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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淮阴区大福村举办农民
职工趣味运动会，村民们与村里的企
业员工一起参加了徒手抓鸡、定点投
球、拔河、绑腿跑等比赛。活动中，农
民群众充分体验了运动的快乐、竞争
的欢乐和丰收的乐趣，丰富了精神文
化生活。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趣味运动会
接地气欢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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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姜彩兰 杨丹丹
通 讯 员 周 莹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
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盱眙龙虾被

“点名”支持。
“一虾先行、诸业并进”，2022年盱

眙龙虾总产值达191亿元，占全省龙虾
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连续七年品牌
价值位居全国水产类榜首，带动当地
20万人就业，成为盱眙高质量发展之
路上的“金字招牌”。

“盱眙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

化建设上，将以龙虾产业为引领、以‘二
次创业’为驱动、以实体运行为支撑，全
力突破种苗‘芯片’、全面延伸产业链
条、全速推进品牌创新，重抓预制菜开
发、快抓农文旅融合、大抓标准化输出，
跑出发展‘加速度’、开辟发展新境界，
奋力打造江苏乃至全国产业振兴带动
乡村振兴的新样板。”盱眙县委书记邓
勇说。

培育新品种，增强市场竞争力

近期，在盱眙龙虾产业集团马坝基
地“盱眙红1号”育种与养殖试验区，小
龙虾在大棚内茁壮成长。

“盱眙红1号”是江苏省淡水水产

研究所选育的龙虾新品系。“与老品种
相比，‘盱眙红1号’在肉质和生长速度
方面都有提升。数据显示，‘盱眙红1
号’平均收获体重提高18.62%，亩产提
高18.8%。”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龙
虾养殖专家李德华说，“现在，一般的龙
虾重量只有三四钱，而‘盱眙红1号’最
重的已达一两五。”目前，“盱眙红1号”
已经进入新品种申报审定阶段，即将在
5月底6月初接受农业农村部评审。

小龙虾种苗相当于龙虾的“芯片”，
强化种苗选育攻坚，是盱眙应对小龙虾
产业激烈竞争的重要抓手之一。早在
十年前，盱眙县就联合江苏省淡水水产
研究所启动了这项工作，从“大养虾”向

“养大虾”转变。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
品种比对、实验室试验，经过四代培育
繁殖，“盱眙红1号”横空出世，于去年
在马坝基地进行大棚试验。“目前，已经
养殖了1500亩，下半年打算进一步推
广。”李德华说。

与此同时，“盱眙红2号”在加紧做
不同产地龙虾养殖对比实验。与“盱眙
红1号”相比，“盱眙红2号”将会在抗菌
性、抗病力上有所提升，亩产量将进一
步提高。

“龙虾种苗的繁育有力推动了龙虾
产业的升级，成为盱眙富民强县的突破
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盱眙县委副书记王兴国
说。

建立新标准，提升品牌统领力

前不久，在第二十三届中国·盱眙
国际龙虾节盱眙龙虾开捕仪式上，盱眙
龙虾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正式发布。这
一体系在总结盱眙“虾稻共生”综合种
养新模式经验的基础上，以强化盱眙龙
虾全程质量控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

（下转A2版）

盱眙：龙虾产业“二次创业”驶入“快车道”

■融媒体记者 李 蓉
通 讯 员 夏虎成

本报讯 2022年是淮安迎来水利
建设新高潮的关键一年，全年完成投资
41.6亿元，首破4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33.3%，完成率达133%，累计向上争取到
位资金23.7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治淮史上投资最大的防洪单项工程——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在日
前召开的全市高质量跨越发展总结动
员大会上，市水利局获评2022年度市
直单位高质量跨越发展考核第一等次，
全体水利人备受鼓舞、斗志昂扬。

