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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林，班主任“任龄”
21年。中学高级教师，被市
教育局表彰为“优秀青年教
师”“先进个人”；获“宁淮合
作”奖教金、“优秀支教教师”
荣誉称号；获市高中数学优
课评比一等奖；获评校“十佳
老师”“优秀党员”；在高中数
学联赛中辅导多名学生获省
一、二等奖并获评“优秀辅导

员”。所带班级有二十多次获评校“先进班级”。有十余
篇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获省市一、二等奖。

教育理念：用真情教书求知书达理，用真心育人期笃
行致远。

爱生格言：平等对待每个学生，真心滋润纯洁心灵。

崔绪春，班主任“任龄”33
年。中学高级教师，1990年
毕业于扬州师院。被市政府
表彰为市“十佳班主任”，首批
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获评市

“教科研先进个人”“优秀青年
教师标兵”“优秀教师”“数学
学科带头人”；入选市“533英
才工程”拔尖人才培养对象名
单。近5年来，共在省级以上

杂志发表专业论文14篇。
教育理念：培养有爱心、有骨气、有才能的中国人。
爱生格言：金凤凰要爱，丑小鸭也要爱，因为每一个

丑小鸭都可能变成白天鹅。

丁卫华，班主任“任
龄”20年。多年担任高中
教育教学工作。在担任
班主任期间，本着“立德
树人”理念，努力提升自
己的德行，尊重关爱学
生。曾获市“优秀青年教
师标兵”“优秀班主任”等
称号；获评“清中学子最
喜爱的十佳班主任”。

教育理念：只有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
才是真正的教育。

爱生格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丁中明，班主任“任龄”21
年。工作以来一直关注学生的
身心发展，以学生为主体对班
级进行建设和管理。树立“以
生为本”管理观念，帮助学生克
服学习上的困难，督促学生制
订计划并听取其关于学习的想
法，对其进行有效指导。曾获
评市“优秀班主任”。所带班级
多次获评校“先进班级”。

教育理念：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爱生格言：用宽容对待学生的过失，用爱心荡涤心灵的

尘埃。

窦正虎，班主任“任龄”
20年。中共党员，中学高级
教师，现任校党委办公室主
任。获评市“学科带头人”

“高中教育先进工作者”“优
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入选

“十百千”人才培养对象名
单。多次开设省市级示范课
和观摩课，发表、获奖省级以
上论文三十多篇。

教育理念：教育是一项工程，教师要具有全面发展
观。

爱生格言：教师要建构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走进孩子的心灵。

胡永龙，班主任“任龄”22
年。中共党员，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教育硕
士，中学高级教师。从教以来
坚持撰写班级教育日记，开设
市级主题班会课，组织学生参
加“小水珠大情怀”志愿服
务。曾获市“优秀教师”“优秀
班主任”等称号。

教育理念：班主任工作，
爱心为先、感情为经、方法为纬。

爱生格言：关心学生成长，认真践行“爱满天下”的教
育理想。

季国兵，班主任
“任龄”27年。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学历，中
学高级教师。从教37
年，所带班级班风正、
学风浓，成绩突出，得
到领导、同事、家长和
学生的一致好评。曾
获市“优秀教师”“先进
个人”“优秀德育工作

者”称号；获评校“十佳先进工作者”“清中学子最喜
爱的十佳班主任”。

教育格言：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既有苦，也
有乐。

爱生格言：用心关注、用爱浇灌、用情激励。

李伟，班主任“任龄”20
年。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教师，清江中学初三
年级主任。荣获市“学科带
头人”“优秀青年教师”“优秀
班主任”“初中教育教学先进
个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等称号；获评省“优秀青少年
科技教育辅导员”、首届“清

中学子最喜爱的十佳班主任”。所带班级获评省“优秀少先
队集体”。指导多名学生获全国竞赛一、二等奖和市竞赛一
等奖。撰写的教学论文、设计的教案获市一等奖。

教育理念：教育需要充满爱心的投入，有爱的教师才能
精益求精。

爱生格言：给足时间与耐心，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期待。

矢志不渝育英才矢志不渝育英才 立德树人谱新篇立德树人谱新篇
——江苏省清江中学“光荣带班20年”优秀班主任风采展(一)

为推进德育工作，弘扬学校“勤思善教、崇尚团队、甘于奉献、争作表率”的班主任品质，引领更多教师成为新时
代的优秀班主任、“大先生”，近期，省清江中学举行了“光荣带班20年”优秀班主任表彰活动。现对获得表彰的优秀
班主任进行集中展示。

