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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江苏省格来德净水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
正在赶制订单。该公司位于淮
安高新区，主要研发、生产、销售
温控器等产品，目前国内销售网
点超2万个，相关产品销往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 讯 员 刘须连

刘 冬

赶制订单

■通讯员 倪金靓 章思琪 胡宗元

初夏时节，清江浦区和平镇三闸村，草木葱茏、鸟鸣啁啾，笔直的乡村道路伸向远方，村民有的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有的在树荫下纳凉聊天，
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乡村振兴，向美而行。近年来，清江浦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统筹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特色产业集聚度、基础
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乡村社会善治度，加快建设“空间布局优、生态环境美、产业支撑强、基础设施好、治理水平高、融合程度深”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融媒体记者 杨 帆
通 讯 员 丁 达

本报讯 6月14日，市社科联举
办我市首期青年社科学者学术沙龙。
本次活动以“人文经济学赋能淮安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各驻淮高校及大中专院校青年学者代
表，市有关文化产业公司代表参加。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周宇、江苏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电子商务
系主任唐淑芬、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刘海健等青年学者，分别从人
文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实践依据、本质
思考、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转
变、人文经济学对淮安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等方面作了专题发言。市政府办
调研处处长张新明、市发改委国民经
济处处长朱荣荣分别就我市人文经济
产业的发展情况、淮安高质量发展的

“三个维度”作了书面发言。
在研讨交流环节，与会青年学者

围绕“如何挖掘淮安人文特色”“怎样将
淮安高质量发展与人文底蕴相结合”

“如何用好淮扬菜、大运河、西游记等淮

安独特文化符号”等一系列富有现实意
义的问题，展开了精彩热烈的思想碰撞
和探讨交流。淮安市大运河保护与利
用研究基地副教授、淮阴师范学院历史
系主任王聪明，淮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
教研部副主任蔡泳等，立足自身站位，
结合工作实际，对上述问题从不同角度
作了回答。三位在校大学生从各自学
习生活出发，阐述了对人文经济学的理
解，并现场分享了自研自创的精美文创
产品。江苏建元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小莉等市有关文化产业公司代表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研讨交流对未来企业
发展壮大、文创产品研发等都极富启发
意义。市社科联将在本次沙龙成果的
基础上，对“人文经济学赋能淮安高质
量发展”命题持续探索，进一步强化“政
产学研”协同合作，切实推动研究成果
转化运用。

据悉，举办青年社科学者学术沙
龙，旨在搭建助力青年学者成长成才
的平台，推动青年学者之间交流互鉴，
探索打造“学术淮安”新路径，为淮安
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支
撑。

■通讯员 万崇英 陈思卉

本报讯 连日来，金湖县银涂镇
三河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上，铺满了
黄澄澄的麦粒，村民忙着翻晒小麦，一
辆辆农用三轮车不时驶入，一派农忙
景象。“镇上、村里、企业门口都有临时
晒场让我们晒麦，来的人真不少！”银
涂镇红湖村村民邹风珍高兴地说。

为全力支持夏收工作，解决群众
燃眉之急，确保麦收期间道路安全畅
通，近期，银涂镇党建办组织党员摸排
闲置空间，打破“院墙”限制，盘活“空
地”资源，将政府院内、村党群服务中
心、企业空地、断头路等27个区域对
外开放，方便农民晒粮。同时，银涂镇
党建办积极组织党员向联系点群众广
泛宣传，及时公开“晒粮地图”。

往年，有部分农户违法占用国省
道干线及镇内重点道路打场晒粮，有
些农户甚至在晾晒区域外侧放置了砖

头、石块等障碍物，部分路段占用道路
面积达到一半以上，不仅影响路容路
貌，更严重影响车辆通行，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给行人、车辆出行带来安全隐
患。

