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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庄：四种方法打开美丽乡村新画卷
赏、饮、忆、品

·专版

淮海熟，天下足。

当广袤的淮海大地吹响丰收的号角，层层的麦浪之

间蕴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地处高亢山区的徐州市贾

汪区江庄镇，麦子最先成熟，每年初夏都会挥下徐州第

一镰。 一片“遍地金黄机欢唱，颗粒归仓笑开颜”的幸福

场景。

这里位于苏鲁两省交界， 总面积 75平方公里，下

辖 11个行政村，总人口 3.2万人，京福高速公路自山

东进入江苏的第一个出入口就设在此地。

镇内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各种地形，南、北、西三面

环山，盛产祥云双孢菇、玫瑰香葡萄、水蜜桃、磨盘桃、香

糯玉米、彩色花生、七彩山芋、金银花等新鲜果蔬，有“花

生之乡”和“牛羊肉之乡”的美称。

“卧龙泉水卧龙湖，云影天光美画图，阁榭亭台巧点

缀，清风明月任人舒。”这里的如画风景、绿色农业、红色

文化、致富密码，在百姓笑容的映衬下，共同绘就了乡村

振兴的“江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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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征南

赏竹园美景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
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在江庄镇竹园
村，既有唐诗中的诗情画意、田园闲
趣，又有现代化的便捷生活，优美的
环境、 整洁的村容与富裕安乐的村
民，构成了一幅人与生态和谐相处的
美好画面。

走进竹园村，水墨画般的乡村风
光如清风扑面而来。 竹林在微风中轻
摇曼曳，荡漾起云烟似的波浪。 或依
墙而立，或点缀假山，或亭亭玉立于
庭院，或矗立于林中。 各种形态的石
头，或围成村墙，或铺就小路，妖娆的
姿态不时引来游客的赞叹。 村宅外围
的特色主题墙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 讲述着一幕幕古村田园故
事。 村内道路整洁，一栋栋白墙青瓦
的民居整齐排列，精心打造的游园古
朴典雅。 村中休闲广场边的一口满载
乡村记忆的古井保存完好，距今已经
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 十几年前，村
里还没改吃自来水的时候，都靠这口
井吃水，大部分村民至今还对这口井
的井水记忆犹新。

2018 年，竹园村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累计投入 1300余万

元对村庄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 自从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以后，村内以往泥
泞的土路、蚊蝇肆虐的臭水塘、高低
不齐的院墙统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
是整洁有序的环境，人声鼎沸的中心
文化广场和精致的农家庭院，村民的
心劲儿一年比一年高。

青山绿水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好
的居住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使村民更
加重视和保护村落和环境， 保护和
传承在这里相得益彰。 为实现资源
共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竹园村
充分挖掘传统的竹文化、石文化，吸
引辖区及周边游客前来旅游参观 ，

促进富民增收。 青山绿水和古民居
成了宝贵的旅游资源， 从中看到商
机的村民， 纷纷办起了服务游客的
农家院。 竹园村有两个光伏发电站，

一个 240 千瓦，一个 64 千瓦，每年能
给村集体带来 13 万元的收入。 村内
荒地 、厂房 、门面房对外出租 ，一年
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 村里除了需
要照顾孩子及失去劳动能力的老
人，没有人在家闲着，只要干点活 ，

每月都有三五千元的收入。 还有不
少外出的能人响应家乡的号召 ，带
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 为家乡的发
展作贡献。

饮卧龙泉水

与竹园村遥相呼应的是闻名遐迩
的卧龙泉生态园，园区占地 700亩，其
中林木面积 500亩， 泉水面积 70 亩，

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 园
中景观千姿百态，房、亭、

塔、馆、桥、路、水、树、石、

花，巧妙地组合，人文景观
与自然景观相辅相成，恰
似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丹
青。

