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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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刘 华 王 舒
通 讯 员 王立新 靳政友

走进涟水县保滩街道周集村，绿
树成荫，碧水潋滟，大棚里葡萄成串，
一派田园好风光。近年来，该村通过
公共空间治理，招引农旅项目，有效
提升村庄“颜值”和“内涵”，打造乡村
慢生活基地和城市后花园。不久前，
周集村当选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培育特色产业，建设活力乡村

吃烧烤、看昆虫、玩游戏……今
年暑期，周集村童话森林农旅项目
接待的游客一拨接一拨，项目总经
理李雪峰喜上眉梢。该项目原来只
是一块废弃林地。2021年，李雪峰
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承包土地，利
用树木河流的自然特色，建设游
园。如今，这里攀爬设施、萌宠乐
园、丛林魔网、彩虹滑道等应有尽

有，成为集餐饮住宿、休闲观光、科
普研学、运动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
休闲旅游度假区。

特色游园，造福村里。周集村
党总支书记周林会介绍，开建游园
不仅打通了道路，美化了环境，每年
还给村集体带来土地租金6万元、物
业服务费10余万元的收益，村民也
受益。严杭州一家以前住在林地，
道路不通，生活不便。游园建成后，
他的收入增加了。“我在游园打工，
每月收入2000元，加上每年1000多
元土地租金，日子比以前好过多
了。”严杭州说。

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周集村积极
流转土地，投资引进万家福家庭农
场，设置采摘、观光、品鉴等休闲项
目，精选优质黑葡萄品种，全面提升
产品品质。通过农旅融合，周集村经
济快速发展，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有
钱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顺利突破
100万元。

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宜居乡村

走进周集村，浓厚淳朴的乡土气
息扑面而来，风姿绰约的村庄徐徐展
现在眼前，身处其中，让人流连忘返、
心旷神怡。

产业兴，乡村美。周集村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河道水体质量，配置
种类丰富的驳岸形式与绿化植物，同
时，保护传统乡土田园风貌，对村庄周
围空地、路边、水旁及农田进行林网化
建设，形成完整的景观环境。近年来，
该村在村第四、第五村民小组内新铺设
道路7450平方米，拆除破损建筑物57
处，地表清杂11.7万平方米，改厕进院
入室76户，喷涂屋顶、墙面10000平方
米，建设路边菜园花墙1020米，绘制墙
体画350平方米。一系列环境提升改
造措施，让家园更美，让生活更好。

创新治理模式，建设和谐乡村

“孩子们，你们知道递给别人东

西有哪些规范礼仪吗？”涟水县周集
村党群活动中心内，“逮幸福公益课
堂”正在进行，孩子团团围坐，听讲
座、答问题，气氛热烈，笑声阵阵。“逮
幸福公益课堂”7月中旬起开设，每
周 1次，定期邀请乡贤前来义务授
课，力争让孩子们学有所乐、学有所
得。“现在村里条件好了，党群活动中
心大屏幕、话筒等设备一应俱全，我
们希望将设备充分利用起来，让村里
的孩子享受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周林会说。

近年来，周集村积极探索乡村治
理新路径，以打造基层阵地为抓手，
丰富党群服务中心内容，将其建设成
为百姓贴心、温暖的家园，同时，致力
培育民主、文明的乡风民风，持续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凝聚村民向
心力，积极组织村民参与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
组织，实现共治共享。

8月26日，淮安市毽球
友谊赛开赛，吸引了21支
毽球队70多名毽球爱好者
参赛。大家通过比赛互相
切磋技艺，不仅增强了体
质，也增进了友谊。

■通讯员 周长国

以球会友

涟水县保滩街道周集村：

农旅融合打造多彩田园

■通 讯 员 周 刚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本报讯 近日，省、市农科院专家
赴涟水县泓澄豆丹产业园进行技术指
导，推动当地豆丹产业的发展。

当日，市农科院邀请省农科院休
闲农业研究所的专家赴涟水县泓澄豆
丹产业园指导工作，主要针对豆丹的
养殖技术、病虫害防治、产品加工等方
面，为产业园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
服务。市农科院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
周刚表示，豆丹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
于保护豆田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还能显著增加当地农业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目前，豆丹产业已成为涟水县

