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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高考已然结束，同学
们即将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衷心祝愿各位学子所求皆如愿，
所念皆成真。”江苏省高考生第二
阶段志愿填报之际，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校长王志凤做客现代
快报“追光梦校·2024校长说”栏
目，为广大高考学子送祝福。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坐落
于六朝古都南京，是首批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办
学72年来，学校坚持“立足商贸、
面向现代服务业，顺应数字经济
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
和技术技能支撑”办学定位，累计
为社会培养输送了近20万名高素
质、高技能、应用型管理骨干与专
业人才，赢得了“江苏商界黄埔军
校”和“现代服务业人才摇篮”的
美誉，学校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
一方阵。

目前，学校设有数字商务学
院、会计与审计学院等12个教学
机构，对接现代商贸服务、金融科
技服务、文化旅游、健康服务和人
工智能产业，开设了37个专业，打
造出两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
两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和3个校
级专业群，拥有校内外实习实训
基地412个。

学校顺应“数智化”建设这一
发展机遇，主动适应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打
造了“苏商文化浸润、德文技创并
修”的商贸流通人才培养模式，在
全国大学生技能大赛、创新创业
大赛、艺术展演和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等各类重要赛事中屡获佳
绩。

学校率先提出江苏职教“郑
和计划”，实现海外“郑和学院”挂
牌，打造了电商谷等5个跨国（境）
交流平台和 6个海外教学项目，
形成“五个‘走出去’”国际合作路
径，向海外输出了教学标准 68
项。学校培养的近800名留学生
中，超过1/3进入中国“走出去”企

业就职，超过1/3升入中国本科院
校继续深造。

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建成大
学科技园、现代商贸数字港等5个
省级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与
50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起
深度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20000
余个就业岗位，毕业生就业率连
续多年超过97%。

“同学们，真诚地欢迎你们加
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让我
们携手走向新的梦想之旅，期待
与你们在美丽的江苏经贸相聚。”
王志凤期望更多优秀学子加入学
校，“选择明天，选择江苏经贸！”

通讯员 戚玉红 实习生 曹垚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惠勤 戴明夷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王志凤：

与你携手走向新的梦想之旅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孙晶晶
贺陈）7 月 17 日，2024 年江苏省

“千支优秀群众文化团队培育”专
家志愿者集中辅导活动在南京市
文化馆艺时间拉开帷幕，共17支
优秀群众文化培育团队参与了此
次的培育辅导。本次活动现场辅
导专家组成员为江苏省专家志愿
者团队的方辛、马家钦、李奕洁、
有德乡、陈峰宁，以及南京市专家
志愿者团队的陈翔、张静、李飚、
孙晶晶、邵素芳、张晨、郑增琴。

在培育工作中，各位专家对参
与的每个团队一一点评，并对加
强群众文化团队的培育和建设提
出创新建议，希望创编的节目打
造群文亮点，凸显群文特色。来
自江宁区的稻花香文化服务中
心，一曲莲湘舞《欢乐莲湘》让辅
导专家马家钦老师尤为感动，她

深情地说：“群文团队营造了一种
温暖、和谐、向上的氛围，在大家
的身上看到了充盈的精神文化生
活。”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
团国家一级演员陈峰宁，也是多
次参与该活动的专家志愿者，他
认为戏剧、曲艺类的节目在展现
主题和情节的同时，也深入刻画
了人物的个性和关系，文化团队
的表现非常出色，成功地呈现了
每个舞台人物的鲜活故事。

团队节目展示结束后，各门类
专家还就每个节目的特点进行深
入细致的辅导，并与各团队领队
座谈交流，了解团队现状和需求，
现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
提高了基层公共服务效能，促进
基层群众文化团队整体水平不断
提升。

“千支优秀群众文化团队培育”
专家志愿者开展集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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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
曾深埋地下长达两百多年

板闸遗址位于古淮河与京杭大
运河交汇点淮安，自古以来就是南
北交通的十字路口，贯穿了明清两
代淮安段大运河发展的始终。

明朝永乐年间，板闸、移风闸、
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等五闸构成
了大运河淮安段的闸运体系，发挥
着调节水位和疏通河道的重要作
用。

1415年，陈瑄开埠清江浦运河
并建四闸；1416 年，增建第五闸
——板闸；第二年又将板闸闸身改
建为石闸，保留木板衬底，但板闸之
名一直保留下来。

1429 年，为推行钞法，朝廷下
令从北京沿运河到南京，如漷县、临
清、济宁、淮安、扬州、徐州、上新河
等处设立钞关。居各关之中的淮安
关，就设在板闸。

随着淮安钞关的设立，板闸镇
随之繁荣起来，当时板闸镇两千多
户居民中，以关务为生的居民“几居
其半”。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
河在清江浦老坝口决口，整个板闸
镇被此次洪水淹没，水退之后，平地
淤高八九尺至一丈多不等，也就是
两米多高，整个板闸地区都被埋在
泥沙下面，钞关官署和民居也只能
在平地重建，而板闸也是从这时候
就被深埋地下长达两百多年。

