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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

□ 记者 朱竞华

县市场监管局实施“县属、镇管、镇用”管理新机制，“三合一”效应进一步放大

属地政府成了市场监管“娘家人”

本报讯 中秋将至，正是鲜藕
应市之时。中医认为，生藕性寒，
能清热除烦、凉血止血散淤；熟藕
性温，能补心生血、滋养强壮、健脾
胃，农历八月初是吃藕的最佳季

节。这两天，崇明的莲藕种植户们也
开始忙碌起来。

记者在建设镇虹桥村莲藕种植基
地看到，工人正在弓腰采藕，塘水没过
膝盖，身上还栓着一根蓝色的粗水管。

“这根蓝色水管是我们的采藕工
具，其实就是一根高压水枪，”种植基地
负责人郁友良介绍说，“挖藕就跟‘挖宝
’一样，藕在泥下看不见，要先用脚去‘探
’，感觉一下藕的大小、方向，然后再用高

压水枪去冲，先冲藕上面的淤泥，再
冲藕下的淤泥，这样藕就能自己浮上
来了。水枪冲泥的时候还要当心不
能把藕弄断，要不就卖不出去了。”

据了解，今年该基地种植了 200
多亩白花藕和三五藕，9月初开始陆
续成熟开挖。虽是第一年种植，不过
莲藕的长势和产量都非常好，预计亩
产在4000斤左右。基地莲藕销售以
上海市场为主，同时远销江苏、北京、
辽宁等地。 □ 记者 张峰

中秋近，莲藕“采摘”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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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许聪

联学激活力 增强服务群众意识

“三局合一”打基础

“改革”打破监管隔阂

21-26℃

21-30℃

今年 1 月初，堡镇堡港村村支书
沈利培接到村民施女士“求救”电话，
称自己的父亲被村民李某鼓动，参与
传销活动，无法自拔，致使家庭失和。
沈利培立刻联系镇市场监管所，及时
阻止了这场骗局的进一步“发酵”。

过去，市场监管总是面临“单兵作
战”的窘境，尤其在崇明这样一个以农
村为主的地区，监管工作的开展更加
不易。基层监管力量配备不足，监管
辖区大而复杂，一系列的实际困难让
崇明市场监管部门始终无法真正做到

“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无缝监管。
如今，这样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像沈

利培这样的市场监管“信息员”遍布崇
明各村各镇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成为

“对口”专职监管员的“线人”，及时把
基层情况向上反映。这样的改变，得
益于县市场监管局从今年起实施的

“县属、镇管、镇用”管理新模式。

2015 年 6 月 1 日，工商、质监、食
药监实施“三局合一”，组建成立崇明
县市场监管局，并在每个乡镇设立市
场监管所，将更多监管力量下沉基
层。“三局合一”为“县属、镇管、镇用”
的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曾在食药监新河分所任职、现为
堡镇市场监管所所长的姚晓红，对于
基层监管力量得到充实特别高兴。“在
新河工作时，我们一个所仅有 3、4 个
人，却要肩负 4 个乡镇的日常监管工

作。”姚晓红感慨道，“当时，光是做好
几个镇区的监管工作已耗费不少精
力，农村这一块难以很好兼顾。”

如今，一个乡镇市场监管所在编
人员就有约 20 人，做好本乡镇范围的
市场监管工作游刃有余。用更多的人
管理更小的区域，市场监管的“触角”
终于可以更好地深入到农村最基层。

“现在，小到每一场农家办酒，都会有
监管人员到场指导检查，每个周末，我
们还会安排人手值班，让监管工作真
正覆盖全年 365天。”姚晓红说。

如果说在各乡镇建立基层监管
所，改变了崇明过往因基层监管力量
薄弱而无法做到监管全覆盖的困局，
那么，实施“县属、镇管、镇用”管理模
式，则让市场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真

