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6日下午，伴随着轰
鸣声，一架无人机自京杭大
运河畔的运南东路起飞，对
沿岸绿化苗木进行药物喷洒
作业。这是市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首次引入新型高空无人
机开展药物喷洒。与传统人
工喷洒药物相比，无人机的
喷洒区域更广，尤其适用于
树木密集区域的高空作业。
以往需要大半天才能完成的
工作量，现在只需短短几分
钟，喷洒效率大为提高，农药
分布也更加均匀。

■融媒体记者 王昊
通讯员 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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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的

幼儿资助政策，近日，淮安市

纪家楼幼儿园召开2022年

春季幼儿资助工作会议。

会上，园长张春荣组织

全体教师学习学前教育资助

的指导思想、资助政策、办理

程序等，充分认识实施学前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

政策的重大意义。同时，张

春荣总结了幼儿园2021年

幼儿资助工作情况，对各班

级资助工作的宣传和开展给

予了充分肯定。她强调，在

以后的工作中，大家要不断

总结经验，做到细心、耐心、

公平、公正，决不能错报漏

报，要对提交的资助材料进

行认真审核并公示，真正让

建档立卡幼儿、家庭经济困

难的幼儿享受到国家的资助

政策。 （丁艳飞）

为切实保障学校师生安

全，今年以来，涟水县蒋庵悦

来小学本着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加强教育、群防群治的

原则，通过安全教育及演练，

建立安全教育工作制度等6

项制度，采取检查校舍及电

路等举措，进一步夯实校园

安全工作。

（谢胜）

昨日，淮安市延安路幼

儿园足球节拉开帷幕。

在大班足球对抗赛中，

大一班小将们配合默契，首

战告捷，连进两球，赢得满堂

喝彩。在趣味足球赛中，孩

子们反应灵敏、动作敏捷，齐

心协力，足球场上传来阵阵

欢呼声。绿茵场上，孩子们

展开了激烈的拼抢、追逐，队

员们配合默契，你来我往地

传球、抢球，争夺机会。最

终，在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

大一班、中二班、小一班获得

一等奖。

（朱怡云 王利）

近年来，涟水以解决群众

最关注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

导向，紧紧围绕群众办事需求，

提高审批效率和窗口服务能

力，推行群众最迫切需要的高

频事项“一件事”办事模式，实

现“审批更简、服务更优”，让群

众办事从“少跑腿”到“一次

办”。

全力推进“一件事”相关联

业务数据联通一体化建设。该

县积极推进涉及多部门事项集

成办理，将分散在部门科室审

批的事项集中到一个窗口受

理，全闭环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全面梳理一大批“一件

事”服务清单，逐步将办件量大

的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套餐

服务，真正做到服务事项便利

化，实现群众办事“一次办成”。

该县推进数据与业务事项

深度融合，以数据共享为依托，

进一步强化各业务部门间数据

共享能力，通过部门间互联互

通、数据共享、协同联动，实现

高频事项“一件事”套餐服务

“一窗受理”集成联办，全面推

进政务服务“简易办”改革，创

新服务、流程优化、效率提升，

形成以优化服务为核心、以权

力清单为基础、以共享协同为

重点、以优化流程为关键、为群

众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优质服

务，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

理，让群众办事更省心。

（张浩 庄荣荣）

连日来，涟城街道在落实落细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不误农时，全力

抓好春耕备种工作。

抓防疫，“稳”春耕，坚持“两手

抓”。涟城街道各村（居），全面落实“7+

7”管控措施，堵牢“外防输入”关。

调结构，“备”春耕，下好“三盘

棋”。一是精准落实各类农作物种植茬

口和面积，特别是抓好水稻育秧选址；

二是购买备足农药和肥料；三是加大种

植结构调整力度，做大做强双码棚室西

瓜、二塘蔬菜产业基地、张罗瓜蒌和徐

集规模豆丹产业园。

强储备，“保”春耕，走实“四步路”。

一是全面排查整改涵闸及防渗渠等，畅

通灌溉渠道；二是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

管力度，维护农资市场秩序和广大农民

利益；三是对全街道农业机械进行年检，

对新增农机驾驶员进行操作及安全生产

知识培训；四是街道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和保障春耕生产。 （刘岳文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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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城街道：落实防疫措施 抓好春耕工作