今年夏收以来，银涂镇积极唱响
“党建引领、党员先行”主旋律，立足
“三夏”工作实际，发挥党建“红色引
擎”作用，将党建工作与服务保障“三
农”工作结合，助力农业生产。22处
党群服务中心全部设立服务站，配备
解暑药品、充电器、热水、清凉油等供
群众和农机手免费使用。各村（社区）
党员中心户也纷纷行动起来，主动帮
助农户翻晒和看护粮食，获得群众一
致好评。

银涂镇将有序推进“三夏”工作，
不断创新、优化服务举措，强化服务保
障，号召更多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投身解决群众困难的实际行动
中，共同绘就夏收好“丰”景。

■通讯员 刘利娟

本报讯 近日，淮师一附小二
（3）班的同学们在淮阴师范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青歌”宣讲团的带领下开展

“党史故事我来讲”教育实践活动。
宣讲团从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与

意义讲起，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党的
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在他们心中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宣
讲团成员与同学们进行互动问答，带
领同学们制作“红旗”风车，将红色文
化元素融入手工制作。最后，活动在
诗朗诵中圆满结束。

（上接A1版）

秉持“匠人”之心
做优产业“大文章”

金湖县是著名的仪器仪表之乡，
2023年 6月，全省首家仪器仪表产业
园在金湖揭牌。作为市、县两级人大
代表，江苏杰创科技集团董事长徐剑
锋不仅是一名仪器仪表行业的匠人，
也是金湖县仪器仪表产业协会的常务
副会长。“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制造
业企业来说，就是要改变粗放的发展
路子，不能光追求规模大，也不能只看

短期利益，而是要把创新摆在核心的
位置，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三个
词，那就是‘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对于如何因地制宜带动当地仪
器仪表产业高质量发展，徐剑锋有着
自己的思考。

2023年，徐剑锋代表专业工作室
建成。在日常工作和履职中，他一手
抓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一手抓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持续开展工作。当年7
月，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月，该公
司又获“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是

我市2023年唯一一个获得该荣誉的企
业。

“近年来，集团加强企企联合、校企
联合，注重研发投入，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申请专利70余件，推出了更加智能
化、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产品；同时，坚
持智能化升级，仪器仪表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实现远程监控、数据分析等功
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
平。”徐剑锋表示，未来工作室将主动听
取金湖县仪器仪表行业的呼声与建议，
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措施，打破
地区间的壁垒和限制，充分释放产业集

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产业创新效应、资
源配置优化效应，为驱动就业、创新、发
展，贡献人大代表的一份力量。

谱写“幸福奋斗曲”
当好致富“领路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金湖县塔集
镇横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文
清说。2001年，丁文清发现横桥村地
势较为低洼，适宜种植荷藕，于是大胆
承包了村里50亩低洼田种植荷藕，当
年收入超3万元。他在种植中发现，发
展规模藕田套养龙虾收益可观，且养殖

龙虾避开了荷藕生长期，一举两得。为
全面掌握藕田套养龙虾的技术，丁文清
积极向农业专家学习藕虾套养的关键
技术。如今，他不仅将养殖面积扩大到
200亩，还注册了高老庄家庭农场，年
收入50多万元，藕虾套养模式让村里
昔日的水洼地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作为县、镇人大代表，丁文清以带
领村民共同致富为己任，在荷韵小镇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创办“荷”您有
约人大代表专业工作室，积极践行人大
代表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在丁文清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

下，全村藕虾套养面积达2800亩，人均
增收3000多元。丁文清还鼓励村里的
年轻人，利用荷韵小镇内的青创空间、

“荷”你一起全球购等电商平台进行农
产品直播，通过网络渠道销售本地特色
水产品。

据了解，金湖县人大已经建成5个
“高、精、尖”特色人大代表专业工作室，
解答群众咨询类问题212个，收集专业
类建议42个。5个专业工作室先后开
展活动20余次，推动了一系列“老大
难”问题解决。

聚焦人文经济学 助力淮安高质量发展

我市举办首期
青年社科学者学术沙龙

金湖县银涂镇开放27个区域
助农晒粮

淮师一附小“党史故事我来讲”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加强园林绿化管护 提升城区绿化效果

