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江苏A5 2024.8.23 星期五
责编：曹玉兵 美编：陈恩武

扬州盐商宅第众多，最近，著名盐商住
宅许氏盐商住宅启动修葺工作。此次维修
采用“揭瓦不落架大修”的方式进行，老宅将
重现生机。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许氏先祖
清初移民至扬州，以卖徽州饼起家。家族尊
文重教，把读书列为“第一等好事”，后裔中
走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扬州盐商老宅将重现生机
丁家湾位于扬州城东、古运河畔，是清

代盐商聚居地。丁家湾88号，有着吸睛的
砖雕门楼，坐北朝南，正对街面，气势轩昂，
铁皮包裹的大门虽已生锈破损，但依然能让
人感受到这一豪宅的气势不凡。

此次大修将采用“揭瓦不落架大修”的
方式进行，力求修旧如旧。“揭瓦不落架大
修”就是在不动房屋结构的前提下，将屋顶、
屋檐掀开，视房屋损坏情况进行零件维修及
更换，修缮将按照原有的建筑形制、建筑结
构、建筑材料、原先的工艺技术进行，保持原
先历史、人文、生态的状态，修旧如旧。用不
了多久，这处盐商老宅将重现生机。

从身无分文奋斗到盐商巨贾
这次修缮的丁家湾88号大院，前身是

许氏盐商住宅。除88号外，丁家湾59号、
88号至 92号、102号均是清末盐商许榕楫
的深宅豪苑。作为著名的“谦益永”盐号老
板的许家，坐北朝南，气势不凡。

许氏盐商祖籍徽州歙县，清初由许村移
民至扬州。第一代祖先许仁寿来扬时几乎
身无分文，以卖徽州饼为生。待到稍有积蓄
后，便做起了盐业生意，旗号“谦益永”。许家
真正兴旺起来，是在来扬州后的第三代。当
年许家的正室住居中90号，一东一西的88
号、102号，则住着两房侧室，扬州人曾以“东
宫”“西宫”来戏称许家宅子，可见一时显赫。

许氏盐商中的许榕楫，字云甫，是许家
第五代传人，凭着过人的才智在扬州盐业界
站稳脚跟。

尊文重教，后辈出了院士
许榕楫于1932年逝世后不久，许家随

之逐渐衰败。日本人的铁蹄踏进扬州后，
“谦益永”盐号被封，其子许少甫一家老小，
只得逃难沪滨。在上海漂泊的日子里，有亲
日分子在扬开办所谓“裕华”盐号，许以重金
欲借许家名望打开局面，但许少甫丝毫不为
所动。许家在上海苦苦坚守，直到抗战胜
利。返回扬州后，本拟重振家业，奈何天不
遂人愿，“谦益永”盐号就此永远成了历史的
记忆。

扬州的盐商，多有“尊文重教”的传统，
许氏后裔中就出了院士许志国。许志国
1919年 4月 20日生于扬州，是著名运筹学
家和系统工程学家，是我国运筹学、系统工
程和系统科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95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
士，是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
部时该学部的首批院士和召集人。许志国
的夫人蒋丽金，在生物化学领域成就卓越，
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伉俪院士”成为我国科
学界的佳话。

据了解，当年在许宅的外墙上，还悬挂
着几则许氏家训：“千好万好，第一等好事，
便是读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乐善
公益，熟本尚义”，虽非豪言，却句句至真至
善。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潇 文/摄

@小学生，“希望杯”投稿指南请查收

81岁“民间河长”见证黑臭河变景观河

扬州盐商许氏大宅重修
后裔中出了位院士

征集
现代快报邀你
讲述身边的改革故事

7月4日起，现代快报面向全社会
推出“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互动
征集活动，邀请你晒出图片、视频或
者物件，讲述身边的改革故事。现代
快报将根据征集到的内容，择优进行
采访报道。

征集内容：
晒出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图片、视频或者物件，讲述
其背后的改革故事。

征集时间：
7月4日起—8月底。
互动方式：
1. 下载现代+客户端，在“改革在

身边·我是见证者”报道评论区留言
分享；

2.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博，在#
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话题标签
下，带图、带视频发帖，或发私信分
享，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3.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微信，在对
话框中，输入#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
者#话题标签，带图、带视频留言分
享，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4. 拨打现代快报热线 025-96060
进行分享。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激
发少年儿童的爱国情怀，围绕“童心向党 礼
赞祖国”主题，凤凰报刊传媒《全国优秀作文
选》编辑部与现代快报社共同举办第十六届
“希望杯”小学生征文活动。8月21日，“希
望杯”征文活动报名一经上线，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小学生广泛参与。除了南京、苏州、淮
安、徐州、宿迁、扬州、盐城、泰州等江苏省内
小学生报名外，来自北京、广州、杭州、沈阳、
厦门、咸阳、武汉等全国各地的小学生也积极
参与报名。

每届希望杯，主办方都会收到不少参赛
者的留言。针对留言中提出的疑问，我们整
理了一份“希望杯”投稿指南。

1. 本届征文活动如何参与？
参与方法：识别二维码

下载现代+或在各应用市场搜索“现代
plus”，下载现代+客户端即可进入活动专题
页面。点击首屏浮窗或者首读报名通知，即

可进入征文活动页面，页面上可以查看征文
题目、参赛要求，并报名提交作文。

2. 本届征文活动几年级的孩子能参加？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

进行，暑假后升三年级的学生可参加，学生年
级建议填写暑假后的年级。因为征文活动名
称里带“小学”二字，暑假后升初一的学生不
推荐参加了。

3. 一部手机可以帮多个学生投稿吗？是
否可以集体参赛？

一个现代+账号只能投稿一篇作文，无法
提交第二篇。获奖通知只针对每一位用户发
出。如果老师组织学生集体参赛，建议老师
将投稿方法教给学生家长，由家长为自己的
孩子投稿。

