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洪泽区东双
沟镇万集社区，金黄稻谷飘
香，成群鹭鸟飞翔，一派田园
生态美景。近年来，洪泽区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家园，乡村生态环境
日益改善。

■通讯员 刘 彬

鹭鸟伴稻香
乡村生态美

金融安全关乎社会稳定，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淮安
区金融监管局开展非法金融门店清理专
项行动、公布金融机构白名单、签订远离
非法金融活动承诺书、拍摄非法金融防
范动漫视频等特色活动。同时，建立行
政区域、行业管理、金融机构三大网格，
将防控非法金融融入网格化管理，凝聚
强大合力。全市首家开展非法金融线下
门店及“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拆
除非法金融门店招牌35处、清理非法金
融小广告50多起。

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增设不动
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中心，覆盖全区15

家商业银行，简化住房抵押贷款流程；减
免企业开设银行账户费用，目前，各商业
银行均不收开户费用。

淮安区上市企业总数、股权融资额
一直位于全市首位。为完善上市后备企
业帮办制度，淮安区金融监管局成立企
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会办解决企
业上市过程中的困难，开通“绿色通道”，

“一企一策”解决困难。出台企业挂牌上
市工作8条意见，对企业主板上市奖励
总额提高至650万元，进一步强化企业
上市过程中涉及的不动产登记、税费奖
励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加大摸排调研，
以镇、街道、园区为主体，邀请多家中介

机构开展上市培训辅导，对全区规模企
业进行全面摸排调研，初步形成梯次推
进的后备企业资源库。组织重点企业参
加省市投融资培训、股权融资对接、参访
上市公司等活动，时刻把握资本市场的
脉搏，坚定企业家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的
信心。加大对创投、私募等国内知名基
金管理公司的招引力度，吸引专业团队
来淮开展合作，为企业提供上市业务咨
询辅导。今年，全区共有5家企业列入
上市后备企业库，全区挂牌上市企业累
计达61家，股权融资额34.6亿元。

淮安区金融监管局：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 讯 员 刘 煜

刘 静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

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

金融的天职。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支持实

体经济，是金融部门义不

容辞的责任。连日来，淮

安区金融监管局深入学

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切实抓好金融服务和地

方金融组织监管，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加大金融对重点领域的

支持力度，引导金融资源

投向重大项目、先进制造

等领域，推动金融活水畅

通实体血脉，为奋力开创

淮安区经济社会发展新

局面贡献金融力量。

淮安市金科农副产品贮藏有限公司
是淮安区一家从事农副产品冷库储藏和
冷冻产品销售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企
业销售出现困难，无法及时回笼资金。
淮安区金融监管局了解这一情况后，迅
速协调淮安农商行进行对接服务，放款
15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金融活则经济活。淮安区在全市率
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帮助市场
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
意见》，从保障重大项目融资、支持乡村

振兴、完善普惠金融、精准帮扶企业融资
等9个方面推动金融帮助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积极开展金融管家“春风送雨
纾困解难”活动，发挥“双拜访”和“经济
网格化”对接摸排作用，公开发布21家
金融机构的75个纾困解难金融产品及
金融管家联系方式，逐一电话联系全区
714户列统企业，发动全区1000余名网
格员摸排收集镇街市场主体融资需求，
短信宣传覆盖全区1300余户骨干企业，
走访对接重特大项目54个、市场主体

1000余户，淮安区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达340.38亿元、利率同比下降25个BP，
在服务全区重大项目过程中，现场开展
银企对接，近两年，累计对接84户重特
大项目，投放贷款254.74亿元。持续加
强融资担保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督促融
资担保公司落实降费措施，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免收担保费。截至今
年 9 月末，全区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
665.87亿元、各项存款余额758.68亿元，
分别是2012年同期的5.56倍和3.39倍。

江苏蓝鹏肥业有限公司主营复合肥
生产、销售。今年以来，因经营所需原材
料价格波动较大，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
难。淮安区金融监管局推荐江苏银行与
企业沟通，在企业原有的400万元授信
基础上，新增授信600万元，帮助企业解
决了资金难题。“没想到在那么短的时间
内就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太及时了。”
该公司总经理张鹤花激动地说。

