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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洪泽区老子山镇举行第一届“富有·安淮”乡村旅游文化节，展示洪
泽湖渔民“结丝网”“编鱼篓”“扎地笼”等渔耕艺术，以及“钩”“罱”“卡”“网”等捕捞
渔具，趣味十足。

■通讯员 桂宝林 刘 昀 周凡煜

五一期间，由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淮海晚报社主办的2023中国月季文化周
暨淮安第九届青年相亲会将在市月季园举行，“市花月季进家庭”“童心绘月季长
卷”等主题活动正在招募中，感兴趣的市民可报名参加。图为昨日，市民打卡月季
园内的蔷薇花墙。 ■通讯员 周长国

■通 讯 员 叶顺亮 谢 辉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孙 东

从长深高速洪泽出口下高速，向西
北数公里，一栋栋极具现代感的建筑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便是洪泽区新地
标建筑——芳草谷人才大厦，包括300
余套精装人才公寓、配套建设的阅读
室和健身房等设施，体现了洪泽区惜才
爱才留才的诚意。

近年来，洪泽区围绕淮安“333产
业”，现代纺织、高端材料等重点产业，
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从品牌打造、平
台建设、服务优化等方面创新推出引才
留才政策举措，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推动构建“人才支撑产业发展、产业发
展成就人才”格局，全面提升产才融合
工作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人才支撑。

聚焦主导产业
创新引智机制

2021年初，南京软件谷洪泽工业园
洪谷研发中心投入使用，洪泽区12家企
业首批入驻，这是洪泽区创新人才政策
精心打造的“人才飞地”。“人才不需要到
洪泽即可为企业服务。”洪谷研发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集研发、孵化、设
计等功能于一体，洪泽区企业入驻“人才
飞地”后，可以把孵化、研发放在这里，将

生产制造留在洪泽区。如今，这里已成
为洪泽区引才聚智的“桥头堡”，首批入
驻的12家企业，借助南京软件谷的人
才、技术资源等要素集聚优势，实现开票
销售、纳税分别同比增长53%、89%。
今年洪泽区计划引导15家企业入驻，招
引各类优秀人才60人以上。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
求所为。2021年，洪泽区创新柔性人
才政策，打造全市首个“双落户”模式样
板。通过与高校合作，实现“身份在高
校、工作在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科
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让
人才能够同时服务于高校和企业，实现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谋好“后半篇文章”
创优服务生态

景区游览、消费娱乐、餐饮休闲等
生活服务方面最低5折优惠……“洪雁

人才暖心卡”作为洪泽区人才就业生活
一站式服务平台，是洪泽区做好招才引
智“后半篇文章”、创优服务生态的一项
举措。

为了展现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洪
泽区制定出台《关于加快人才集聚打造
长三角地区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实
施意见》，明确要优化人才环境，打造人
才安居乐业“生态圈”。同时，在全区各
镇（街道）设立人才服务站，建立“一站
式受理、统一化建档、专员式办理”工作
机制，帮助引导人才办理生活补助、项
目申报、户籍转移等个人事项，解决后
顾之忧。

洪泽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叶亚堂介绍，今年，洪泽区提档升级发
展急需人才、民生领域人才、优秀青年
人才3类对象扶持政策，全面优化安居
住房、子女就学、医疗保健、金融贷款等
服务保障，提优环境“留”人才。推广发
放“大湖英才”卡， （下转A2版）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公布

洪泽古灌区
作为四项工程之一入选

洪泽区：产才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

■融媒体记者 张 祥 左文东
通 讯 员 高亿桥 徐 振

李能白 王鹏飞

本报讯 青皮绿瓤口味香，鲜脆
欲滴美名扬。昨日上午，2023·第二届
淮阴（丁集）黄瓜节暨现代农业招商推
介活动举行。省农科院副院长孙洪
武、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所长付海朋、
扬州大学教授陈学好被聘为淮阴（丁
集）黄瓜产业科技创新顾问，朱海兵等
10人被评为农业“淮乡人才”。活动现

