机制，努力打造新时代拥军优
属特色品牌。

军地合力守护老兵幸福晚年

本报讯（关锐）近期，连云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通过党员座谈会、
组织生活会等形式，把基层党组织建设
成“温馨驿站”，以“冬训第一课”形式帮
助返乡党员“加油充电”，获得返乡党员
们点赞。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微信等方式
途径，对外出流动党员进行全面统计，
掌握党员就业需求、创业意愿等信息。

街道还邀请返乡的在外创业党员代表
进行座谈，畅谈自身创业体会，提出家
乡发展建议，带动更多群众致富。同
时，街道对在外务工的困难党员家庭登
门慰问，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
暖。街道还统一定制了一份节日礼包，
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
朝阳镇志送到返乡党员手中，鼓励大家
时刻关注家乡发展。

朝阳街道“温馨驿站”
为返乡党员“加油充电”

本报讯（刘亚兵）日前，灌南县新
集镇以“七个一”为载体，通过召开冬训
专场活动，教育引导全镇党员干部认真
参加党内组织生活。

开展一轮集中学习，通过送学上
门、读书会、政策宣讲等方式，确保党员
教育全覆盖。开展一次研讨交流，通过
上门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向返乡流
动党员、乡贤能人通报家乡发展变化情
况，鼓励返乡创业。开展一次练兵比

武，通过召开冬训专场活动，激发干事
创业活力。开展一次对标整改活动，围
绕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小
切口”入手，下“大力气”整改。开展一
次走访慰问活动，采取印发资料、赠阅
读本、口头宣讲等方式，强化农村党员
思想理论武装。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民情走访、矛盾
化解等活动。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新集镇“七个一”
推动党员冬训走深走实

本报讯（李贵仁 孙林杰） 连日
来，东海县白塔埠镇创设“四讲四化”模
式，推进基层党员冬训工作“响”起来、

“靓”起来。
书记讲堂讲“理”，提升党员理论化水

平，以机关、站所和各村党支部为基础，广
泛开设“支部冬训第一课”。草根讲堂说

“事”，提升群众参与化水平，设置白塔埠

冬训草根讲堂，让群众当主角、唱大戏。
实境讲堂观“景”，提升冬训成效化水平，
全镇充分依托红色阵地与资源，以实景实
地观摩和交流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爱党
爱国爱家乡主题教育。模范讲堂树“德”，
提升基层互动化水平，邀请一批道德模范
和典型群体走进讲堂，让广大干部群众在
聆听感人事迹的同时产生思想共鸣。

白塔埠镇“四讲四化”
吹响基层冬训“集结号”

本报讯（王国强）日前，赣榆区推
出《关于建立健全全区重点项目推进机
制的实施方案》，推进五项制度机制，切
实提高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质量和效益。

健全区领导挂钩推进机制，明确区
四套班子主要领导负责制，全力推进重
点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完善
重点项目定期调度机制，明确区委主要
领导每周牵头调度丰海高新材料等省
重点项目。坚持双月竞赛机制，以固定

资产投资、规上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
指标和重点产业项目招引及推进情况
为竞赛内容，每月对各镇（园区）进行考
评。实行半年现场观摩机制，对项目建
设进度、发展载体建设、产业带动效应
现场打分，推动各镇（园区）互看互学互
评互比。创新可视化推进机制，开发运
行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重点项目
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实时查看审批进
展、掌握项目进度。

赣榆建立五项制度
护航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汪铭扬）今年以来，方洋
集团纪委把抓好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成立6个巡察组，围绕“三个聚焦”监督
要点，紧盯资产处置、工程项目、招投标
等重点领域，扩大监督检查范围，推动
巡察工作不留死角。

为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取得实
效，方洋集团纪委建立灵活“闭环式”整
改机制，紧抓履行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主

体责任“牛鼻子”，狠抓对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不重视、制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同时，建立巡察反馈意见整改问题台
账，专人负责，逐条对照；逐一销号，坚
持以查促改，针对重点问题分层分类对
被巡察单位责任人开展约谈，督促各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
推动落实“一岗双责”，实现压力传导、
逐级落实，着力推动形成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有效闭环。

方洋集团纪委
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中
写道：“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
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
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
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
哭于斯’呢？”朱自清18岁前主要在
扬州学习、生活，而他4岁前的时光
是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度过的。

朱自清出生地之谜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字佩弦，
出生于清末海州。朱自清的祖父朱
则余（字菊坡），原姓余，浙江绍兴
人，因父母双亡，随养父改姓朱并迁
居海州。朱自清称祖父在海州衙门
里做“承审官”，实际上朱则余在刑
房里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办理，是
个小吏。清代州衙、县衙设有吏、
户、刑、工、礼、兵、承发等承办文案
的办事机构，名“科”或“房”。与州
官、州同知、县官、县丞等由朝廷任
免的官员不同，这些科房的吏员并
无品级，具体分为典吏、经承和散
书，其中典吏有正式编制。朱则余
大约是州衙刑房中的“经承”书吏。

朱则余迎娶海州花园乡（今灌
南县花园村）吴氏为妻，生下朱鸿
钧（字小坡），即《背影》里那位步履
蹒跚的父亲。朱鸿钧娶妻周氏绮
桐，生育朱自清。朱鸿钧曾在徐州
任职，后被免去榷运局长职务，他
与朱自清的关系并不融洽。传说
朱自清出生在东海县平明镇，那是
清末太子少傅、溥仪启蒙老师、进
士朱路的故乡。朱自清是地道的
海州人，故居大概在海州城北门与
西门之间，他的三弟朱国华曾到附
近街巷寻访。