正实现融合，助推了监管工作的更好
开展。

今年 1月 1日起，县市场监管局各
基层所启动实施“县属、镇管、镇用”管
理模式改革，通过重心下移、资源下
沉、权力下放，充分发挥乡镇属地管理
的优势。

改革之后，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
市场监管所进行业务指导、统一培训
和履职监督，以及协调组织全县范围
内执法活动及应急处置等工作；乡镇
负责市场监管所日常工作管理，并对
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的跨区域执法
活动及应急处置等工作予以支持配
合。乡镇市场监管所行政领导干部的
任免，乡镇有建议权和否决权，所里人
员的年度考核也由乡镇会同县市场监
管局共同实施。简而言之，乡镇与市
场监管所现在成了“一家人”，没有隔
阂，没有芥蒂。（下转7版）

今年，陈家镇通过“大联学”激发
基层党组织活力、借助“大走访”体察
民情接地气、通过“大评议”查找自身
差距，着力提升“学”的实效性，提高

“做”的针对性，助推全镇“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更有成效。

鉴于目前基层党组织人数少、分布
散、党员年龄大等特点，陈家镇党委以

“学”为基础、联学为抓手，用活红色资
源教育基地，让广大党员从党的历史和
革命先辈的事迹中汲取养分，传承红色
基因，激发基层组织的活力，切实增强
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今年以来，
陈家镇基层党组织共开展联学 33 次，
受教育党员达3000人次。

7 月 15 日，裕安村、陈西村 30 名
党员前往瀛东村教育基地参观，了解
瀛东村人民的垦拓奋斗史。参观展览
的裕安村党支部书记陆锦坤说，一张
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栩栩如生的人物
形象，再现了垦拓路上的风雨征程，让
人真切感受到当年党员干部带领群众

“开疆拓土”的垦拓精神。“作为一个村
的带头人，我也要向前辈学习，带领全
村百姓建好美丽家园。”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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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嵊泗列岛，位于杭州湾以东、舟山
群岛北部、长江口东南大海中，直线距
崇明南门港 140 余公里，由泗礁山、嵊
山、大洋山、小洋山等 404 个岛屿组
成，犹如一盘珍珠散落在中国沿江沿
海经济带的枢纽点上。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拥有嵊泗列
岛全境，陆域面积仅占其海陆总面积
的 0.77%，有人居住的岛屿有 20个，县
府驻地菜园镇位于其中最大的泗礁山
上。嵊泗县背靠大上海，面向太平洋，
是船舶出入长江口的必经之地，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也正因此，嵊泗与长
江口的崇明有了那三百多年潮来潮往
的缘分。

明清时，崇明被认为是江南的屏
翰，而嵊泗列岛中的洋山则是江、浙两
省的屏翰。历史上的嵊泗列岛所属的
各岛曾被倭寇、海盗等作为补给中转
站和藏身之所，明代设定的苏松七镇
出海巡哨、会哨制度，巡哨最南便是到
达嵊泗列岛中的洋山，它在明清两代

“海禁”政策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基点。
清代康熙《重修崇明县志》卷五《武备·
汛期》记载：“大洋春汛每岁二月起至
四月止，小洋春汛每岁九月起至十月
止。每东南风发，则倭寇至，故制定汛
期如此。”

明 代 嘉 靖 末（1565 年），在 戚 继
光、俞大猷的联合打击下，自元末明初
以来一直困扰东南沿海的倭患得到了
彻底解决，但朝廷对江浙沿海诸岛分
汛会哨的定制仍延续至清末。在清代
初期“海禁”时，主要为防御南明残余
势力张名振、郑成功等的海上力量，之
后则是为防止小股的海盗对江浙沿海
的骚扰。耸立在嵊泗县枸杞山上的著
名景点“山海奇观”石刻，是明代万历
庚寅（1590 年）春，都督侯继高、把总
陈九思等督汛的历史见证。

康熙帝收复郑氏台湾，开放海禁
后，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清廷
分定江浙洋汛，将嵊泗列岛的泗礁山、
黄龙山北港、小洋山、花鸟山划归江苏
省（布政使司）苏松太道苏州府太仓州
崇明县。雍正二年（1724 年），太仓州
升直隶州，嵊泗也随崇明而隶太仓直
隶州。

民 国 七 年（1918 年）开 始 ，嵊 泗
的海上防务由江苏省水上第一警察
厅负责。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将嵊泗
划为浙江省定海县第十区——嵊泗特
别区。除此特定时期外，嵊泗在行政
上一直属于江苏省崇明县管辖。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 17日
的崇明《新崇报》，刊载有署名周会的

