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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精神“飞”入家庭农场
激发干劲推进乡村振兴

□ 曹雯雯 张凯 包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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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红花绽放“美丽经济”
□ 袁嘉翊 姜宁惠 宫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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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如东联亿机电有限公司车
间内，只见几十台机器同时运转，不
间断地生产着各种规格的小铝壳，而
整个车间却看不见几个工人。“我们
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定制化制造执行
系统，有力提升了产品的精度，减少
了人力的需求。”公司总经理助理周
毅骏介绍。

联亿机电是一家专业生产和销
售铝电解电容器外壳的企业，企业
重视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以智能制造提升市场占有率。今年
企业的拳头产品电容器用点爆铝壳
因为自主创新开发 ERP 和 MES 系
统，自行开发模具和适合的原材料，
配备工业机器人、自动防爆测试仪
等研发专用设备，得到了行业的认
可，为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提供了

保障。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如东以企业智能化转型和数字化升
级为抓手，鼓励企业建设一批智能车
间、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等，全面推动
产业体系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很多企业愈
发重视数字化的投入，从传统的“制
造能力”向“服务能力+数字化能力+
制造能力”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恒尚新材料生产车间引进先
进的ERP、MES、WMES（仓储物流管
理系统）等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
集智能仓储、智能物流、智能生产及
质量检验于一体的生产设备全线自
动化和制造环节高度智能化；上海电
气按照“工业 4.0”的智能制造标准和

流程布局，采用全球先进的 SPS精益
生产管理体系，打造恒温恒湿的最佳
工业自动化环境；正大水产饲料有限
公司采用数字化管控系统，大幅度减
少人力使用，同时实现了产品全过程
追溯。

今年，我县还组织推荐了中天
宽带申报省级智能工厂，恒辉安防、
恒尚新材料、科顺新材料、泰禾化工
等 7家企业申报省级智能车间，昌邦
安防、亚升安全用品、正大水产等 7
家企业申报市级智能车间，省市智
能车间申报数位居全市前列。“从前
年开始制定了智能车间培育三年行
动计划，我们把全县的重点企业排
出了一个梯队，有目的地来推动一
些企业加快智能车间的创建的力
度，构建现代产业新高地，提升产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县发改委副主任
曹爱民介绍。

企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迈进，创新发展活力越
来越强，这背后也离不开政策导向的
驱动。今年年初，我县发布了制造业
创新发展“新政30条”，明确了企业智
能化升级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奖补
政策，其中软件投入补贴从50万提高
至80万，同时对被国家、省、市认定为
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试点示范企业
的给予专项补贴，在产业数字化方
面，明确了围绕产业需求的省级以上

“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项目，每
项给予最高50万元的支持等政策，用

“真金白银”引导企业强化科技创新，
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赋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大美田园荡飞歌

一辆辆货车满载绿色蔬菜、富硒
玉米、生态对虾、优质大米，直奔上
海、北京等地。秋风送爽，田园飞歌，
瓜果飘香，鱼虾肥壮，铺开一幅幅生
态富民、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跨越的
壮美画卷。我县以产业兴旺为重点，
以生态宜居为关键，以乡风文明为保
障，以治理有效为基础，以生活富裕
为根本，全力推进产业富农、生态惠
农、人才助农、文化兴农、组织强农，
致力打造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的县域特色如东样本。

产业富民崛起万元田
在我县北部王家潭垦区，放眼望

去一片银色，27℃的大棚内，南通外
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何丫村村民黄
晓华正在检查今年第二批南美白对
虾的生长情况。“第一批虾儿出售后，
亩净收入 2万多元，这批虾儿等到春
节前投放市场，亩收入将突破 3 万
元。”黄晓华自信地说。

2008年，黄晓华从大棚西瓜得到
启发，发明大棚养虾，使喜温的全球
优质虾游进南黄海，第一年亩产出突
破 2万元。这些年来，他毫无保留地
传授村民绿色养殖技术，村里集中推
进养殖尾水处置，全村4200亩养殖面
积，今年亩均产出突破6万元。9组村
民黄海兵养了40亩虾，今年首批就获
利80多万元。最近，何丫村跨进全国
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行列。