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涟水县泓澄豆丹产业园是市农科

院科技服务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市科
技局乡村振兴项目“食用豆丹种源绿
色高效繁育技术集成与示范”的实施
基地。作为涟水县重要的农业产业基
地，该产业园一直致力于豆丹产业的
发展。此次省、市农科院专家的指导
和支持，有助于该产业园实现豆丹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为该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宝贵
的经验。据悉，市农科院将持续与涟
水县泓澄豆丹产业园开展技术合作，
吸引更多的专家和机构参与其中，共
同推动豆丹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省市农科院专家
赴涟水指导豆丹产业发展

■通讯员 朱雅楠

本报讯 近日，淮安市福彩中心
党支部开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警示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支部全体党员认真观看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的《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系列微视频。活动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要知责履责尽责，时刻不忘共
产党员身份，为党工作、为民尽责、严
以律己、警钟长鸣。据介绍，市福彩中
心党支部将持续开展以案明纪、以案
说法警示教育，着力营造敢于斗争、担
当作为、团结奋斗的良好氛围，助力广
大党员干部锤炼过硬作风，奋进新征
程。

市福彩中心党支部开展警示教育

清江浦法院举行消防应急演练

■通讯员 郑云霞 孔冬冬

本报讯 日前，清江浦区人民法
院举行消防应急演练。

演练过程中，干警们服从指挥、密
切配合，严格按照演练预案进行紧急

疏散。消防维保单位专业人员为干警
们详细讲解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
性、办公场所安全隐患、正确的逃生方
法等，现场演示了如何正确使用手提
灭火器，并指导干警们开展灭火实战
演练。

金湖：廉韵清风吹遍荷乡大地
（上接 A1 版）全市先后获得绿色食品
认证318个、有机产品认证32个，获批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10个，建成全国
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70万亩，绿
色优质农产品占比达72%。推行食用
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开展规模主
体入网监管行动。截至目前，全市入
网生产主体达14620户，今年以来累
计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702万张。每
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超8000
批次，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常年稳
定在98%以上。

“新‘三品一标’直面当前制约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种源、品质、品牌和标
准四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了当前农
业的新形势新任务，顺应了农业发展
的新需求，可以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正确‘打开方式’。”市优质农产品建
设指导站站长张盼说。

瞄好“市场靶”，唱响品
牌主旋律

一径秋风起，蟹香满苇塘。位于
洪泽湖边的盱眙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有2000亩的大闸蟹养殖塘。

“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后，我们采用
标准化生态养殖技术。现在，我们出
产的洪泽湖大闸蟹，每斤销售价格能
比别人家高出20到30元。”公司负责
人戴飞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我市开展河蟹养殖产业结
构调整，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技术，强化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以“节”为媒，不断打

响洪泽湖大闸蟹品牌。“洪泽湖大闸蟹”
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成为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
志示范样板，品牌价值达154.28亿元，
位列“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第37位。

“三品一标”行动提高了“洪泽湖
大闸蟹”的市场美誉度，也进一步推动
了盱眙龙虾产业发展。“盱眙龙虾”入
选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品牌价值达353.12亿元，连
续8年蝉联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
牌水产类第一。

质量就是市场，品牌就是竞争
力。记者了解到，我市在充分挖掘地
区农耕文化历史、产业特色的基础上，
推出了整市域、全品类的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淮味千年”，唱响“淮水润良
田，鲜美传千年”品牌主旋律。同时，
将“三品一标”农产品统筹整合，纳入

“淮味千年”旗下统一运营，实现农业
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农产品
品牌协同发展，农业品牌数量不断增
加、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目前，全市
注册农产品商标9800余件，其中，“洪
泽湖大闸蟹”“金湖鳜鱼”等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130件，农产品商标数
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设区市前列。

筑牢“产业基”，打造全
链条集群

今年，经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评审，我市申创的洪泽区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