2023年，全市水利系统紧扣中心任务，
主动担当作为、强化向上争取，努力为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淮安新实践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争取投资增量为经济赋能。2023
年，全市水利系统将重点实施民生、产
业、幸福三大类63项水利工程，计划投
资70亿元以上。其中，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工程预计完成投资42.48亿元，该
工程配套项目争取持续发力，确保和平
南站拆建、朱桥站引河开挖等14个已
争取重点事项100%落实到位。积极扩
容中长期项目库，围绕南水北调东线后
续工程、分淮入沂工程、淮河流域重点
平原洼地治理等，谋划更多项目提前纳

入上级“盘子”，努力培育淮安水利建设
新的突破点，最终实现大项目“顶天立
地”、好项目“铺天盖地”。同时，全面开
展质量创优行动，致力实现“大禹奖”

“鲁班奖”等国字号荣誉历史性突破。
争取一域增光为全局添彩。水生

态是淮安最重要的底色，也是城市的重
要竞争力之一。目前，我市已高标准建
成104条幸福河湖，河湖长制工作获国
务院督查激励。2023年，我市将持之
以恒抓好河湖长制成果经验总结，持续
推动生态碧水三年行动，全年新建幸福
河湖82条（个），打造示范幸福河湖10
条（个）以上。深化“河长+检长＋警
长”模式，开展“三水”清除等专项整治

行动、跨界河湖联合河长制行动，切实
发挥河湖长制列入市高质量综合考核

“指挥棒”作用。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
渠道，宣传推介我市河湖长制工作成
效，争取河湖长制工作再创佳绩。

争取服务升级为发展助力。市水
利局将以更大决心、更高目标、更实举
措，坚持“项目为王、环境是金”工作导
向，

（下转A2版）

市水利局：凝心聚力服务淮安高质量跨越赶超发展

■融媒体记者 杜勇清
通 讯 员 丁大勇 包哲先

本报讯 记者从6日下午召开的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执法协调小
组第二次会议暨全市行政执法规范化
建设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我市将试点
探索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制度，
深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执法，6月底
前调整公布涉企免罚轻罚“三张清单”
（2023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据悉，全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将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公正、不
规范、不透明等问题，不断健全执法制
度、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
强执法监督，持续深化企业法律保护
制度和包容审慎监管制度，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依法行权
履职，进一步优化办事程序、提升办事
效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我市将加快推进“无证明”

城市建设，扩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适用范围，增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
法治获得感。全面推进行政裁量权基
准工作，推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制定部门做好相关罚则的细化量化工
作，避免出现乱罚款乱收费、以罚代
管、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实施行政执
法强基行动，强化归口管理，加强赋权
评估，推动实现镇街综合执法赋权“全
市一张清单”。争取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体系试点，推动构建职能科学、制度
完善、机制健全、监督有力、运转高效
的市县镇三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
系。开展执法案卷评查专项行动，重
点对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
执法矛盾集中、执法舆情频发的地区
相关执法案卷进行评查，提升执法规
范性。

■通 讯 员 姚华勇 王 慧
钱 馨

融媒体记者 刘 权

本报讯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智
改数转”已从“附加题”变为“必答
题”。日前，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近
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工作，把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工业经济跨越赶超
的重要抓手，在强基础、树典型、优服
务等方面统筹发力，全市智能化改造
和数字化转型工作呈现“点上突破、面
上推进、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目
前，全市累计创成省级工业互联网标
杆工厂9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6
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50个，获
评五星上云企业12家、两化融合贯标
企业248家，星级上云企业620家。

2022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通
过举办恳谈会、党政亲商会、专题调研
等活动，高位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工作。市工信局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实施推进企业“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增强产业发展新
动能项目。该项目注重顶层规划，全
市工信系统成立“智改数转”工作专
班、牵头制定《“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
划》《年度推进方案》等，实施百企示
范、千企上云、千亿投资、千企问诊、千
兆城市等十大行动，计划到2024年
底，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智改数
转”全覆盖。加大宣贯培训力度，编印

