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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通 讯 员 陈 红

本报讯 “幸亏办理了长期护理
保险，我爸在家就可以享受专业护理
服务，减轻了我们不少压力。”近日，在
淮安区西城花园小区，失能老人李贺
平的儿子李军感慨道。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很多有失
能老人家庭的写照。从多年的居家卧
床，到住得起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从
子女照护困难或无人照料，到贴心负
责的家护“儿女”上门服务，自2023年
8月我市医疗保障系统实施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以来，已经解了很多失能老
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今年73岁的李贺平，4年前因病
导致失能，衣食起居需要人照顾。在
去年的一次医保政策宣传中，李军知
道了长护险政策，咨询了市医保中心
后，得知他父亲可以申请享受长护险
待遇。“提交申请材料后，工作人员很
快就上门进行了专业评估，认定我父
亲符合重度失能评定标准，可以定期
享受居家护理服务。”李军说。

“随着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
长，社会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龄化。与
此同时，老年人群中失能、半失能的比
例逐年升高，对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长。长期护理保险是妥善解决我
国失能老人护理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制度安排。” （下转A2版）

1499名重度失能人员中，68人选择入住医疗机构，96
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1335人选择居家上门照护。

■融媒体记者 李 蓉
通 讯 员 张 弢

清晨，白马湖畔的八百康渔业公司
养殖基地内，渔工们拉网收鱼，把捕获
的美国加州鲈鱼装车运往全国市场，速
递这一口新鲜；在白马湖“向日葵的故
事”景区旁，“淮安大米”白马湖示范种
植基地1000多亩良田自5月中下旬起
开启了它的绿色蜕变之旅，播种下的一
株株优质水稻长势喜人，静待金秋的来
临……

作为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十佳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之一，自

2009年以来，淮安在白马湖积极探索
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十五年如一日全方位做好“生态+”
文章。

生态再造做好“水文章”

盛夏时节，走进白马湖国家湿地公
园，植被郁郁葱葱、错落有致，道路蜿蜒
伸展、平坦通畅，水面碧波荡漾、荷花摇
曳，岸边绿树成荫、风光怡人，不时有鸟
儿从水面划过，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
卷。

时光倒流回15年前，白马湖过度
围养导致水质日趋恶化，是当地村民口

中的“白马大沟”。痛定思痛，我市在白
马湖大力实施退圩还湖、清水入湖、清
淤净湖、生态养湖“四湖”工程，7大类
36项工程累计完成投入近34亿元。“四
湖”工程实施后，湖区净水面较治理前
增加一倍，水质由劣Ⅴ类变成总体稳定
在Ⅲ类标准，白马湖还成功入选2023
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生态环境保护与
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市通
过“湖内保护+湖外利用”的方式，开展
生态渔业养殖，科学利用弃土区开展
农产品种植，依托优质的渔业、旅游资
源，发展渔文旅融合产业，着力打造产
品类型丰富、市场普遍认可的白马湖

水产品牌，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道路，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清晨4点，八百康渔业公司塘口鱼
跃人欢。“这网鱼足有5000多公斤，今
年该公司的鲈鱼平均单产预计1000公
斤左右，连同其他配养鱼单产足有
1250公斤。”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许成
说。八百康渔业公司拥有养殖水面
560亩，主要以特色水产品鮰鱼、鲈鱼
养殖为主，今年该公司调优放养布局，
选择避开上市高峰，在淡季捕鱼上市，
可产成鱼50万公斤以上，预计提前一
个月上市可增收100万元。

（下转A2版）

■融媒体记者 潘梦洁

本报讯 高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
的优秀代表，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围绕人才培训、选拔、
评价、激励等方面，整合资源要素、探索
方法路径、创新政策措施，为产业发展
提供强大人力资源保障。

“高”位引领，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
态。将高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工作考核
体系，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配强人才工作力量，完善工作运行机
制。出台《关于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不断完善高技能人才培育政策体系。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技能人才68.11万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22.6 万人，占比
33.18%；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
820人。

“实”事推动，促进技能培训提质扩

容。“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连续多年被列
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市人社、财
政等部门优化“大培训”工作格局，实施
清单式管理、阶梯性管理，将补贴职业
（工种）目录分为A、B、C三类，拉开不
同职业技能等级的补贴标准，向高技能
人才倾斜；将地方主导产业、绿色产业、
新业态等职业（工种）列为紧缺型高技
能人才进行扶持。补贴性培训项目全
部面向具备资质的机构开放，全市共有
60余家机构和院校入围，覆盖培训专
业近200个。3年来，全市开展补贴性
培训22.6万人次，发放补贴2.1亿元；每
年发布高技能人才紧缺职业（工种）80
个以上，开展培训3万余人次。