基地获批创建。我市成为全省唯一连
续4年获得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创建资质的设区市。新生产
基地的成功创建，将推动我市绿色食
品产业走出一条以标准化生产、规模
化发展、品牌化带动、产业化推进的新
路子。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首先要
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我市拥有优质稻米种植面积
485万亩，形成以中国驰名商标、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淮安大米”品牌为
龙头的产业格局，拥有6个国家级产粮
大县，涟水县、盱眙县2个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近年来，我市坚持走绿色
高质高效粮食产业发展道路，夯实稻
米生产基础，优化稻米产业体系，打造
优质稻米全产业链，同时拓展稻米上
下游产业链和横向产业链，在大米加
工环节不断加大投入，实现“初加工”
向“深加工”的转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我
市以“三品一标”优质农产品为引领，
围绕优质稻米、小龙虾、规模畜禽、螃
蟹、绿色蔬菜五大集群，加大强链补链
延链力度，去年小龙虾产业成功获批
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市集聚了
双汇集团、温氏集团、新希望集团、正
大集团等一大批知名农业企业，年屠
宰加工生猪200多万头、生产饲料200
多万吨。绿色蔬菜产业集群效应显
著，全市蔬菜种植面积150多万亩、产
量400多万吨，“淮安红椒”创成中国
驰名商标。

擦亮“淮字头”农产品金招牌
（上接A1版）常态化开展“以考促学”纪
律教育活动。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开展同级同类警示教育，组织党员
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深刻剖析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案发单位针对查处
案例召开警示教育会、专题民主生活
会，强化以案促改，让党员干部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

“植莲”浸物

荷叶田田，清风徐徐。走进金湖植
莲主题园，沿游览路线集中展示了近百
句廉政名言警句，廉洁主题小品、家风
小品、廉政鼓等多个廉政景观点缀其
中。荷文化体验馆运用AR、VR等新
技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莲与清廉的故
事……独具特色的“莲”廉文化与景观
自然融合，让人抬头看景、低头思廉。

金湖县将荷文化等廉洁文化资源，
与全域旅游、文明创建一体谋划、共同
推进，因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廉洁文
化教育地标，让廉洁文化有址可寻、有
物可看、有情可寄。该县推出“一路清
风·为荷而来”“莲”廉文旅专线，依托荷
花荡景区，形成“莲”廉教育专线，让党
员干部群众在实境中感悟“莲生廉、廉
养德”的精神力量。同时，打造“高宝湖
西·抗战烽火”“红廉”教育基地和“乡村
振兴·荷美尧风”全域清廉驿站，借助红
色金南人民兵工精神馆、高邮抗日民主
政府旧址等红色资源，邀请党史专家学
者、革命老战士，讲好金湖抗战史上的
红色故事、红色人物背后的清廉文化；

挖掘传统文化、民风民俗、村规民约中
的廉洁文化资源，融入乡村振兴村容村
貌美化提升，打造“一镇一品”“一村一
特色”廉洁文化地图，提供廉洁文化教
育“情景课堂”，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

“植莲”润心

“植莲”之源远流长、“植莲”之风扬
正气、“植莲”之花绽湖城，形式多样的
廉洁文化主题节目轮番上演……“清风
盈淮·为荷而来”——“金湖植莲”廉洁
文化乡村行启动仪式暨优秀作品颁奖
仪式上，崇廉尚洁的“正能量”荟萃一
堂。

金湖县始终把荷文化蕴含的丰富
资源作为廉洁文化建设宝库，不断探索
将静态的历史文化变为鲜活的廉洁文
化传播内容，既利用好本地优秀文化资
源，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据介绍，从2001年开始，金湖县已
连续举办23届中国·金湖荷花节，以莲
为媒有力推动了“金湖植莲”廉洁文化
建设。

今年，金湖县将以开展“植莲八浸”
活动为引领，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聚焦
机关、乡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家
庭、景区等八个关键点，分层分类开展
廉洁文化浸润活动，推动廉洁文化浸润
人心、浸润千家万户，形成“人人思廉、
全民崇廉”的社会新气象。同时，打造

“植莲宣讲”双线平台，宣传清廉文化作
品，营造“处处闻廉声”的宣传格局；丰

富“植莲文化”服务供给，开展歌舞、京
剧、小品等廉洁文化节目创作，组织演
讲比赛、文艺演出等群众性活动，将廉
洁文化融入剪纸、草编等非遗项目，举
办“植莲杯”微小说、摄影作品、微电影
和微视频等征集比赛，增加廉洁文化宣
传的广度、深度和热度。