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淮

安区积极开展网上银企对接活动，发布
《金融纾困解危助企复工复产线上银企
对接活动公告》，推进线上发布融资纾困
对接和线下撮合、连线会商，成功对接企
业近200家。实施“互联网+”工程，发挥
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用，做大做强线
上银企对接超市，累计19000余户经济
主体注册，对接普惠贷款978户、41.9亿
元，注册数、普惠贷款余额均排名全市第
一。建立完善银企对接机制，定期开展

银企沙龙、金融形势分析会等活动，建立
金融机构服务镇街园区业务代表制度，
推行挂钩包干，协调拜访对接融资困难
企业208家。全市首家建立“政银担”融
资担保风险分担模式，进一步缓解中小
企业融资抵押物不足的困难。出台金融
机构招商引资激励办法，银行业金融机
构与经济部门结对共建，深化政银合作，
实现政银同频共振，携手共赢。

聚资源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促改革 推进区域金融创新

优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999年，我与先生喜结良缘。婚
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跟着公公婆婆一
起住，因此能够充分享受两位老人精
心制作的美食。每天一下班我就往家
赶，进了小院，就闻到厨房香味四溢。
公公做的家常菜色、香、味俱全，更难
得的是他精益求精，不断改进菜品，有
一段时间还逐个背诵淮扬菜谱，记住
制作要领。看到美食节目，他总是聚
精会神，用心记住，然后积极实践。

我女儿出生，长出小小牙齿后，公
公婆婆更是把做饭当成了头等大事，
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小人儿最爱的美
食。渐渐长大的女儿偏爱肉类食品，
糖醋排骨、鱼香肉丝等自然成了公公
的拿手菜，再辅之以葱爆椒盐虾、平桥
豆腐、蒲菜炒虾仁，一个星期的菜都不
会重复。公公婆婆还会适时做些小吃
点心。春卷、汤圆、南瓜饼、鸡蛋饼
……因此，我们的早餐和晚餐总是种
类丰富。每当看到菜蔬鱼肉在公公婆
婆的烹调下变成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
菜肴，我心中总是充满感动。有人说，
漫长的一生，与爱最短的距离就是通
往厨房的距离。在温暖的厨房里，一
碗白开水也能飘逸出美酒的芬芳，一
棵白菜也能品尝出家的温馨！

公公出生于 1936 年，涟水人，

1957年毕业于江苏省淮阴师范学校，
同年8月到淮阴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
教。此后数年，虽然工作几经变动，但
他对学校和孩子的热爱和关注之情始
终不减，他很庆幸自己能与学校结缘、
与教育工作结缘，把爱心和智慧都奉
献给了孩子们，奉献给了神圣的教育
事业。婆婆是沭阳人，她不识字，却心
灵手巧。对于不会做家务的我，她从
不抱怨，还经常笑呵呵地跟邻居们说：

“我家小王在医院工作，可能干啦！”
三年前，无情的病魔先后夺走了

我敬爱的公公婆婆，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和先生都无比消沉。哥哥嫂子也非
常怀念他们，每每团聚总觉得没有了
往日的欢愉。全家人一提起公公婆
婆，就像被扑面的尘埃迷了眼，泪水总
会不经意地掉下来。往事悠悠，难以
忘怀，如今再回味，依旧如同昨日。两
个嫂子和我一样，都很庆幸遇到了这
么善良这么慈爱的公公婆婆。和他们
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我们最大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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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蔡雨萌

清晨，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淮安市
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李炳已经披
上白大褂，走进各个病房了解患儿的康
复情况，他干练的身影伴着清晨的阳
光，穿梭在各个病房。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从医35年，
李炳已两鬓斑白，他秉持“若有疾厄来
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
亲之想”的从业医训，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用妙手丹心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篇
章。

臻于至善 以仁心铺就行医路

1988年，以“解除患者病痛，挽救
病人生命”为己任的李炳从徐州医学院
毕业，来到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工作。这
一干，就是35年。

