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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实习生 吴佳楠 记者 葛小
林）近日，常州退休教师王振勤历时10个月，
完成了100幅以常州老城厢为主题的水彩画
系列作品。这些画作不仅展现了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常州的老地标，还通过
艺术的形式，生动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城市风
貌与人文记忆。王振勤表示，他希望这些水
彩画能够宣传常州老城厢的历史与文化，让
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

今年68岁的王振勤，退休前是田家炳高
级中学的美术教师，早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
学美术专业，曾师承水彩画家李剑晨、杨云
龙等人。他是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多次
赴国外参展并获奖，退休后一直在老年大学
教授水彩、钢笔画等。“之前我看到有北京的
画家，专门画胡同、四合院，上海的画家以上
海的石库门为背景，描绘了上海的繁荣、文
明与开放。常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
化名城，这几年常州一直在进行老城厢改
造，我也想以老城厢为主题，画一组记忆里

的常州老城厢。”王振勤说。
“孙府弄、南大街、大庙弄、青果巷、察院

弄、西大街、磨盘桥、北大街、觅渡桥、文笔
塔、文亨桥等。”王振勤先画了自己出生、成
长的孙府弄，接着是小时候逛过的南大街、
北大街的街道、弄堂，接着画下外婆、舅舅居
住的新丰街，还有自己看电影的光明电影院
等，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常州
人耳熟能详的老地标一个个跃然纸上。“一
开始没想画一百幅，随着自己的记忆延伸，
越画越多，我就想着把常州老城厢尽可能地
记录下来。”

“每一幅画，都有特别的意义。有的是
源于我儿时和年轻时的记忆。”王振勤说，

“这两幅钟楼，我是从大庙弄的东西两端来
展现钟楼。虽然五六十年过去了，但我还深
刻地记得两边不同的商店。”钟楼建于上世
纪20年代，高约30米，共5层，是当时常州
的最高建筑，每天早晨6点、中午12点、下午
6点以及零点，都会响起钟声，声音洪亮，可

传到2公里外。他小时候跑出去玩，结果在
西直街那一带的小弄堂迷了路，抬头看到了
远处高大的钟楼，立刻有了方向。“找到了钟
楼，我就很熟悉了，很快就回了家。”

王振勤白天还要上课，一般只能利用
晚上创作。为了让老城厢的场景更加真
实，他还专门去图书馆、档案馆，参考了一
些历史资料，尽量原汁原味地还原那个已
经远去的老常州、老记忆。他选择用钢笔
淡彩画的形式表现常州老城厢，也是因为
细腻的笔触和淡雅的色彩能够更好地勾起
怀旧情感，展现老城厢在现代化建设中焕
发的新面貌。

一直以来，王振勤十分关注常州的城市
发展，此前已陆续创作了《绿满常州》《常州
大运河》等作品，展现了常州近年来在城市
发展、提升人居环境所取得的新成就、展现
的新面貌。“此次的老城厢系列将集册出
版，我要用画笔画出美好的常州，让更多人
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王振勤说。

省委一号文件提出
增强三个能力、健全三个体系

省委副秘书长李荣锦介绍，今年省委一
号文件主题明确、务实求实，总体篇幅是近几
年来最短的，共6个部分28条，主要内容可
以概括为“增强三个能力、健全三个体系”。

李荣锦介绍，增强三个能力一是增强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推进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强化耕地保护和质
量提升、健全粮油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全方
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努力多打粮、打好
粮。二是增强乡村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能
力，加快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加强农业农村
重大项目建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三是增强农业科技装备支撑
能力，重点抓好农业科技支撑、智慧装备研
发应用、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加快重大原
创性技术联合攻关，实施“新农人”培育三年
行动，以科技进步支撑农业现代化建设。

健全三个体系一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系，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加强县
域城乡一体规划建设，因地制宜推进现代宜
居农房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二是健全要素保障体
系，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强化乡村发展用地保障，创新乡村
振兴投融资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是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让文明乡风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

“针对进城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提出逐
步将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
务教育保障范围；针对留乡子女入学问题，
提出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等，更好体
现江苏农业农村发展所处方位和鲜明特
色。”李荣锦说。围绕乡村建设，提出抓好
80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40个片区建设和
经济薄弱村运维管护；围绕深化农村改革，
提出推进10项年度重点改革任务，以清单化
方式压茬推进，努力实现重点突破。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建设高能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江苏是农业大省、粮食主产省，将始终
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紧抓牢粮食生
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作江苏贡献。今
年计划新建改造200万亩高标准农田，大力
实施有机质提升行动，稳步提升耕地地力，
努力实现大灾少减产、小灾能稳产、无灾多
增产。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关键靠科技。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

力”，省委一号文件把“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进行专章部署，将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摆到
更高的位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省科
学技术厅副厅长赵建国介绍，聚焦高水平
建设农业强省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重大任务，着力在以下四
个方面下功夫，建设高能级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打造
南京国家农高区等农业新质生产力主阵
地；提升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水平。他表
示，要高水平建设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组
织实施一批基础性和前沿性重大创新项
目，积极构建种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长三
角种业创新实验室联盟作用，合力打造全
国种业创新体系排头兵。

近年来，江苏省地方金融通过“创新金
融服务、完善担保体系、优化金融生态”三
方面精准发力，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省委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到

“增强富民产业竞争能力”“加强产业带动
和就业创业支持”等意见。省委金融工委
副书记徐洪介绍，将继续加大金融对农业
新质生产力的支持力度。“我们也希望广大
涉农经营主体积极配合基层单位信用信息
采集工作，助力完善‘征信+金融’综合服
务体系，进而形成‘以信促融’的良好农村
金融生态，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源源不断滋
养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树文 记者 李子
璇）3月3日上午，淮安00后小伙朱啸天再次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同一名云南患者捐
献造血干细胞。随着血液沿着连接臂膀的细
管缓缓流淌，再通过细胞分离机流回身体，经
过5个多小时的采集，朱啸天成功捐献226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4年 11月，朱
啸天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电，对方说了
一段十分熟悉的话语：“有一名血液病患者与
你留存的血样配型成功，是否愿意捐献？”朱
啸天很惊讶，配型不容易成功，自己竟然刚捐
献不久又配型成功了。激动之余，他毫不犹
豫地同意再次捐献，并表示会好好保养身体，
为第二次捐献做准备。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朱啸天母亲满满的
担心。“他也还是个小孩，我很心疼他，但他执
意要捐，作为父母，我也支持他。”病房里，朱
啸天母亲虽然眼里含着泪，但她表示，这是做
好事，她会在后勤保障上做到位。

“你们别担心，我上次恢复得很好，这次
也会很快恢复。”朱啸天告诉记者，进了医院
后才知道，这次捐献的是同一名患者。这也
是一种缘分，救人没有救一半的道理，好事要
做到底，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挽救对方的生命，
他也衷心祈祷对方能恢复健康。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朱啸天去年捐献
时还是律所的一名实习律师，如今已经成为
淮安市金湖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他表
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更应力所能及地去
帮助别人，他想着，对方这一年一定在心理上
和身体上都承受了很大压力，这也更加坚定
了自己救人的决心。

2025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发布

专章部署“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3月3日，省委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高水平农业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

当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对文件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江苏是农业大省、粮食主产省，2024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首次迈上9000亿元台阶，粮食总产量达762亿斤、连续三

年稳定在750亿斤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414元、同比增长6.3%，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04：1；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农
村社会稳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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