4. 可以用电脑版提交作文吗？
电脑版没有现代+APP，只能通过手机客

户端交作文。
5. 上传作文时，作文格式错乱，怎么办？
不会因为格式问题扣分，开头空两字、版

式错乱等格式问题不必纠结。
6. 本届征文何时截止？何时公布获奖名

单？
2024年8月21日收稿通道开放，9月20

日收稿截止，10月下旬推送获奖消息。
7. 本届“希望杯”征文有纸质奖状吗？

有奖品吗？指导老师有奖状吗？是否一定要
填写指导老师？

“希望杯”活动的性质是线上征文，没有
纸质奖状，获奖后可下载电子奖状，自行打
印。

征文活动是公益的，免费参赛。特等奖
的获奖者才有奖品，奖品多数为图书。

获奖学生的指导老师均获得指导奖状，
前提是交稿时正确填写了指导老师姓名。领
取学生奖状时，可以同时下载指导老师的奖
状。交稿时务必正确填写指导老师的姓名。
如果没有指导老师，可以不填写。

8. 在 APP投稿几次一直显示“报名失
败，请重新尝试”是什么情况？

这可能和投稿者所处的网络环境不稳定
有关，建议重新换个无线网络或者用5G等流
量网络试试。

9. 提交作文时，可以退出交稿窗口吗？
提交完毕后，如何确认是否提交成功？

在相关页面提交作文完毕后，右下角会
显示“已报名”，即表示提交成功。提交成功
后的作文无法修改，请慎重交稿。

特别提醒：2024 年 9 月 20 日收稿截止，千
万别错过交稿时间哦！

通讯员 王文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戴明夷

8月22日迎来处暑节气，南京的炎热酷
暑消解不少。位于鼓楼区平安里小区附近
的内金川河东支河畔又热闹了起来，三三两
两的居民坐在石凳上纳凉。微风拂面，清澈
的河水缓缓流淌，如同一条穿城而过的“绿
丝带”。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体现在社会飞速发
展中，更体现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日
前，现代快报推出“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
者”互动征集活动，邀请大家晒出图片、视频
或者物件，讲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身边的改革故事。活动发布后，不少
市民踊跃投稿，他们用切身感受讲述身边的
新变化。近日，鼓楼区湖南路街道马台街社
区居民谢道银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河长工
作日志》，担任“民间河长”7年来，他见证了
家门口的黑臭河一步步变身景观河。

“南有秦淮，北有金川”。金川河水系覆
盖南京城北，流域面积近60平方公里。由
于流经老城人口稠密区，水系复杂，一度出
现水质不达标、水体黑臭等问题。今年81
岁的谢道银居住在金川河附近，对此他深有
感触。“原先金川河的淤泥很深，周围杂草丛
生，从工业废水到居民的吃喝拉撒，都往河
里倒，臭得一塌糊涂。”在他印象中，夏天一
下暴雨，河水水位不断上涨，还会倒灌到居
民房子里。

水环境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绿色高质
量发展，再硬的骨头也要啃。2016年，南京

开始实施水环境整治提升行动。2017年，
南京全面推行河长制，鼓楼区明确了“区、街
道、社区、民间”四级河长工作架构。湖南路
街道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范勇向记者展
示了内金川河东支整治前的照片，照片中的
金川河水体浑浊，河面上漂有浮萍，岸边铺
设了一条砖石小道，台阶却泥泞难行，一旁
的土地还被居民种上了菜。清淤疏浚、控源
截污、生态修复、景观提升、安防监控……金
川河的系统治理由此拉开大幕。

退休后的谢道银担任了马台街社区的
民间河长。2017年8月10日，他在《河长工
作日志》上记录了第一条巡河日志：“河道畅
通无漂浮物，未发现乱搭、乱建、乱堆、违规
开挖等行为，有 2 处排水口向河道排放污
水，请协调处理……”随着记录的纸张越来
越厚，谢道银发现，河道里成堆的淤泥被清
理了，河水越来越清澈，成群的鱼儿在水中
畅游，难闻的味道逐渐消失不见。与此同
时，河畔的“羊肠小道”建设成了景观路，居
民种的菜变成了花花草草，早先栽下的树如
今已绿树成荫，还装了石桌凳、假山、健身器
材等，俨然变成了一个小公园。“如今河道很
通畅，今年下了几次大暴雨，一点事没有，附
近居民住得也安心。”

清晨，沿着金川河边晨练慢跑，河畔鸟
语花香；傍晚，在河边青石路散步，两岸杨柳
依依。2021年，金川河的整治案例入选住
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案例集》，成为全国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优秀案例。

“现在我还是民间河长，但发现的问题
越来越少，巡河的次数也比之前少了。”谢道
银笑着说，家门口的环境变好了，居民感到
幸福感满满，大家都会自觉地守护这片水
清、岸绿的风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史童歌 文/摄（除署名外）

内金川河东支整治前（湖南路街道河长制办公室供图）现在的内金川河东支环境整洁河水清澈

谢道银的
《河长工作
日志》

许氏盐商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