考古发掘出土两千余件遗
物，新建遗址公园保护复原风貌

2014年10月，板闸风情街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有大量

条石。淮安市博物馆进行跟踪勘探
和调查后，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根
据其形状走向和闸门槽确定为明代
水闸及清江浦正河。

南京博物院及淮安市考古所对
现场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考古发
掘，共发现 5 类遗迹，包括 1 座水
闸、1条古河道、1座码头、2道堤坝
和成排的建筑基址等。

据《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板闸
镇上沿运河分布的商铺鳞次栉比，
数千家民居排列在运河两岸。考古
过程中，也出土了大量与运河有关
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遗物共
2796 件，包括陶器、瓷器等，其类
别、器型、纹饰等都极为丰富，可见
当时板闸镇的兴盛。

2020年10月，板闸遗址公园开
始建设，对遗址内涵进行系统性保
护和展示，对水闸实施露天带水保
护，其余部分进行原址回填保护并
对地面进行复原展示，对地面建筑
三元宫、钞关旗杆及基座等进行修
复，确保遗址的整体风貌协调统
一。遗址公园建设期间，还对板闸
遗址古河道内发现的2艘明代沉船
进行发掘和保护复原。

现代快报记者获悉，大运河板
闸遗址公园板闸文化体验中心建设
面积约1万平方米。整体建筑设计
上采用“大地自然起伏”的建筑景观
一体化的设计手法，在视觉和视线
层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板闸遗址本
体和其他历史遗存的干扰，同时也
营造了空间流畅、尺度宜人的展示
及景观空间。

穿越历史长河沉浸式体验，
七大主题展厅讲述板闸故事

走进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板闸

文化体验中心，仿佛穿越了历史长
河。展馆空间设计采用多样化的空
间布局，设有“又见板闸”“春秋纪
事”“古闸风云”“淮上雄关”“凤里
传奇”“瞬间即永恒”“遗址觅踪”七
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板闸地区的
历史发展过程，揭示板闸及所在段
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意义。

一进入序厅，可以看到整体墙
面颜色与底部土黄色造型，通过意
象表现出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寓
意板闸在泥土中埋藏几百年后重现
在世人眼前。通过大事记，展现板
闸兴衰变化的历史脉络。

板闸底板局部的构造模型，直
观呈现出板闸相较于其他水闸的独
特之处。板闸最底部的地钉采用密
集木桩钉在地面的三合土中，每一
根木桩的直径都为10~15厘米。地
钉上面横铺截面为长方形的龙骨
木，两端都被闸墙叠压。

文物展柜内展示的《天下郡国
利病书》《行水金鉴》等古籍，记载了
明清时期板闸的修建以及当时板闸
附近水利情况，为游客深入了解板
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船闸的
国家。展厅内京杭大运河上多样化
的船闸介绍，则让游客可以详细了解
船闸由单闸—复闸—澳闸—正越闸
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的运转方式。

此外，展馆通过投影沙盘、微缩
模型、沉浸式影片等多种互动体验
方式，使六百年
前的板闸盛景
具象化，让游客
在数字光影与
古运人文的交
织中，一览“运
河之都”曾经的
市井风华。

现代快报讯（记者 严君臣）此
前，从外地到江苏南通出差的一名乘
客下载使用“南通地铁”App，发现余
额无法直接提现返还，如要提现，不
但要拨打人工客服电话提交申请，还
得扣除2%的手续费。认为收费不合
理，他于2024年7月向南通市崇川
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地铁方
全额退还余额并支付利息。

了解到该情况后，现代快报记
者多方走访调查，并与南通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对方表
示，他们高度重视乘客反映的“南通
地铁”App使用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和诉求，已经第一时间着手进行服
务优化升级。

7月20日，现代快报记者获悉，
南通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已于7
月 19日完成服务优化升级。用户
将App更新至最新版后，即可灵活
选择充值金额，充值后退款免收手
续费。前期已收取的退款手续费，
可联系“南通地铁”App客服电话
退还。而提起诉讼的乘客目前也已
撤诉，并收到全额退款。

现代快报记者对该 App 升级
后进行实际操作体验，发现充值页
面上除了固定金额充值以外，增加

了自定义充值的选项，乘客可以按
照自己的需求，输入从0.01—1000
元的任意金额。此外，原本较为复
杂的退款流程已经简化，点进余额
页面后，点击最底部的“立即退款按
钮”，就能直接
在线提交退款
申请。在该页
面，也以文字
标注了退款将
于 3 个工作日
内退回原支付
账户，不收取
手续费。

App已取消退款手续费
充值金额不再受限

大运河新地标来了

板闸文化体验中心对外试运营
敲击地钉、拉纤体验、修建石闸

……7月20日，大运河板闸遗址公
园板闸文化体验中心对外试运营当
天，展馆人气爆满，游客沉浸式体验
板闸修建过程，竞相比拼力气大小，
感受纤夫不易。

板闸遗址是中国大运河成功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的重大考古
发现。板闸文化体验中心展陈脉络
以板闸为基点，以“闸—关—镇”为
逻辑主线，再现“因运而建闸、因闸
而设关、因关而兴镇”的历史场景。

通讯员 张弢 孙佳 杨桂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 李子璇 文/摄

南通地铁“3毛钱官司”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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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闸文化体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