朱自清在其著作中说道：“东海
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
我就生在海州。”朱自清出生时的海
州为直隶州，1912 年民国改州为
县，海州改名东海县，县治在海州
城；不久又分置出灌云县，县治设在
板浦。因此，朱自清所说“东海”就
是“海州”。他还提到：“海州的情形
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
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

少海州口音。”出生在海州的朱鸿钧
在扬州生活，入乡随俗，讲带有“海
州口音”的扬州话就不足为奇了。

乡贤的品格与精神

明代《隆庆海州志》记载地方士
人“朴而不文，实而不诈，安分而不
奔竞，颇有古风”，养育朱自清4年
多的故乡及其海州亲人，对其有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自清先生的子女朱闰生、朱
乔森、朱思俞评价父亲是位“真诚
的爱国者”。何谓“真诚”，就是在
抗日艰难、国人信心衰退之时，朱
自清振臂高呼：“东亚病夫居然奋
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
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
现在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了”；何谓

“真诚”，就是在贫病交加之下，他
不惜减少自己微薄的收入，抗议美
国扶持日本及对中国人的侮辱欺
凌，直至胃病发作离开人世。即使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体重不足78斤
的朱自清仍然保持着“青春”的精
神状态，而这正来自他骨子里的纯
净与真诚。朱自清身上的文人风
骨，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气
质与尊严，不清高，不孤寒，外表平
和青涩，内心坚毅不屈，是和平年
代人们倾慕的精神品质。

朱自清在《论无话可说》中提
到：“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
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
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彼
时的北京大学，正是陈独秀、李大
钊、毛泽东等思想文化精英集聚之
地。1919年12月，朱自清加入平民
教育讲演团，该团体在蔡元培校长
支持下，由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发
起。朱自清作为第四组书记，在通
县、城北演讲《平民教育是什么》《我
们为什么要求知识》《我们为什么要
纪念劳动节》。1920年3月，他与冯
友兰等加入由罗家伦、傅斯年发起
的新潮社——一个倡导新文学运动
的社团。

“谈笑有鸿儒”，朱自清的“朋友
圈”群英荟萃，他们青春洋溢、挥斥

方遒，处处迸发着改革创新的时代
火花，掀起新风潮。也正是那个时
期，朱自清在师友们的激励与影响
下，创作了《睡吧，小小的人》《羊群》
《满月的光》《小草》等新诗。在新诗
《光明》中，他借上帝的口吻讲述救
国图存之路要靠自己去奋斗，“光
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你
自己去造！”朱自清深知当时中华民
族危在旦夕，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世主，救国救民之路只能依靠中国
人自己去探索。

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自北大毕业后，朱自清开始了
28年的教育生涯，先后在中学和高
校教书育人，并且笔耕不辍。1920
年9月至1925年7月，朱自清先后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杭州）、省立
第六师范（台州）、省立第十中学
（温州）、省立第四中学（宁波）、春
晖中学（上虞）和江苏省立第八中
学（扬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上海）
任教。颠沛流离期间他仍倾心育
人，还创作了散文《冬天》《自治底
意义》《新年底故事》《儿女》、新诗
《转眼》《杂诗三首》、小说《笑的历
史》《别》等作品。

朱自清在长诗《毁灭》中叙述：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
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
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
脚印！”好友俞平伯称赞他：“在中国
古代传统的一切词曲以外另标一
帜。”1923年暑期，朱自清与俞平伯
游历秦淮河，写下了《桨声灯影里的
秦淮河》；在宁期间他还遇到老同学
邓中夏，后来按捺不住情感，用火热
的笔调写下《赠A.S.》：“你的手像火
把，你的眼像波涛，你的言语如石
头，怎能使我忘记呢？你飞渡洞庭
湖，你飞渡扬子江；你要建红色的天
国在地上！”是啊，邓中夏为之奋斗
的“红色天国”，不也正是他的理想
之国、梦想之地吗！

彼时的朱自清，是一面旗帜，在
希冀教育救国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他对时代的思

考与观察、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与追
寻，都融入他的作品中。朱自清是
独特的，在创作中，他追求独到的见
解；朱自清更是内心纯净的，他的笔
下芳香四溢、清芬常存，给人以希
望、以力量。

对于朱自清的精神与气节，毛
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早有评
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
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
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
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
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
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
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
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
族的英雄气概。”

传承历史文化留住乡愁

扬州人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意
识是深入骨髓的，在主城区看不到
特别高大的建筑，老街、故居、公园、
城市书房处处可见。朱自清在天宁
门街、弥陀巷、南皮市街、琼花巷街、
南门街、东关街都生活过，其扬州故
居现在安乐巷27号，是座传统结构
的小四合院。朱自清在高邮市邵伯
镇的私塾也得以保留。或许缺失的
正是其出生地——海州的故居。

朱自清的祖母和父亲都是海州
人，对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朱自
清也出生在海州，这份乡愁“剪不
断、理还乱”，是无论如何都磨灭不
了的。海州是“东海名郡”，北宋“芙
蓉城主”石曼卿、南宋“南渡十将”之
一魏胜、明代名将王鸣鹤、清代“铁
路大臣”沈云沛等名宦乡贤都在这
里留下印迹。这座“海边之州”，奠
定了朱自清朴实又浪漫的情怀，也
赋予他如大海般自由宽广的思想与
笔触。

朱自清先生已逝七十余载，留
下《背影》《荷塘月色》《青青河畔草》
等旷世佳作，余音绕梁，久而不绝。
这位乡贤的品质与精神，点点滴滴，
都值得人们学习、传承与弘扬。

图片由作者及海州区提供

朱自清与海州
□ 梁继东

清代海州城图 毛泽东同志《别了，司徒雷登》手迹

老海州城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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