《开发泗礁山、嵊山之商榷》一文，提到
“盖定海、嵊泗间交通，实较与本邑为
便。”是“嵊泗”这一地名见诸文字的最
早记录，这是崇明在嵊泗设第五区前
两年的事。

由于属邑嵊泗远离崇明，通讯联
络又无从谈起，嵊泗一旦有事，崇明自
然不能及时关照，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6月 11日《新崇报》发一则简讯云：

“泗礁、花鸟等处山民与温、台人互争
渔业，发生械斗，至死伤四五十人。县
府根据山民来县起诉，派出以尤承审
为首的检验吏、武装警士等三十人，乘
坐平洋舰前往处理相关事务。”

为 了 加 强 管 理 ，民 国 二 十 三 年
（1934 年）3 月，崇明县政府颁发了有
关在嵊泗设治的官方文书，筹备设置

嵊泗区作为崇明的第五区，这是“嵊
泗”这一地名在官方文书中的最早记
载。当年的 11 月，崇明县第五区在嵊
泗列岛正式组建，第一任区长为凌鹏
程。凌鹏程在次年的徐斗南部下的哗
变 中 被 枪 杀 。 民 国 二 十 五 年（1936
年），程梯云接任第五区区长，教民绿
化荒山，栽植黑松，此后黑松成为嵊泗
的 主 要 树 种 ，占 林 分 面 积 的 90%以
上。嵊泗在短暂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建
设是无序的和带有武装暴力的，人民
的生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和改
善，但至少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人
们普遍的抱有建设美好家园的设想和
憧憬。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至“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嵊
泗沦陷，被侵华日本海军舟山基地司
令部占领，之后成为汪伪浙江省定海
县第十区，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嵊泗的建置仍如战
前。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
中国海防思想的进步和海防战略的转
移，崇明在中国海防战略中的地位被
弱化，并最终丧失了其重要性，至民国
三十五年（1946 年）11 月，崇明县第五
区改为江苏省直属区，嵊泗不再隶属
于崇明。

乘船回崇明

诗韵悠悠

□ 季学明

我与“枪神”有个故事

遥遥、浅浅的一线黛雯，
久违了崇明的岸；
隐隐、悠悠的一阵清新，
放送着故乡的吻。

辽阔天宇依然明静，
深邃中珍藏着自然。
阡陌田畴照样风光，
广袤里泛溢着清沌。

翡翠般的远岑，
已经涤去都市的嚣尘。
蝉鸣莺转意氛，
也叫人微醺。

木屋夜衾，钩起前沉，
林风欣语，陈说来世。
瘦长的林道铺满梦的锦，
疏淡的新月泻着现实的银。

昔日离开；
——因为苦难艰辛，
今天回归；
——全因情缘、乡蕴不泯。

我多愿常听到您的语言，
沉醉如天籁的殿堂。
我多愿在您的胸怀，
嗅着甜润的花信。

□ 北风

盛夏八月，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投
向巴西里约热内卢之际，我突然想起
了我国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枪
神”——许海峰，因为我与他之间曾
经发生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跨世
纪故事。

1984 年，第 23 届夏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建
国后首次组团参加，许海峰在男子
自选手枪项目上“一枪定金”，从而
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和
奖牌零的突破，一雪百余年来“东亚
病夫”之耻辱。许海峰的名字立即
响彻神州大地，同时在我这个体育
爱好者的记忆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
烙印。

1987 年 2 月 初 ，我 去 安 徽 合 肥
出差，好奇将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
一组《中国在第 23 届奥运会获金质
奖 章 纪 念》明 信 片 中“ 男 子 自 选 手
枪”专题片，托安微省体工大队门卫
转交许海峰。此时我想，许海峰的
名字已家喻户晓，能得到他的签名
吗 ？ 同 月 28 日 ，我 收 到 了 寄 自“ 安
徽省合肥市省体工二大队许海峰”
的信件，打开一看竟是我梦寐以求
的“珍品”，许海峰不但在“明信片”
上 签 了 名 ，还 留 下 了“ 有 志 者 事 竟
成！”的墨迹。面对这意外之物，我
如获至宝。正是这一“朴素形于外，
真情存于中”的“签名封片”，使我在