（上接A1版）种植草坪6800平方米、红
叶石楠25200株，安装白色栅栏80
米。针对夏季水生植物高发的特点，委
托绿化公司完成320亩水面水草打捞
工作。提质改造后，淮安森林公园内植
物多样性大大改善，市民任何时候来到
公园都能欣赏到四季自然美景。同时，
大力加强公园基础设施建设，更换路灯
灯罩319个，维修景观道路破损文化石
110平方米，让进入公园的市民都能有
舒适、安全的休闲环境。

精细养护管理
巩固绿化成果

随着淮安森林公园绿化建设投入
力度不断加大，高效管理和科学养护
成为巩固提升园林绿化建设成果的关
键。据福地路办事处党委委员、副主
任秦秋华介绍，该办事处坚持问题导
向，健全规章制度、创新运行机制、强
化监督管理，建立分类科学、养护精

准、管理高效的养护管理体系，公园焕
发出勃勃生机。

在日常管理中，根据季节变换、植
物生长特性和规律，该办事处以提升
景观效果为目的，对公园内各区域和
道路绿化带内的裸露地、枯死苗木等
进行补植补栽，减少绿化缺株断档、稀
疏空洞现象，填补园内绿化“白地”。
对土壤的挖松、苗木补植、浇水、卫生
清理等环节严格把关，及时对枝条杂
乱的苗木修剪整形、清洗除尘及驱虫，
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实现绿化美化
目标。

“我们常态化推行‘日巡查、周调
度、月考核’长效机制，通过现场检查
等多种渠道，开展日常植物修剪、苗木
补植、病虫害防治、卫生清理、设施器
材定期养护维修等，对养护公司进行
量化打分，实现对绿化、设施、秩序全
方位监管，保证养护质量，营造安全、
舒适、洁净的游园环境。”秦秋华介绍。

（上接A1版）支持澳洋顺昌、展德光电
等企业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引导旺
旺食品、正大清江等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助推企业“智
改数转”跑出“加速度”。

截至目前，该园区共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3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省级
绿色工厂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3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56家，建成

省级以上“两站三中心”（企业博士后工
作站、企业院士工作站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21个。
值得一提的是，仅今年5月，就新增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家、省级创新型中小
企业19家，获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精耕“责任田”
安全监管“护绿”

清江浦经济开发区严格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等要求，坚决扛起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责任，对园区企
业实行全覆盖、全方位、全链条监管，
持续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提升。

研究制定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
理实施方案，动态更新“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致力于打造“互
联网+智慧监管”模式，依托环保

VOCs自动监测平台，对园区企业排
放SO2、NOx、PM10、PM2.5等挥发性
有机物进行智慧化监测、监管，推进实
施数字化改造。纵深推进“厂中厂”专
项整治，坚持“园区负责、部门联动，全
区统筹、重点突破”的原则，累计推动
企业整改隐患600余条、整改重大隐
患12条，责令停业整顿企业1户、清退
企业 23 户，为园区绿色发展保驾护
航。

清江浦经济开发区“彩绘”高品质美丽园区

昔日“小村庄” 今朝“美丽村”
清江浦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棚子里摆放着桌椅，旁边有个灶
台正在煮茶，生动还原了赶路人在甘
露棚喝茶的场景，这也是全国文明村

“甘露村”名字的由来。走进甘露村
村史馆，二八大杠、老式缝纫机、黑白
电视机……村民们捐赠的老物件，充
满时代的记忆。特别是村民参与编
制的村规民约、甘露村婚俗改革史等
也陈列在村史馆内，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成为黄码镇
乃至清江浦区开展移风易俗宣传的