“植莲”励志

《一把老算盘里的清白家风》《写给
警察丈夫的廉洁家书》……“巾帼话廉
洁 植莲进万家”家风倡廉主题活动
中，来自多条战线的讲述者分享自己的
家风故事，倡导大家共同涵养好家风，
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推动形成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尚。金湖县把“植莲文
化”浸润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和各个
环节，以廉化人、以廉润德、以廉聚力，
充分激发全县上下干事创业的昂扬锐
气，催生出“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
敢干、群众敢首创”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创造力。该县联合南京审计大学等高
校开展廉洁文化校地共建活动，不断提
升“金湖植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
展“最美家风清如水”活动，以“三八”国
际妇女节、“520”家庭助廉日等重要节
点，面向“关键少数”家庭开展专题家风
家教教育活动，引导领导干部与配偶带
头学廉践廉。探索开展“植莲单元”示
范点打造，将以“植莲村居”“植莲单位”

“植莲之家”等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汲取
奋进力量，勤政务实、担当作为。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阴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部门捣毁多处白
酒制假贩假窝点。

今年初，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
据群众举报，对某居民小区进行执法检
查，现场发现当事人李某军已灌装成某
品牌的系列白酒多箱。该局依法对上
述白酒、原料酒及生产工具等采取了扣
押强制措施。对当事人李某军涉嫌生
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的行
为，当日决定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2022年12月起，当事人在
淮阴区某居民小区租赁的房屋内，采
购低价普通白酒作为原料进行灌装。
截至案发，当事人已生产了多瓶假冒
某知名品牌白酒，货值金额共计
95020元。上述白酒经厂家工作人员
现场鉴定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白酒。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构成犯
罪，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将案
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据了解，今年以来，淮阴区已抓获
白酒制假贩假犯罪嫌疑人7人，捣毁
制假窝点4处，现场查扣假冒商标的
白酒3900余瓶、假冒包装材料5000
余件，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擅自使用
他人知名注册商标和无证生产销售白
酒，不仅使商标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受
到损害，还容易误导公众，引起公众的
混淆，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
经营秩序，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
风险。”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消费者在购买酒类商品时，一
定要从大型商场、连锁超市等具有合
法资质的酒类经营企业购买，如发现
购买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第一时
间拨打12315消费维权热线，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通讯员 李怀洲 秦 汉
陶 杨

根据区委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百
日竞赛”活动部署安排，淮安区博里
镇党委聚焦“三空间一资源”问题，围
绕土地收回率、问题整治率等核心指
标，切实做好问题整改、资源回收、高
效利用等各个环节工作，持续发力，
推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走深、走实。

废旧改造，从清收到盘活

史桥村废弃小学，总面积1.3万

平方米，被陈桥、河东两个组村民私
自侵占并以一年3.6 万元的价格出
租，租期10年，村集体无任何经济收
益。史桥村党组织以此次公共空间
治理为契机，将该资产收归村集体，
同时借助扶贫资金，新建了乡村振兴
高标准产业园，项目建成后，史桥村
集体经济收入与此前相比年均增长
17万元。

资源摸排，从低效到高效

马桥村将公共空间治理与人居
环境整治、乡风文明提升等工作相结
合，多措并举，促进集体经济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为摸清家底，马桥村成立村级公

共空间治理清查组，对照区级“三空
间一资源”调查表格，对全村农地空
间、道路空间、水体空间、集体资产资
源存在的问题逐项实地排查登记。
在摸排村集体资产资源时发现北荡
渔场139.5亩土地存在租金收益管理
不规范和出租有失公平的问题，在资
产资源平台，以年均收入3.05万元、
亩平均218元的价格进行交易，明显
低于市场价格。为盘活低效资产资
源，马桥村对139.5亩土地在交易平
台重新发包，最终价格为每亩 700

元，年均收入9.76万元，为村集体年
均增收6.72万元。

截至目前，博里镇31个村居共排
查问题4748个，已整治问题4742个，
问题整治率达99.87%；排查土地面积
27323.5 亩 ，实 际 收 回 土 地 面 积
27280.8亩，土地收回率达99.84%；通
过开展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增加入账
收入1039.64万元，村平均入账收入
33.54万元。据悉，博里镇将谋划收用
结合，着力推动“空间存量”转变为“发
展增量”，将收回资源转化为集体收
益，切实壮大村集体经济。

淮安区博里镇：

公共空间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淮阴区捣毁4处白酒制假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