卧龙泉的名字源于一
个美丽的传说。 卧龙泉原
名九龙窝， 东海龙王的小
女儿在此生下 8 条小龙，

母子 9 龙为了得到水源，

辛辛苦苦挖了一条通向东
海的暗道，引水过来。泉水
日夜不停地喷向地面，形
成了今天碧波荡漾的卧龙
泉。 最为奇特的是泉水从

地下慢慢往上渗溢出来， 泉底好像是
一整块的过滤层。过滤出来的水，清凉
可口，且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据称，经地质学家鉴定，这个过滤层是
一种奇特的岩石，叫五色石，有红黄绿
黑白五种颜色，其内层蓬松如海绵状，

风化为土。清朝时曾上供朝廷，作为祭
天之用。这五色石，称得上是卧龙泉生
态园中的一绝。

徜徉在园内，30多处景点，无一处
不是匠心独运。 移步换景，处处生姿。

其中，文化景观最有魅力。运河支队抗
日纪念馆、运河支队抗日英烈纪念碑、

胡大勋百果园， 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动教材；贺成美术馆、淮海民俗馆、

卧龙泉石牌坊、徽式建筑群、腾龙塔、

藏龙洞等，也堪称文化艺术的盛宴。

忆运河支队

有这样一位抗日英雄， 他一家
七人参军抗日， 弟弟、 儿子先后牺
牲，解放后，他在黄河故道河滩上建
成徐州果园， 被授予 “全国劳动英
雄”，他功勋卓著、廉洁奉公，有着传
奇多彩的一生。 他就是运河支队政
治委员胡大勋。 江庄镇运河支队抗
日纪念馆， 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
映苏鲁边界八路军 115 师运河支队
八年抗战史实的大型专题纪念馆 ，

馆内展示了运河支队重大事件 、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运河支队的高度评
价、收集到的运河支队人物介绍，馆
中以大量的文稿、文献、书刊 、图片
等资料， 充分展示了运河支队抗战
期间的英勇事迹。 运河支队抗日纪
念馆集宣教、收藏、研究、旅游多功
能于一体， 是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徐州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运河支队为我党领导的敌后抗
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
了特殊的贡献。 运河支队是由八路
军 115 师政委罗荣桓亲自批准组建
并命名，一直坚持战斗在苏鲁交界、

运河两岸的一支抗日武装。 抗战期
间，运河支队功绩卓著，毙伤日军近
1000 人，毙伤伪军 4000 多人。 为此，

运河支队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先
后有 400 多名指战员为国捐躯。 1943

年， 运河支队参与开辟了一条通往
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为此，划到新四
军序列，归属四师彭雪枫师长、邓子
恢政委领导。 直到抗战胜利的两年
多时间里， 共护送上千位华中局及
新四军的干部往来延安。 罗荣桓称
赞运河支队是一支 “敢于在鬼子头
上跳舞的部队”，陈毅赞誉运河支队
“可以写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引起了北
京八路军研究会、 新四军研究会的
高度重视，100 多位开国元勋的后代
慕名前来参观调研， 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 目前，河南、安徽、山东、广东、

新疆等地的党员干部纷纷前来运河
支队抗日纪念馆举行 “缅怀革命先
烈， 重温入党誓词” 等主题教育活
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发了广
大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 达到了很
好的教育效果。

整个纪念馆包括大厅部分和七
个展厅。 大厅是整个纪念馆的序曲，

展出内容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
镌刻在大厅北面墙上的 《运河支队
大事记》，它记载了运河支队的光辉
历史和丰功伟绩；第二部分，是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运河
支队的亲切关怀和高度评价， 分布
在大厅左右两侧。 七个展厅分别是：