■通 讯 员 杨加银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本报讯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发布“关于2022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

结果的通告”，市农科院大豆团队王
亚琪主持申报的《大豆GmHPL基因
在植物响应病原菌胁迫中的功能研
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立项。时隔7年，市农科院大豆团
队再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大豆生产受多种病原物的危害，

急需多病害抗性种质的发现和多病
害抗性基因的挖掘利用。该项目拟
解决大豆GmHPL基因在响应多种
病原物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同时分析
与AOS的遗传关系，预期结果将丰
富植物免疫调控理论，对作物多病害
抗性种质创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市农科院聚焦“稳粮增
豆”国家战略，加强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相关应用基础研究。该项目
的组织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学科竞争
力和创新能力。

■通 讯 员 陈紫岩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杨盼盼

本报讯 “多彩甘薯、软糯适中、
香甜可口、健康佳品，欢迎大家下
单。”近日，一场直播带货活动在淮阴
区南陈集镇吴庄村甘薯种植基地开
展。短短两小时，订单量突破2000

件、销量超5000公斤，销售金额近10
万元。

该活动由江苏现代农业（特粮特
经）产业技术体系淮安（甘薯、藜麦）
推广示范基地，市淮农薯业专业合作
社，市康禾田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
合举办。活动现场，市淮农薯业专业
合作社董事长张琴“变身”“带货达
人”，绘声绘色向网友讲解甘薯品种、

外观色彩、营养品质、口感特征等。
淮安（甘薯、藜麦）推广示范基地主
任、市农科院办公室主任吴传万研究
员讲解甘薯品种选择、营养价值、绿
色丰产栽培关键技术，指导大家科学
选购甘薯。田间一边收获、分级包
装，一边现场按订单快递发货，一派
繁忙景象。

据悉，淮安（甘薯、藜麦）推广示

范基地将与淮阴区甘薯产业党建联
盟合作，采取“党建引领+技术示范+
村社共建”经营管理模式，秉承“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
现农民富”的科技服务精神，加快甘
薯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
创新集成与示范推广，推进淮阴区南
陈集“甘薯小镇”特色品牌打造，助力
乡村振兴和农户增收致富。

市农科院大豆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淮阴区南陈集镇直播带货促增收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通讯员 侍 农 靳 凯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动优质稻米、小龙虾、规模畜禽、螃蟹、绿
色蔬菜五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稳健发展。

入夏以来，我市各地战高温、抓生产、保安全，加强技术指导，秋粮
稳产基础良好。全市优质稻米订单基地建设任务80万亩，已超额建
成82.3万亩，其中盱眙县、淮安区分别建成30.3万亩和23.2万亩，占全
市的65%。

目前，全市粮食种植加工仓储项目在建14个、总投资39.8亿元，
竣工12个、完成投资5.2亿元。淮阴区大角牧风田园综合体、明天种
业金湖产业园、盱眙苗香米业、涟水海棠粮食加工、淮安区好米农业科
技、淮安区红洲米厂等大米加工项目在建或投产。

为发挥有限土地最大效益，我市扎实开展多项小龙虾养殖新模式
研发，日臻成熟的新模式主要有稻虾鳝、稻虾鳖、稻虾蟹、小龙虾与加
州鲈混养、小龙虾与罗氏沼虾混养、小龙虾与芡实轮作、小龙虾两茬养
殖与秋冬大白菜轮作等。目前已在全市推广实施新模式近2万亩，在
原有小龙虾养殖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亩增效益1500元以上。

同时，我市虾蟹加工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盱眙县3个小龙虾加
工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城市厨房项目已落实选址。金湖县投
资3000万元的小龙虾区域集散中心主体工程已封顶。洪泽食品产业
园投资6000万元的南京虾润项目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已完成，预计投
产后年加工能力3000吨。淮安区福昌食品小龙虾风味预制菜项目已
正式投产，年加工能力3000吨，销售顺畅。清江浦区投资2000万元
的禾鲜记项目已投产。

今年1—8月份，我市畜禽产业发展势头良好。8月份生猪出栏量
环比上涨5%，涟水比米农牧公司新进2万头生猪入场育肥，家禽存栏
量、出栏量同比分别增加4%、6%。奶业项目陆续投产，新增奶牛存栏
数超1200头，金湖县年产3万吨鲜奶的家惠牧业正式投产。