《名人签名封》的收藏领域里觅集了
近三十个年头。

20 年后，也就是跨入新世纪后的
第 七 个 年 头 ，又 一 个 意 外 发 生 了 。
2007年 6月，“2007环崇明岛女子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开赛，时任国家体育
总局自行车和射击运动中心副主任
的许海峰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出席了
该项赛事的开幕式，并下榻崇明天鹤
大酒店，我作为酒店老总有幸有了与
其见面的机会。在酒店茶室，这位憨
厚的名人意外又那么容易地出现在
我面前，我竟不知所措，连说“领导，
请坐、请坐……”好在许海峰平易近
人，很快相互有了一种一见如故的感
觉，交谈就在边品茶边赏长江美景间
开始了。首先对我提及 20 年前明信
片上签名一事，他说略有印象，因为
大部分求签者只要我的签名，而你却
还 要 求 题 上 一 句 自 己 所 喜 欢 的 名
言。其次谈及获得奥运首枚金牌的
感想时，他说了一段既朴实又精彩的
话：我们奥运选手追求成绩、获得奖
牌固然是参赛的具体目标，奖牌越多
越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强大，但更重要
的是每位奥运参赛选手都要知道自
己是宣传、传播“相互理解，友谊长
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奥林匹克精
神的载体，有责任将奥运精神像奥运
火炬一样传遍世界各地，更有义务激
励人们向“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
迈进。最后他对在风景美丽、气候怡
人的崇明举办自行车赛事表示支持
和看好，并希望通过每年赛事多培育
和发现更多的奥运选手。话别时，许
海峰再次在我准备的酒店信封上签
下他的大名。

时间又过去将近十年，我与许海
峰的故事应该算是结束了，但他始终
洋溢着奥林匹克精神的容貌却永远
在我的记忆中。

连续高温，就是空调、电扇不停
也帮不了忙。在城区公寓房里，整
天吹空调，头昏昏沉沉，浑身乏力。
周末一早，开车去乡下的家里，美其
名曰避暑去。

来到乡下，清新又清凉，昏昏沉沉
的感觉没了，精神也爽。搬了把椅子
到宅前的广玉兰大树下一坐，东南凉
风习习，闷热的感觉全无了。白天就
凉快，加上新鲜的果蔬一吃，浑身上下
精神倍爽。晚上决意不回城区，再享
乡下的自然风凉。

夜幕降临，邻居们三五成群散步
到宅前的广玉兰大树下，我便把家里
的椅子、凳子（长凳）搬出来，供大家乘
凉休息。阵阵凉风，徐徐吹来，人人觉
着凉快。大家的话头也开始了，张家
和李家等的好事和不开心事是大家的
话源。连崇明撤县设区对老百姓有啥
好处也是议论的话题。八十又九的老
父见人多，也坐下来与大家攀谈“天气
热来咯，自然风比空调、电扇好，既凉
又清爽不闷”。大家对父亲的观点都
有同感，七嘴八舌描述起乘风凉的各
种好处来。此时此景，不禁想起小时
候的乘风凉来。

每 年 的 大 暑 节 气 前 后 ，高 温 准
时袭来崇明。那时，电扇没有，更无
空调。1960 年代中期以前,崇明的乡
村有很多地方还没通电。于是晚上
的节目乘风凉上演了。吃罢晚饭，
差不多年龄段的少年们杠着凳子到
社场（集体打谷场），先占着上风头
乘风凉。社场是生产队里选择中心
地段而建，四周开阔。夏季崇明劲
吹东南风，整个社场都风凉。待孩
子们把位置占好，大人陆续坐下，大
家把各路得来的信息在乘风凉时传
递。有的碍于情面，坐个小圈，小声
细 语 交 谈 。 有 个 李 妈 妈 是 个 好 事
者，每次乘风凉都带着小方凳，以方
便搬来搬去在人群里传话。

人们乘风凉时还常常带一把芭蕉
扇，有蚊虫叮咬时就啪啪地拍打，有时
话语中有精彩之处也猛拍芭蕉扇。社
场上总是亮着一盏 200 支光的电灯，
电灯下趋光的蚊虫，围着电灯飞转，摔
倒在地的蚊虫，正好被等在那里的癞
蛤蟆作美食。平时勤劳而精打细算的
人还会把家里的芦穄、菜瓜等带来分
给大家品尝。因为量少而新鲜，那时
的东西特别的好吃。