近日，受国内外股票和债券市场

影响，不少稳健理财产品出现负收益，

让不少投资者感到心慌。投资者该如

何挑理财产品，才能实现稳稳的收益？

“买了一万块钱的理财，每天要亏

一两块钱。”市民王先生去年底在微信

看到一款稳健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

准为3.4%，想着可以灵活赎回，收益比

“零钱通”略高，便果断下单。让他大

感意外的是，最近打开该理财，每天的

收益竟然为负数，“这还是稳健理财

么，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炒股了呢！”

不止互联网理财，一向收益稳定

的银行理财，也有不少陷入亏损情

况。“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很多年了，

第一次碰到亏损的情况。”陈女士告诉

记者，她购买的一款银行理财产品已

持有数月，目前还没到期，但产品已跌

破了净值，“虽然理财经理之前有提醒

说银行理财不再保本保收益了，但真

的遇到，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同花顺

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有

2700多款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出

现单位净值“小于1”的情况，占比约为

8%。

为啥稳健理财最近频频“触礁”？

我市银行业内人士表示，2022年开年

以来，国内外权益市场波动加大，尤其

是3月份以来，股票市场短期出现较大

幅度调整，债券市场指数也出现下跌，

在此背景下，稳健理财产品也难以幸

免。

实际上，2022年1月1日，资管新

规正式落地，银行理财产品进入净值

化时代，不再保本保收益，盈亏风险由

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者过去买理

财，是所见即所得，比如年化利率4.5%

的理财产品，到期就是按照 4.5%兑

付。而现在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业

绩比较基准并不是保证利率。”该业内

人士表示，未来投资者不能仅通过业

绩比较基准以及过去的短期年化收益

来购买理财，而是要通过产品期限、风

险等级、底层资产、含权比例等来挑选

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通常说来，含

权比例高的产品波动会偏大，投资者

需要衡量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对于追

求保本的投资者来说，可选择储蓄存

款、大额存单、国债以及中长期保险产

品，提前锁定收益。

■融媒体记者 王舒

稳健理财收益“飘绿”

稳稳的收益如何保证？

猪肉卖出“白菜”价，正接近现实。

最近，生猪市场行情持续走低，与此同

时，辣椒、豆角等菜价却有点“傲娇”。

近日，记者来到淮海路菜场，看到

多家摊位的猪后腿肉报价在10元/斤左

右。摊主张女士告诉记者，猪肉价格已

经跌了好久了，降价后买的人没有变

多。

肉价走低，实惠市民。“100块钱可

以买到五花肉、排骨、后腿肉、前腿肉各

1公斤。”市民杨女士天天逛菜场，在她

印象里，春节过后猪肉价格就一直在

降，每周价格都不一样，“我记得前几周

猪五花肉还是14元/斤，上周发现降到

13元/斤了，反正降价，也不着急多买。”

和肉价下调相比，个别蔬菜价格却

有所走高。在淮海路菜场，豆角价格为

10元/斤，在大润发超市，青椒也卖到

8.99元/斤，有逼近肉价的趋势。

记者从市物价部门发布的3月市区

主副食品价格走势表看到，猪肋条肉价

格从14.5元/斤降至13.8元/斤，猪后腿

肉从13.8元/斤降至13.5元/斤，与此同

时，尖椒价格从9.1元/斤涨至13.3元/

斤。

市物价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

期新冠肺炎疫情多地散发，加上汽柴油

价格及运费上涨等因素，蔬菜零售均价

略有上涨。猪肉方面，此前价格走高，

引发猪肉产能扩大，市场出现供大于

求，从而导致价格走低。不过，3月份以

来，国家连续开展三轮冻肉收储，市场

供给关系有所转变，猪价从持续下跌转

入趋稳，预计短期内，在清明节消费带

动下，猪肉价格有望震荡回升。

■融媒体记者 王舒

猪肉为何卖出了“白菜”价？
短期内价格有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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