“智改数转”宣传手册，举办企业上云、
“5G+工业互联网”等各类宣贯培训
30余场次，及时向企业宣传省、市“智
改数转”政策，提高企业对“智改数转”
的认知度。加强政策配套，出台《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
总规模2.43亿元的工业强市发展资
金，重点扶持规模企业培育、企业“智
改数转”等，最大限度发挥财政奖补资
金的引导作用。推动企业升级，建立
全市“智改数转”服务商生态资源池，
为800家企业开展免费诊断。

（下转A2版）

发力“智改数转”
激活产业攀高引擎

我市推进
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通讯员 郑 雯 高 猛

本报讯 为推进“书香井神”建
设，营造与书为伴的学习氛围，激发广
大青年员工的学习热情，引导青年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日前，江苏苏盐
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开展以

“品味阅读快乐 共建书香井神”为主
题的读书分享暨赠红书进基层活动。

活动中，该公司党委现场向淮安
生产片区8家单位赠送红色书籍，丰
富党群活动中心“两个专题”书架，鼓
励青年员工热爱学习，不断开阔视野、
提升本领，争做知识型员工，为公司高

质量发展积蓄力量。该公司基层一线
28名青年员工代表分享读书心得，展
开现场交流，畅谈思考体会，展现了良
好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既有读书感悟与心得体
会分享，也有好书分享，更有声情并茂
的盐业红色故事分享，为青年员工提
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实现了交流共
享、互促共进的目的。

品味阅读快乐 共建书香井神
苏盐井神开展读书分享暨赠红书进基层活动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黄 煌
通 讯 员 黄遵学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当年，
为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命
人快马加鞭从岭南送荔枝入京，需耗时
七日且人马俱疲。而今，洪泽湖大闸蟹
一早捕捞出塘，仅需几个小时，就可抵
达广州，当晚就能上餐桌。

市民们大有口福的背后，是淮安高
效便捷的物流体系。近年来，我市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环境是金”工作导向，
以“四最”营商环境为“支点”，努力让

“人悦其行、货畅其流”成为现实。尤其
是随着近几年物流成本不断降低，为淮
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最佳比较

优势。

夯实“硬支撑”
构筑物流产业“新底座”

4月28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京杭
大运河（淮安段）看到，一艘艘货船穿行
在河面上，一派繁忙景象。同样繁忙的，
还有岸边的黄码港提升工程现场。站在
防洪大堤上俯视，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
程机械开足马力，施工人员忙碌奋战
……铆足干劲、大干快干的“奋进曲”奏
响强音。

“黄码港位于京杭大运河和淮河入
海水道交汇的‘十字路口’，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黄码港建成后将成为京杭大
运河主航道沿线单体投资最大、泊位最
多的内河港口，最大年吞吐量可达

1500万吨。”清江浦区黄码镇镇长周青
龙骄傲地说，黄码港能够提供货物装
卸、仓储、运输、配送等物流服务，辐射
淮安周边以及鲁西南、豫东、皖北等地
区。同时，黄码港将着力打造智慧港
口，并通过不断优化调整工艺，进一步
提升区域物流运输能力，降低物流综合
成本。

作为提升淮安航空货运枢纽能级
的关键支撑，去年6月15日，淮安涟水国
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1月4
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淮安高铁快
运物流基地铁路专用线项目用地的预审
意见》，为该项目加快推进提供有力支持
……物流成本大降低，离不开交通基础
设施大建设。今年，淮安计划投入100
亿元，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快构建
现代高效的交通物流体系，重点打造铁

路、水运、航空三大枢纽。

提升“软实力”
激活物流枢纽“新动力”

“电路板是庆鼎的‘拳头产品’，但
因产品更新换代快，交货频率增加，对
进出口通关时效要求非常高。好在有
提前申报、两步申报、汇总征税等通关
便利措施，我们的通关时效已由原来平
均30小时缩短到平均15小时。”

（下转A2版）

算好“减法账” 跑出“加速度”
——“四最”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系列报道之一

聚焦打造聚焦打造““绿色高地绿色高地、、枢纽新城枢纽新城””

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

更好展示更好展示““象征意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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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上云企业五星上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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