重要阵地。
“小彭，我家下水管堵了，你能不

能来帮我修一下？”近日，家住盐河街
道吴圩小区的张阿姨通过“网格服
务”微信群向吴圩村第一网格网格员
彭海兵求助。为更好地服务群众，盐
河街道通过建立“网格+网络”双网融
合平台，及时在网上收集汇总居民意
见建议，形成到边到底的智慧服务模
式，实现群众诉求、风险隐患等身边
小事流转分办、联动处置。

兴建村史馆，承载乡愁记忆，助
力乡村治理；强化网格治理，聚民心
筑同心，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
梢”……近年来，清江浦区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建
设等措施，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同时，该区还注重
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通过引导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民主决

策等，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能力，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村庄净美、产业兴旺、民风淳
朴。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快推动乡村产业
兴旺，着力塑造乡村文明新风，清江
浦区从群众需求出发、从群众喜好着
手，朝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好愿
景阔步前行。

小满过后，阳光渐渐变得炽热而
耀眼，但位于和平镇的淮香食用菌有
限公司育菇房内却是一片清凉，一排
排杏鲍菇在“温室”中茁壮成长。工
人们穿梭其间，有的正专注地剔除发
育不良的菇蕾，有的则熟练地采摘成
熟的杏鲍菇，送往包装车间，装箱销
售。作为国家食用菌改良中心杏鲍
菇良种创新基地、农业产业化省级龙

头企业，该公司日产菌包20万包、鲜
品杏鲍菇120余吨，截至目前，企业
已带动本地500余人就业，每年人均
工资性收入超4万元。

近日，走进位于武墩街道的柴米
河博士农园，一座座薄膜连栋温室大
棚有序排列。大棚内，有智能传感器、
自动化育苗设施、水肥一体化控制系
统等。柴米河博士农园与浪潮云洲合

作构建淮安红椒种植数字化服务体
系，通过应用新型农业数字化基础设
施、物联网等，实时采集大棚内二氧化
碳、温度、湿度等参数，实时进行遮阳、
灌溉、通风等调控，红椒育苗成活率提
升3%、用工成本降低50%，打造了省
人、省心、省财、省力、省事新模式。

建设和美乡村，不仅要环境更
美、生活品质更高，还要让老百姓的

钱包更“鼓”、幸福成色更足。近年
来，清江浦区探索“园区+村居+合作
社”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增强产业联农带农功能，促进人
口、产业、土地集聚。种植作物有收
入、土地流转有租金、入园务工有工
资、合作社入股有分红……在清江
浦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稳“就
业碗”、实现“致富梦”。

近日，笔者走进和平镇唐庄村，
只见河道围绕村庄蜿蜒，干净整洁的
道路两旁，一栋栋三层小楼错落有
致，门旁的小花坛内鲜花簇簇、瓜果
累累……唐庄村不仅保持了富有传
统意境的田园乡村景观格局，而且明
晰规划了村庄道路和宅基房屋界线，
实现路宅分离。通过个性化出新墙

面、村庄内外种植树木、主要道路打
造景观小品等措施，该村大力治理村
庄公共空间，修建村史馆和网格睦邻
驿站，着力打造具有苏北水乡特质、
富有乡愁记忆的新型农村社区。

“现在上厕所再也不用担心夏天
臭气熏天、蚊虫叮咬，冬天冻得瑟瑟
发抖了。”家住武墩街道王庄村十二

组的吴大爷笑呵呵地说。该村将传
统旱厕改造成水冲式厕所，大大改善
了农民如厕体验，有效预防和减少疾
病传播，不仅提升了农村人居卫生环
境，也提高了村民生活品质。

近年来，清江浦区将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坚持点线
面协同，一体推进道路、河渠、田园、

村庄、庭院环境改善提升，不断提升
乡村整体形象和人居环境质量。同
时，积极引导村民树立环保意识，推
行垃圾分类、污水治理，让乡村环境
更加优美宜居。昔日灰头土脸的“小
村庄”如今变成整洁宜居的“美丽
村”。

优化人居环境 扮靓“颜值”

发展乡村产业 激活“引擎”

深化乡村治理 夯实“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