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做好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工作，增
强工会组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连日
来，市总工会走访各快递企业，
开展“工会进万家 温暖零距
离”慰问活动。图为快递员领
取慰问礼包。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工会进万家
温暖零距离

近日，洪泽区朱坝街道袁集村村民在制作手工挂面。该村是特色手工挂
面制作专业村，全村从事手工挂面制作的农户有100多户，每月每户增收超
5000元。 ■通讯员 王生标 袁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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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王 荣
通 讯 员 俞 婧

本报讯 近日，2024长三角节水
产业与技术创新发展峰会在上海举
行，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首次受邀参
会。

此次峰会以“新质·新未来”为主
题，国内院士专家、节水产业龙头企业
和水务企业相关代表共聚一堂，聚焦
国家节水政策、节水产业发展方向及
城镇、工业、服务业和农村等重点节水
产业发展领域，围绕节水新产品、新工
艺、新技术等内容进行交流展示，并举
行长三角节水产业联盟启动仪式和成
果发布等活动。

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东
区域总部相关代表参加长三角节水产

业联盟启动仪式。在峰会主题交流环
节，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以

“智慧赋能、创新驱动的轻量化节水管
理模式”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从公司节
水管理实践经验出发，深入剖析了智慧
化技术在节水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分
享了公司在探索轻量化节水管理模式
方面的创新成果。

此次峰会的成功举行，不仅为长
三角地区的节水产业企业搭建了一个
交流合作的平台，还为推动节水技术
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淮安
自来水有限公司将继续秉持“智慧赋
能、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不断探索节
水管理新模式、新方法，为节水产业发
展贡献更多智慧。同时，该公司将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推动节水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为推动节水技术创新发展
注入新活力
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首次参加长三角节水产业与技术创新发展峰会

■通 讯 员 杭卫东 唐筱葳
刘欣鹏 陈 彦

新华日报记者 张莎沙
见 习 记 者 易梦涵

挖掘机、吊车等各类机械穿梭作
业，轰鸣声不绝于耳……近日，淮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年产50万吨微细旦双
组分皮芯高质复合纤维生产项目施工
现场一派火热。该项目从签约到完成
征地报批仅3个月，从规划条件红线到
完成用地审批手续仅45天。

“重大项目成功落地、加速推进的

背后，是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用
地的提前谋划、科学布局，尤其是土地
要素的高效率保障。”淮安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刘爱国说。近年来，淮安经开区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支撑，精准对接重大
项目需求，聚力整治集中连片区域，让

“好项目”进驻“好地块”，为大项目落地
留足空间。

携“地”招商——
“项目要地”变“地等项目”

“这本小册子，为我们招商引资提供
了‘菜单’，企业可以‘点单’，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淮安经开区招商局副局长吴
坚外出招商，总是“册”不离手。“以往项
目招商洽谈中，常常需要企业现场查勘、
往返沟通，浪费大量时间，等把地块征收
等问题解决了，又容易错失项目招引的
最佳时机。”吴坚告诉记者，今年4月淮
安经开区资规分局编制发布的《2024年
产业用地可用地（KYD）资源库地块规
划指南》，帮他们解决了难题。

翻开小册子，里面清晰梳理出淮安
经开区32块可供项目选址的优质土
地，面积总计约4600亩。“规划指南以
经开区产业布局为引领，分析规划、地
籍、征供地、登记图层等信息数据，并对

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退界、
停车指标、开口设置等约束性指标给予
初步参考。”淮安经开区资规分局局长
范端红介绍。小册子每半个月更新一
次，确保“月月有新地，项目能落地”，为
招商地块推介工作提供精准参考。

（下转A2版）

淮安经开区以资源高效配置激发产业澎湃动能

让“好项目”进驻“好地块”

■通 讯 员 尚俊良
融媒体记者 孔 雪

邀请北京化工大学、武汉大学、中
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高校
院所的专家学者来淮参加“920人才
日”活动；赴江苏大学考察，与该校化工
学院围绕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达成战
略合作……一系列招才引才活动的相
继举办，释放出淮安工业园区诚邀天下
英才共成长的强烈信号，也传递了淮安
工业园区对人才的尊重与渴望。