场还举行了重点农业项目、农产品采
购及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现代循
环农业和农业人工智能项目、长三角
大宗农产品加工贸易中心项目、水产
品智能化加工及技术研发项目等13个
项目成功签约。

清脆细腻、微甜爽口的丁集黄瓜
一直深受市场欢迎。家住丁集镇胡庄
村的瓜农宋月芳勤劳肯干、敢闯敢拼，
将丁集黄瓜种成了致富果，自己的腰
包也鼓了起来。夫妻俩经营的黄瓜大
棚收获季日产黄瓜六七百斤，

（下转A2版）

■融媒体记者 郭敏杰
通 讯 员 徐加荣 沈启虎

邱 添

本报讯 昨日，金湖县第三届乡
村旅游嘉年华活动启动仪式在金湖水
上森林景区举行，主题为“春趣金湖、
寻味花乡”。中国旅游出版社、省自驾
游协会、乡村旅游重点村及涉旅企业
的嘉宾代表齐聚景区，共赴一场乡村
旅游之约。

启动仪式上，推介了金湖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市文广旅游局为金湖乡村旅
游重点村授牌，旅游推荐官带来“假如
我在金湖遇见你”龙虾美食游主题推
介。同步启动的春日森林市集上，金湖
剪纸、草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令人
赞叹，金湖乡村美景摄影展吸引游客驻
足，蒜泥龙虾、白马湖大闸蟹、荷花荡全
荷宴等特色美食让人回味无穷。

近年来，金湖县立足河湖风光、生
态底色，充分挖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
探索出一条“生态越美丽——发展越
兴旺——群众越幸福”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径， （下转A2版）

■通 讯 员 李应彬
融媒体记者 唐筱葳

本报讯 淮安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
102.3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5%，较去年四季度提速3个百分点。
其中进口26.8亿元，增长24.8%。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环境，我市采取多重有效措施稳外资稳
外贸，保经营主体发展，保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一季度，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创历史新高，各月进出口均实现正增
长，外贸开局整体较为平稳。”淮安海关
副关长刘吉祥说。

从出口产品看，一季度我市出口机
电产品40.5亿元，增长11.8%，占出口
总值的53.7%，占比提升5.9个百分点，
是出口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电
子产品、橡胶轮胎、通用机械设备、太阳
能电池出口分别增长40.9%、65.2%、
54.3%、20%。从进口产品看，一季度，
我市电子元件、计量及检测分析仪器、
机床分别进口12.3亿元、1.2亿元、1.1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89.9% 、677.8% 、

714.2%，是我市进口大幅增长的主要
促进因素。

从贸易伙伴看，受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驱动，一季度我市对中国台湾和韩
国、日本分别进出口9.5亿元和9.2亿
元、7.9亿元，分别增长98.7%和60.1%、
53.5%。值得关注的是，我市企业一季
度对俄进出口1.5 亿元，增长78.6%。
同期，我市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33.3 亿元，增长 14.6%，占外贸比重
32.6%，占比提升2.7个百分点。

从外贸经营主体看，今年一季度，
我市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877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60家，增长7.3%，外贸
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一季度，台华
新材、南高齿、天鹏锂能等10余家我市
重点建设项目累计进口产线设备超2
亿元，新扩建项目对我市工业发展的拉
动作用后续将逐步显现。

刘吉祥表示，淮安海关将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发挥好海关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交汇枢纽”作用，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全力推动开放平台能级提升，服务
淮安重大战略落地落实。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通 讯 员 赵大为 董 杰

本报讯 淮安蒲菜、洪泽湖大闸
蟹、盱眙龙虾……这些深入人心的地
理标志商标，我市目前共有130件，位
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成为我市发展
的独特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
高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4月21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地理标志知识产
权协同保护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联手为这些“地标名片”
加上“保护罩”，充分发挥司法与行政
职能，全面加强淮安地理标志保护工
作，推动淮安地理标志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据悉，此次“联手”保护地理标志知识
产权举措在全国尚属首例。