大豫镇是久负盛名的西兰花小
镇，形成育苗、种植、收购、冷藏、销
售一条龙产业链，年助农增收 2亿多
元。走进大豫镇棉场社区，田野上
铺满绿油油的西兰花。陈松林家庭
农场的采收工列队行走，手持砍刀，
飞快地切削菜球的根茎后，把一朵
朵西兰花菜扔进背篓，不到半个小
时装满一车。陈松林的邻居顾永如
家的两座冷库前，20 多名农民工快
速分拣、去杂、装箱，搬运工迅速装
上冷藏车。“我不仅自己种，还向散
户集中收购，这几天外发 8000公斤，
每公斤批发价卖到 10元。”顾永如开
心地说。

真空包装的喜丰一号精品米每
公斤卖到40元，马塘镇马西村如东喜
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万多亩
有机大米种植基地，生产的“老愚家”
牌大米蝉联江苏好大米特等奖，被省
政府授予强村富民典型。

村庄美颜变“钱景”
层叠砖瓦青黛相间，三里石板街

清幽古朴，明清建筑古色古香，寿圣禅
寺沉寂肃穆，走进栟茶古镇茗海社区，
51号兵站、孙二富故居、苏中军区成立
大会故址、海军诞生地等红色经典历
历在目，看景点、品美食的古镇畅游与
兴北村的生态游连成一线，人流如织。

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挂弯了腰，
一只只红颜草莓笑红了脸，年产值 6
亿多元的如东县国家农业产业融合
示范园，今年9月，迎来一拨又一拨前
来尽享农家乐的市民。冬春采草莓、
夏采以色列大红桃、秋采葡萄和猕猴
桃，甜蜜的事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进入长沙镇滨海村的第一眼，就
是垂柳依依、碧波荡漾的生态河。昔
日无鱼的黑臭河道，而今碧波荡漾，
鱼虾跳跃。将破落建筑拆除作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突破口，近海
村拆除破落建筑 16065平方米；整治
何近界河，河道两侧的对虾尾水及居
民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处置中心处置，
杜绝污水直排河道。利用废沟塘，打
造出40亩的水上公园。

志愿服务打造精神高地
最近，新落成的赵家剧院展演中

心，连续 3天演出 100多个节目，给十
里八乡的百姓带来一场乡土文化的
视觉盛宴。每场演出中间，穿插举办
一个个普及民法典等法律知识有奖
竞赛。“中国好人”赵亚华投资 300多
万元，成立全国第一个农村公益剧
院，建立 20 多家分院，义演 3000 多
场，铺就一条文化惠民路。

农民演给农民看，表演者和观众
都受到教育。祝套村组建两支文艺
演出队，每周演出两场，村民精神生
活火起来。

小老人牵手老老人，志愿者服务
身边的困难群众、孤寡老人、独居老
人和留守儿童，2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
全县 247个村居，常年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送科技、送文化、送服

务，文明新风劲吹，“十佳好儿女”“十
佳好公婆”“文明家庭户”竞相涌现。

“三治融合”淳民风
大豫社区 15组两户村民因为界

址纠纷，3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最近，
找到社区法律诊所，经坐堂的县人民
法院立案庭庭长刘俊据事讲法，一番
商调，当场和解。

乡村治理，法治是根本。大豫社
区法律诊所由县公检法司和大豫镇
联合开办，从每周一到周五由 5家单
位法律专家轮流值班，随时接待大豫
社区的村民，不仅当好和事佬，而且
接受法律咨询，宣讲法律知识。过去
每年发生矛盾纠纷 100多起，今年以
来下降了65%。

村民的事，村民自己做主。洋口
镇洋口村过去没人敢来当家，傅国华
担任村党委书记后，推行“法治、德
治、自治”，村重大事项按照“党员群
众建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
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决
议和表决结果实施情况公开”的模式
进行决策实施，形成民事民议、民事
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村级治理格
局，跨进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行列。

家家挂家训，户户立家规，走进
双甸镇高前村，一条条家风家训路、
民主法治路、环境示范路、党建引领
路，映入眼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村
民、影响着村民，实现团结互助、遵纪
守法、爱护村里的一草一木。村党委
依托乡风评议会、道德评判团，设立

“道德点评台”“红黑榜”“曝光栏”，弘
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家家户户立
家规、传家训、美家风，“日行一善、小
善大德”成为“德治”新风尚。