喜欢下棋的借着灯光围着一圈下
棋，有四五个喜欢打纸牌的总是吆五
喝六玩插罗松和八十分（升级），那时
纸牌很难买到，直玩到烂才依依不舍
丢掉。1970 年代末，生产队里买了电
视机，乘风凉的人更多了，我们早早把

长凳搬到放电视机的前排，以获得最
佳位置，边看电视边乘风凉。管理电
视机的人总是等到人差不多都到齐
了，才把钥匙拿出来开锁放电视（电视
机锁在专柜里）。

有时晚上也有静风的日子，一丝
儿风也没有，为了帮助增添风凉，大家
就把平时用于扬谷的排风扇从仓库里
拿出来开着，对着乘风凉的人群劲吹，
虽然排风扇的噪音不低，大家还是乐
意排风扇吹吹。

每天一二个小时的乘风凉很快结
束了，大家纷纷离开社场回家。大人
们回家即睡，第二天出早工，要四点半
起身，不睡干不动活。那时我们年少，
总觉风凉没有乘够，于是回家就搬出
平时吃饭的台子到场心上，人躺在台
上，继续乘风凉。后半夜醒来，有一丝
丝凉意。忽然发现身上盖着被单，原
来父母怕我在露水底下睡着，身体受
影响，帮我把被单盖好了。

有时不去社场乘风凉，就或搬台
子或把窗台板搬到自家的场心上，仰
天躺在上面，一边乘风凉一边数着天
空中的星星。记得父亲还指点我们辨
认北斗星，告诉我们与之相对应的是
南，在野外即使没有指南针，也可分辨
东西方向。遇农历七月初七，父母还
会指认牛郎和织女星，把牛郎和织女
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如 今 哪 怕 空 调 、风 扇 等 防 暑 降
温设备齐全，可都没了以前乘风凉
的快乐。

岛居之味 □ 陈永平

譬如的作用

心灵驿站

□ 江波

崇 明 话 里 的“ 譬 如 ”，其 实
是一种假设，也是一种打比方，
常常是假设或说比方出一种情
形 ，然 后 用 来 劝 慰 自 己 或 别
人。例如，谁掉了一笔钱，有人
就 假 设 了 ，说“ 譬 如 偷 脱 ”，或
说“譬如抢脱”。

这 样 的 譬 如 ，立 竿 见 影 。
就说掉了一笔钱，本来是一件
很倒霉的事情，可是一旦和被
盗甚至被抢比较，就感觉到无
所谓了，其中尤其是和被抢时
的可能受到重大惊吓或重大伤
害比较，简直就成为一件求之
不得的大好事了。转化矛盾，
化解问题，变不利因素为有利
因素，变负面情绪为正面情绪，
原来易如反掌。难怪我们的方
言里有“一百个譬如，老牛也杀
个特”的熟语，意思是说如果懂
得假设、学会假设，那么即令是
再重大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高明，来自比较，来
自正确的比较方法。这是一种

“ 比 上 不 足 ，比 下 有 余 ”中“ 比
下有余”的思维方法。“比下有
余”，就是一种退后一步乃至退
后一万步的想法。我曾经写过
一篇题为《满足》的文章，其中写
道：“走得快的与走得慢的比，走
得慢的与不能走的比，不能走的
与只能站的比，只能站的与只能
坐的比，只能坐的与只能躺的
比，只能躺的与躺到了尽头的
比。要是有这样的一百个譬如，
我们一定能换来十万个满足。”
这样打比方，好像有一点阿Ｑ，
但是获得的效果是，你往后退了
一步，前面就开阔了一步，你如
果愿意多退几步，前面就是海阔
天空了。譬如如果不是“比下”
而是“比上”，那么一味向前，越
比越没有余地，越比越接近终
极，最后恐怕就是悬崖峭壁和万
丈深渊了。

“ 譬 如 ”既 然 如 此 好 使 、如
此神奇，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
日常用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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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焰

碧波之缘 嵊泗与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