《实施意见》共5方面17条内容，
包括地理标志保护总体要求、提升地理
标志司法保护水平、增强地理标志行政
保护能力、构建地理标志协同保护体

系、凝聚地理标志综合保护力量等。
在提升地理标志司法保护水平方

面，包括建立涉地理标志案件绿色通
道，深化拓展“线上+线下”立案渠道，
为地理标志权益人提供“一窗通办”服
务；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
机制优势，组建专业团队，进一步优化
案件繁简分流，实现地理标志知识产
权案件优质高效审理；及时有效阻遏
地理标志领域侵权行为，依法支持权
利人惩罚性赔偿请求；依法严惩侵犯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
挥刑罚威慑、预防和矫正功能；依法监
督支持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等举措。

在增强地理标志行政保护能力方
面，加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打击伪
造或者擅自使用地理标志的生产、销
售等违法行为，规范在营销宣传和产
品外包装中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依
托现有的区域执法协作机制，密切与
地理标志产品销售集散地、网络平台
企业总部所在地等属地执法机关的沟
通协作， （下转A2版）

■通 讯 员 黄莉莉 许正豪
融媒体记者 刘 梦

本报讯 当前，我市小麦从南向
北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也是赤霉病
防治的关键时期。为保障小麦产量和
品质、打好粮食丰收第一仗，我市高度
重视赤霉病防控工作，充分调动多方
力量，全面压实防控责任，截至4月
17日，全市在田小麦485万亩，扬花
面积约50.9万亩，已防治43.47万亩，
防治面积占扬花面积的85.4%。

据了解，受田间菌源、小麦品种和

苗情、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今
年我市小麦赤霉病呈偏重及以上发生
流行态势，防控形势严峻。为此，市农
业农村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小麦赤
霉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抓好防控
举措落细落实，坚持“预防为主、主动
出击、统筹兼顾、总体防治”的防控策
略，加大高效药剂及其复配制剂的推
广应用力度，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
治，保证防控效果。充分运用广播电
视、微信短信、横幅墙报、宣传车等，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发动，着力提
升群众的防控意识和防控能力。加大
服务指导力度，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调查病虫情，指导防控工作。
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和防灾减灾资金，
发放赤霉病防治药剂，确保第一次防
治全面应用高效药剂。强化农资市场
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违
规销售套装农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多
措并举，推进全面打赢小麦赤霉病防
控硬仗。

全市在田小麦485万
亩，扬花面积约50.9万亩，

已防治43.47万亩，防治

面积占扬花面积85.4%。

“

我市制定出台
地理标志协同保护机制
系全国首例

我市多措并举
打好小麦赤霉病防控硬仗

■通讯员 谢 辉

本报讯 近日，中国国家灌溉排
水委员会公布2023年度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4项工程
入选，江苏洪泽古灌区名列其中。

洪泽古灌区位于洪泽区境内，西
依洪泽湖大堤，东至白马湖，北临苏北
灌溉总渠，南至淮河入江水道，现状控

制灌溉面积48万亩。洪泽古灌区源
于破釜塘，始建于公元199年，三国至
今持续发挥灌溉功能，是蓄水灌溉工
程的杰作。灌区挡水工程洪泽湖大堤
是在用的古代最长堤坝，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并作为京杭大运河的
重要节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2022
年7月，洪泽区政府、江苏省洪泽湖水
利工程管理处启动2023年度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经国家灌溉排
水委员会全国遴选、现场核查、组织推
荐等程序，洪泽古灌区成功入选2023
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
名单。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被称为“灌溉
工程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评选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作
为成员国之一，中国国家灌溉排水委
员会每年向其推荐4个候选工程。截
至目前，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
数已达30项。

“小黄瓜”成就富民“大产业”
2023·第二届淮阴（丁集）黄瓜节举行

春趣金湖 寻味花乡
金湖县第三届乡村旅游嘉年华开幕

我市外贸进出口开局平稳
一季度同比增长5%

社会主义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

富强富强 民民主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