“我刚到妇幼保健院的时候，医院
规模小，没有设立小儿外科。”谈起往
事，李炳感慨良多。那时，他希望在小
儿外科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就重
新拿起大学教材研磨学习，在临床工作

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增加知识储备。
“我不仅学习儿科的知识，还学习内科
学、外科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
理学、组织胚胎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如
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经验。”

就这样，国际最前沿的论文不断进
入李炳的阅读清单，业务学习几乎占据
了李炳所有的业余时间，这份努力为他
之后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国际首先开展腹腔镜辅助下小肠
翼状翻转卷管延长术，成功将食道延长
手术方式转嫁到小肠延长手术中，使患
儿不需要靠输液维持营养。“这些年来，
我在手术中的创新很多，这些创新的目
的只有一个——达到更好的手术效果，
帮助患儿减轻病痛。”李炳说。

率先垂范 以行动做好带头人

对待病人，李炳一视同仁，为患儿
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不让病
人多花一分钱。他时刻鞭策自己：“生
命所托，健康所系，永远做一名好医生，
实现人生的最高追求。”

从医35年，李炳救助的患儿不计
其数，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
患肠梗阻的女孩。“这个女孩的父母都

去世了，姐妹俩相依为命，全靠女孩
的姐姐在外打工赚取看病的费用。我
记得，做手术的时候是正月十五，手
术时间近7个小时，女孩的姐姐甚至
为她准备好了寿衣。”谈起这个女孩，
李炳的眼中满是心疼，幸运的是，手
术非常成功。李炳还带头捐款，为女
孩募集治疗费。

医者，治的是病，开的是药，用的是
情。在李炳的带领下，团队年开展手术
4000 余台，其中，小儿腹腔镜手术
2500余台次、三级以上腹腔镜手术500
余台次，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成功创
成省重点专科。李炳获全国杰出青年
医师奖，被评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劳动
模范、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人才、江苏
省首届“百名医德之星”等，他带领的团
队获2016年度淮安市政府科技进步一
等奖、2018年中国妇幼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等奖项。

行远自迩 以热忱永葆求学心

在李炳的简历中，除了有他在南
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南京儿
童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进修脑外科
及小儿外科的学习经历，还有一段特

殊的学习经历——在扬州大学专修外
语一年。

“你听，这是我为电影录制的英文
配音，你能听出来这不是原声吗？你
看，这是我在手机中存储的英语电影资
料，观看次数最多的一部电影，我看了
100多遍，电影中的每一句台词我都记
得滚瓜烂熟。”打开李炳的手机，里面除
了医学相关资料，最多的就是与英语相
关的内容。他利用一切资源学习英语，
不断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

李炳学习英语不仅是个人爱好，更
是源自对工作的更高追求。2009年，
李炳前往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进修，在
同事的书橱中发现了一套英文原版小
儿外科学教材，他立即向同事借了教材
复印学习。“那时候遇到看不懂的单词，
就用老式手机自带的电子词典挨个儿
查，开始读得吃力，一天看不完一页，后
来词汇量大了，两个月就将六本书全部
看完了。”现在，李炳的电脑里有一百多
套外科学电子书。为掌握国际医学动
态，提升医疗技术与水平，李炳每天坚
持英语学习、英语查房，以一颗不断进
取的心，追寻医学梦。

妙手扶稚子 高医攀新峰
——记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李炳

■融媒体记者 李 蓉
通 讯 员 张 丽

11月13日，第五届中国（淮安）
国际食品博览会暨首届金秋经贸洽谈
会圆满落下帷幕。为保障食博会顺利
举行，市卫健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
医疗保障工作，全面参与食博会前期
会议筹备、疫情研判、防控措施制定、
核酸检测、应急医疗保障等工作，织密
织牢食博会医疗保障和疫情防控安全
网，以“五个到位”全力以赴守护参会
人员的生命健康。

组织领导到位

成立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领导小
组，下设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和卫生监
督三个专项组。坚持“预防为主、联防
联控、科学规范、动态调整”原则，根据
省市关于展览和重大活动疫情防控各
项要求，结合场馆现场情况，制定《第
五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疫情
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方案》。三个专
项组相辅相成、协同配合，为食博会的
顺利举办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