“育”人为本，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
道。 （下转A2版）

■融媒体记者 胡凌轩 刘志钧
徐天魁

通 讯 员 王正祥 丁 冬

“那你们说说，‘新安旅行团’是怎
么回事？”

“我知道，我知道……”
“‘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是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抗日
救国的青少年文艺团体。”

“1935年 10月成立淮安县河下
镇私立新安小学。”

……
临近暑假，在淮安市新安小学的

小好汉剧场内，同学们再次排练校园
版儿童剧《新安旅行团》。“老演员”们
台上认真走位、挥汗演绎，“新演员”们
台下仔细观看、用心揣摩。

校园版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是在

儿童剧《新安旅行团》的基础上，经过
修改和删减，由新安小学创排、该校师
生出演全部角色的一个版本，每次参
演师生 30 多人，整场演出 40 多分
钟。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推出校园
版，目的是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新安旅
行团”，让新旅种子在这片土地上长成
参天大树。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拼命地做工
拼命地跳，一边学习一边教，别笑我们
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
造！”这是音乐家田汉和张曙1936年
为“新安旅行团”创作的团歌。

（下转A2版）

6月20日，天合光能（淮
安）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加紧
生产太阳能发电光伏板，供
应海内外市场。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生产发电光伏板

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我市全方位做好白马湖“生态+”文章

80多年前的故事，
我们愿意让更多人知道

我市实施长护险制度
为失能老人家庭解忧

总体工程完成量达55%

清江浦区老旧小区改造
全面推进

整合资源要素 探索方法路径 创新政策措施

淮安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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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媒体记者 杨 尚 蔡雨萌
通 讯 员 殷海平

本报讯 昨日，市委书记史志军专
题调研城区易积易涝点治理工作。他
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抗旱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抓细
抓实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林小明、邱华康、
张笑参加调研。

史志军先后来到南昌路明沟工程、
经开区泵站管理所、大寨河—板闸干渠
闸站枢纽工程等项目建设现场以及钱
江路与翔宇大道交叉口、上海西路与西
安路交叉口等易积易涝点实地察看，认
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进
度、规划设计、工期安排等情况，对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进行现场交办。

调研中，史志军强调，“不淹不涝”

城市建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既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
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把“不淹不涝”城市建设
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坚持规划引
领、建管并重，强化综合施策、部门联
动，加快构建更加科学、高效、完善的防
汛排涝体系，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
障。要坚持系统思维，按照统一规划、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扎实推进
防汛排涝工程建设，确保建成一个、投

运一个，着力补齐短板、充分发挥作用，
同时做好物资储备、管网清疏等前置工
作，不断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全力
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压实工作
责任，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易积水、排污慢
的重点路段，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基础
设施，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将民生工程做实做细，以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效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满意度。

市领导专题调研
城区易积易涝点治理工作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通 讯 员 孙樱文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清江浦区住
建局了解到，作为我市主城区，该区今
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78个，总建筑面
积约11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3万
户。改造分基础型、完善型、提升型三
类，目前正有条不紊地全面推进，总体
工程完成量达55%，预计7月中旬完
成70个小区的基础型改造，其他8个
小区本月底前全部进场。

“老旧小区改造是看得见、摸得
着、实打实的民生项目，如何改、改什
么，我们要多听听群众的心声。”清江
浦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负责人
张威介绍，为了将老旧小区改造到群
众的心坎上，改造工作始终坚持“共同
缔造”理念，施行“一院一策”，建立老

旧小区改造“菜单”，“改什么”和“怎么
改”由居民“点菜”。

在老旧小区改造前期，为满足居
民需求，清江浦区住建局通过走访调
查、填写意见征询表、张贴公告、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充分收集汇总、及时反
馈居民的改造诉求，靶向了解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突出的问题，确保建
议在改造中有效落地。同时，坚持“家
家到”原则，深入老旧小区改造现场，
实时查看改造内容，及时调整改造过
程中的不合理内容。

为了保障改造期间居民正常出行
和生活，优先实施屋面漏雨、外墙渗
水、落水管损坏、道路坑洼积水、管道
疏通等与生活相关的改造类型与内
容，并加快推进屋面漏雨施工，确保雨
季来临前完成所有小区的屋面防水改
造。

清江浦区今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78个，总建筑面积约
11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3万户。

全市共有自主评价机构83家，可认

定职业260多个，实现技能等级认定机

构县区全覆盖。

全市共有技能人才68.11万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22.6万人，占比33.18%；每
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820人。

截至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