蔬菜瓜果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在建项目18个、总投资14.8亿元，
竣工项目9个、完成投资4.4亿元。预制菜企业招引有力，共招引项目
11个，清江浦区益海嘉里食品产业园、淮安区百斯特食品智慧创享产
业园等8个项目在建，总投资82.3亿元，淮阴区年配送150万份快餐
的卡酷餐饮、洪泽区1800吨螺蛳和鱼圆加工、盱眙县食指馋海苔食品
加工3个项目竣工，完成投资1亿元。

淮阴区省级农业现代化先行区通过评审，洪泽区、淮安区获批创
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土地流
转和规模化经营水平持续提升，金湖县2021年、2022年土地流转率
分别为94.1%、91.8%。淮阴区成片流转成效明显，大角牧风、先正达、
区农业公司、卫岗乳业4家企业流转面积分别达1.3万亩、8000亩、
7000亩和6000亩。农产品冷链建设取得突破，新建成项目34个、在
建项目27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建设有序推进，盱眙县2个项目
已建设完成，淮阴区、洪泽区各1个项目正在抓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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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孔 雪
通 讯 员 周红军 王宏宝

本报讯 近年来，市农科院通过
“科技专家+科技示范基地+农户+企
业”模式，建强全科研产业链每个环
节，科技专家服务团队为乡村振兴献
智、为农民增收献技，厚植科技沃土、
激发创新活力，一个个乡村振兴的

“金种子”正快速发芽、茁壮成长。今
年年初，市农科院被省委宣传部和市
委宣传部评为科技服务先进集体，团
队一名成员获2022年江苏省青年科
技奖。

比学赶超，跑出乡村振兴“加速
度”。依托设施蔬菜团队、水稻育种
团队和小麦育种团队3个创新团队，
市农科院把党小组建在创新团队上，
团队之间比党建、比成果、比业绩，使
党的建设延伸到农业产业链上。据

统计，市农科院在全市建成优质稻
米、绿色蔬菜、生态养猪、观光农业、
循环农业五类基地共56个，示范新
品种80多个，挂牌服务农业基地总
面积达4.7万亩。市农科院推广自主
研发的水稻、小麦新品种销量位居全
国常规品种销量的前10和前20，“淮
稻”“淮麦”品种年均推广面积占淮安
种植面积的44.4%和32.8%。其中，
淮稻18号、淮香粳15号、淮稻5号等
成为“淮安大米”重点优选品种。市
农科院研发的机插秧专用肥等农化
产品，实现江苏18个国有农场全覆
盖，淮椒品种打破了国外品种的垄
断，“苏梦”“苏创”系列西瓜和羊肚菌
种植技术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协同联动，打出乡村振兴“组合
拳”。去年以来，市农科院以党支部
结对形式，先后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研
究所、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南
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扬

州大学等开展共建活动9次、实施科
研联合攻关任务13项，有力提升了
全市小麦、水稻、大豆、蔬菜育种创新
水平。此外，市农科院还先后与江苏
怀恩农业有限公司、苏州创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淮安恒晟达农业有限公
司等20余家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科
企合作关系，为企业解决一系列关
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创造了可观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刘老庄村示范
栽培草莓、葡萄、砂梨、桃、猕猴
桃等应时鲜果品种80多个，在杨庙
村示范大棚草莓、反季节葡萄等绿
色安全生产技术，收益提升10%以
上；2021年，与涟水县四安庄村联
合申报江苏省亚夫科技服务专项
——乡村振兴科技综合引领项目，获
批项目资金100万元。

科技下乡，插上乡村振兴“金翅
膀”。市农科院党委紧扣乡村振兴主
题，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

旧动能转换的实际需求，组织党员下
沉农业一线，通过在田间地头举办培
训班、组织观摩会、指导技术等形式，
让党支部和党员作用发挥在一线、问
题和矛盾解决在一线、业绩和形象展
示在一线。针对农业重点企业或新
型农业合作组织，市农科院开展“一
对一”科技服务，进一步加快我市现
代高效农业发展步伐。2022年，市
农科院各党支部共组织开展各类科
技培训会，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
活动20余场次，受益群众1500多人
次。今年夏天我市持续高温、干旱，
市农科院科技专家在全市多个镇街
进行试验数据采集、农作物虫害监测
调查、苗情调查等，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为水稻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及抗
旱工作“把脉开方”，确保再夺秋粮好
收成，为全市乡村振兴事业交上满意
答卷。

市农科院：厚植科技沃土 激发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