防控措施到位

根据疫情形势，及时更新疫情防
控方案。统筹全市医疗卫生力量，派
出160余人的医疗保障和疫情防控队
伍。在食博会开幕前培训志愿者和安
保领队400余人。食博会开幕前和举
办期间，分别在展馆、定点酒店和机场
等部位设置核酸采样点42个，对所有
工作人员、参展人员和参展观众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在展馆、酒店设
置体温复测点、应急隔离区等工作点
位，在展馆主入场通道、次入场通道、

VIP通道设置自动测温门，在展馆各
入场通道、定点宾馆酒店安排22名专
业人员做好每日疫情防控工作。

医疗保障到位

市急救中心配置2个医疗站及2
辆急救车，开通120救护“绿色通道”，
保障优先派车和院前院内无缝衔接。
严格落实人员防护措施，并按规范做
好个人防护。严格落实防疫检查措
施，所有应急处置必须核查“两码”与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记录在案。应
急保障车组与疫情转运班组执行任务
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保车况良好、
设备正常、物资充足、装备完好。

应急处置到位

加强场馆入口防疫措施查验，对
人员测温、“两码”查验情况和核酸检
测情况进行监控，一旦发现异常，第一
时间启动紧急预案进行处置。同时，
安排4个保障班次、4个疫情转运班
次；及时发布外省市疫情风险提示；对
展馆展位、餐厅、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开
展消毒及通风换气，消除感染风险。

卫生监督到位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江苏省重
大活动（重要会议）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预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及省市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制定卫生监督保障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各接
待宾馆、酒店及会场的饮用水、场所卫
生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逐一检
查，会议期间，定人、定点、定岗驻点保
障。

■融媒体记者 郭敏杰
通 讯 员 程 冰 赵 犇

本报讯 进入11月，前进村南小
场的水稻丰收在望，金色的稻田散发
阵阵清香。村党总支书记杨茂湘隔三
岔五就跑到田埂上看看，等待今年第
一茬水稻开镰收割。

“南小场，砂碱坝，十年九涝人人
怕……”被当地村民称为“锅底洼”的
南小场位于金湖县吕良镇前进村，半
年前这里还是个“不毛之地”。“以前，
这么一大片地一眼望过去都看不到
边，可就是长不出庄稼来。”村民傅廷
光感触很深，种了一辈子地的他曾在
这块地上试着开垦过，非常精心地照
料庄稼，但收获甚微。久而久之，这块
地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随着吕良镇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
展开，今年3月，前进村抓住乡村空间
治理机遇，举全村之力，全面开发南小
场。

面对摸排梳理出的266个问题清
单，杨茂湘组织召开党群议事大会。

“发动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整改、领头
攻坚，并做好亲戚、
朋友的工作，讲政
策、说利弊，引领村
民将之前占有的土
地全部退还。”

通过实地勘察定规划、召开村民
大会作决议，前进村形成了开发与利
用并举的共识，由村里出资实施整体
开发。东片区投资10余万元，打造连
片130亩水面，建设水生蔬菜基地和
特种养殖基地；西片区投资近40万
元，整理出321亩农田，建设优质稻米
基地。

现如今的南小场，通过空间治理，
盘活了闲置资源，村集体年收入增加
近57万元。“我们的目标是打造生态
观光农业，实现产业旺与生态美的良
性循环。”杨茂湘说。

拆除乱搭乱建、复垦平整土地、高
效合理利用……眼下，行走在金湖的
广袤乡村，淡淡稻香里，一场场类似南
小场这般的公共空间治理行动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老旧村居绽
放“新颜”，“沉睡”的村集体资产“苏
醒”，通往乡村振兴之路的“幸福门”已
缓缓开启。

据统计，今年以来，金湖县通过乡
村公共空间治理回收违规侵占面积
10097.24 亩，镇村集体经济增收
518.46万元，村平增收30.5万元。

明月千里寄哀思（节选）

——追忆我敬爱的公公婆婆

■王玉玲

金湖县前进村：

昔日“砂碱坝” 今朝稻花香

市卫健委：

“五到位”全力护航食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