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靠的是
党建引领。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厚植村民的家国情怀。走进马
塘镇潮北村党史馆、石甸社区村史党
史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战斗
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拼搏精神，激励着
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前行，奋发进取，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互联网+明厨亮灶”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记者在袁庄镇戴南村的
一处藏红花养殖基地里，看到铁制
种植架上的木框托盘里，密密地排

列着藏红花种球，一棵棵笔直的株
茎上，紫色花朵次第盛开，花蕊中
细长的红色花丝甚是漂亮。

“今天你们农场速冻车间投
入运行，我们首先表示祝贺。
现在请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
一起来聊聊最近召开的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11 月 16 日下
午，大豫镇强民村百姓家庭农

场速冻车间里，20 多名菜农正
在包装整理刚离田的西兰花，
大豫镇党委副书记、板凳宣讲
队成员陈静向他们道明来意，
大家伙儿便纷纷围坐过来，一
边歇息一边聆听宣讲。

把“乡村振兴”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 王玲玲 高峰 姜红 张家东 包玉龙

鸟瞰田间，紫红的紫甘蓝叶
片，绿色的西兰花，错落有致，
映托出“乡村振兴”四个大字，
色彩感极强，一幅兴旺优美的田
园画卷徐徐展开；村里路通了，
农业核心区企业产销两旺，有机

花菜、大耳菠菜卖到国外，农民
的钱包鼓起来了；乡村文化活动
日益丰富，乡村风貌新起来了，
农民们脸上神采飞扬……在大
豫镇强民村希望的田野上生机
一片。

“支云e站”赋能基层诉讼服务
□ 王玮丽

11月 9日一早，袁庄镇法律
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徐祥洪带着
材料来到袁庄镇上的南通法院

“支云 e站”，为自己代理的一起
交通死亡事故理赔案件进行网上
立案。与其一墙之隔的庭审区
里，另一位诉讼代理人张志涛正

通过面前的支云庭审系统大屏参
加网上庭审。当天，如东首个南
通法院“支云 e站”在袁庄镇正式
揭牌投用。“不用跑到掘港的县法
院，‘家门口’就能立案、开庭，帮
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这是
两位法律工作者共同的感受。

今年以来，我县在学党史为民
办实事中，大力探索市场监管新
机制，建立“互联网+明厨亮灶”监
管平台，将餐饮店后厨从“幕后”
推到了“前台”，推动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

据了解，智慧监管平台在每一家
上线餐饮单位配备专用二维码，消费
者只要扫描该二维码后，就可以通过
手机直接观看该餐饮单位后厨，查阅
餐饮单位证照信息、食品安全等级、
人员健康以及监管部门检查信息
等。与此同时，消费者还可以对用餐
环境、菜品质量、环境卫生等5个方面

进行星级评定。
在县城一餐厅，顾客陈阳正在

利用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实时查看
餐厅后厨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前
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域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到我们小区
做宣传，我就下载了，没想到这个软
件还挺好用的，点击进去就可以看
到首页上明厨亮灶板块，点开板块
就可以看到饭店后厨操作过程。”在
掘港镇敬老院，老人们在吃饭的同
时，可以通过电视屏幕了解后厨的
情况。

作为今年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互联网+明厨亮灶”监管平台的
开设，正是回应社会各界对加强餐
饮单位食品安全监管的关注和期
待。记者跟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来到“互联网+明厨亮灶”监
管平台的后台，巨大的屏幕映入眼
帘，工作人员正在电脑前查看餐饮
店的后厨情况。监管平台包括明厨
亮灶、主体信息、智能预警、综合监
管等相关功能模块。明厨亮灶模块
主要展示餐饮单位的切配区、烹饪
区、洗消区、冷菜专间等功能区。平
台通过多个摄像头对餐饮单位后厨
进行无死角实时监控，如果没有按

规定操作进入后厨，哪怕是没戴口
罩这样的小细节，也会被智能摄像
头迅速抓取并报警。

目前，我县已经实施“明厨亮灶”
工程的餐饮单位共有100家。自平台
运行以来，已经纠正食品安全轻微违
规行为 27次，对于构建部门监管、企
业自律、公众监督的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
如东将进一步优化升级智慧监管系
统，扩大平台覆盖范围。努力将“互
联网+明厨亮灶”项目打造成精品惠
民工程，让餐桌更文明，让消费者更
放心。

乡 村 振 兴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