近年来，淮安工业园区聚焦人才
这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变
量”，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
念，围绕主导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需
求，不断探索引才、用才、育才、留才的
新机制、新办法，全力开创人才工作新
局面。

坚持党管人才，构筑人
才工作大格局

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的根本原
则，也是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最大
优势和根本保证。今年以来，淮安工
业园区不断完善党管人才工作体系和
推进机制，以更高工作标准筑好集聚
人才的“蓄水池”。

淮安工业园区进一步完善党管人
才领导体系，形成组织部门牵头抓总、
人才工作科室各司其职、企业广泛参
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充分保障人才工
作有力有序开展。同时，将更好满足
企业人才需求、更好推进人才创新创
业、更好落地落实人才政策等作为重
点部门推动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

（下转A2版）

今
年
以
来

计划对“333 产业”企业引进

的434名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给

予520万元生活补贴和探亲交

通补贴

为重点企业配备97名人才服务专员

培育4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国

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个省

级“两站三中心”等，培育“533英才工程”领

军人才1名及拔尖、骨干人才30余名

做大人才“蓄水池” 打造引才“强磁场”

淮安工业园区
全力构筑产业人才高地

淮安：机械化赋能特色农业跑出“加速度”

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2日在北京出席第四次“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
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
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
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
光明的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
栅洁、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北京市委
书记尹力、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中国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望明、
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旭斌、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
长邢广程先后发言，结合实际介绍工作
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指出，自2013年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
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始终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
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
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
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
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
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
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
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
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
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
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
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
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
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
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
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
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
家人民“心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
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
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
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
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

（下转A2版）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 讯 员 黄莉莉 徐小琴

冯 伟

本报讯 近日，在盱眙县马坝西瓜
科技产业园的西瓜大棚内，机器插管、
藤蔓粉碎还田、施肥机运肥……人忙机
不闲，一派备耕备种的忙碌景象。据了
解，马坝西瓜科技产业园2022年获批
市级特色农机化示范基地，采取“公
司+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一系列宜
机化改造，建成220亩标准化设施大
棚，新增动力、开沟、播栽、采运和育种
育秧、种子处理等特色机械40余台套，

年产西瓜超300吨。
“机械化生产给特色农业带来新变

化，解放了瓜农的双手。实现西瓜生产
全程机械化，为西瓜创造了更适宜的生
长环境，提升了西瓜产业的科技含量。”
马坝西瓜科技产业园技术顾问徐冉
说。农机农艺紧密融合，西瓜产业提档
升级。通过建设省市县西瓜生产全程
机械化试验单元、选用优质品种、构建
科学智能水肥系统等，“马坝西瓜”一跃
成为淮安壮大特色农产品、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的“新招牌”“金名片”。

近年来，淮安以推进特色农业机械
化为抓手，加快特色农业机械装备技术
应用步伐，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特色农

机新技术新机具，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
长，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机械化
赋能特色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度”。今年上半年，我市在全省特色农
机化工作实绩考核中排名Ⅲ类地区第
一。

针对农机装备不同程度存在“无机
可用、有机难用”等问题，淮安坚持改地
适机，进行宜机化改造，开展地方名特
优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四分”研究。
目前，已完成35个名特优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化“四分”研究。对于已经成型
无法改建的规模设施农业，淮安因地制
宜精准研发，推动规模产业主体、当地
生产企业及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成功研

发螃蟹养殖轨道车精准饲喂机械化装
备系统，完成西瓜大棚高效搭建和配套
沟渠修复技术装备样机研制，填补两项
国内机具空白。

此外，淮安加速探索科技驱动、环
境友好的农业发展路径，推动智能化绿
色化融合发展，重点推广蛋鸡养殖精准
投喂、设施农业环境调控、龙虾养殖智
能增氧、水质监控、投饵、一体化气象站
等智能化机械。

随着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
发展，淮安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给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绘就
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田
园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