《运河支队的组建和发展历程 》 《敢
于在鬼子头上跳舞》《秘密交通线上

的忠诚卫士》《运河支队坚持统一战
线》《人民支持和根据地建设》《抗日
烈士永垂不朽 》 《运河支队军魂永
存》。

如今，一部反映运河支队抗日故
事的大型抗战实景剧正在景区影视
拍摄基地上演，新颖的艺术形式、互
动的参与乐趣， 赢得了游客的普遍

赞誉。 该实景剧以抗日战争时期运
河支队的抗日故事为基础创作改
编。 故事内容以胡大勋、梁巾侠、陈
荣坡等抗日英雄为原型， 反映了运
河支队从微山岛战斗中撤退下来的
负伤战士邵子真、 陈荣坡等不幸被
大汉奸刘善云抓获， 运河支队参谋
长胡大勋巧扮成算命先生深入到贾
汪镇，侦查摸清敌情，回队后与支队
领导设计周密方案，智救战友、消灭
敌人的经过。

品徐薯甘甜

2021 年的寒潮来得比往年更猛
烈一些，

冷风中， 街上的烤地瓜摊确更
红火了 ，靓丽的姑娘手捧烤红薯已
经成为徐州街头一景 。 不仅如此 ，

济薯 26、徐薯 32、徐薯 8 号 、广薯
87、烟薯 25、蜜薯 、香薯等薯类 ，还
有薯绿 1 号、 薯紫 1 号鲜食薯叶等
甘薯美食还都走上了徐州人的餐
桌 ，这些甘薯美食都产自江庄镇徐
薯薯业。

在投资 1500 余万元的徐薯薯业
甘薯种植基地， 一垄垄的红薯藤蔓
长势喜人，藤蔓下的甘薯，已经分批
次大量上市。 在生产基地，有的工人
将甘薯进行切片、晾晒，有的在进行
分拣、装包，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这
里生产净薯 、薯泥 、小薯仔 、红薯薄
饼等 6 种鲜食产品， 带动甘薯种植
效应，实现村企收益共享。 徐薯薯业
目前种植甘薯面积约 600 亩，年产量
达 1500 吨。 其深加工生产线设计年
生产 6000 吨。 2020 年甘薯生产为村

集体增收 15 万元，50 余名工人基本
为周边村民， 下一步还将继续招引
近百人， 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

江庄镇始终坚持扶贫与扶智相
结合， 以技术指导、 集体培训等形
式，实现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提
升农产品生产效能。 镇政府邀请了

徐州农科院为当地村民提供甘薯种
植技术指导， 先后组织了数十场技
术培训会， 建立助推产业兴旺农民
增收平台，对村民进行从甘薯培育、

生产到特色甘薯成品销售的各环节
培训， 帮助村民解决甘薯种植各环
节难题。 江庄镇甘薯产业采用“规模
化种植、组织化生产 、市场化运营 ”

的农业生产发展模式， 通过科技支
撑和不断研发创新，发展彩色农业，

运用农业 “互联网+”实现了生鲜果
蔬从“田间地头”到“客户手中”的服
务新模式。

未来，江庄镇将建设集甘薯引种
繁育、高效栽培、保鲜储藏及精深加
工于一体的 “江苏甘薯产业示范
园”，抢抓省、市乃至国家培育“徐州
甘薯” 区域性农产品公共品牌的机
遇，培育壮大鲜食甘薯产业规模。 以
“企业＋家庭农场＋农户＋物联网”的
模式，建成以“甘薯文化展示 、高效
生产示范、特色品种展示、销售体验
和甘薯原生创新” 五大板块为核心
的万亩区域甘薯产业集群， 逐步增
加农业农村经济收益， 带动周边农
户、职业农民脱贫致富，凸显徐州江
庄镇名副其实的特色甘薯产业镇。

新的一年，江庄镇将聚焦镇村建
设，加快建设美丽村庄、提升村容村
貌，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重
点道路工程建设， 改善农民住房环
境， 推动形成农村人口城镇化新格
局。 加快区域深度融合，厚植发展土
壤。 深入推进“全程服务、跟踪服务
和一站式服务 ”， 提升优化营商环
境。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系统实施
“党建+”工程，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引向深入， 不断提升江庄镇知名
度和美誉度， 让江庄镇高质量发展
步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