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6日，江苏首座海岛
型变电站——阳光岛 110千伏
输变电工程在如东县洋口港经
济开发区阳光岛上正式启动。
此站的建成将彻底打破海岛供
电瓶颈，成为岛上的主供电源，
这意味着如东向实现打造国家
级“能源岛”的战略目标又迈进
了一步。

阳光岛是江苏省海上第
一座围填形成的人工岛，面
积 3 平方公里，岛上 LNG 接
收站、液化品罐区、干散货仓
储区和综合服务区一应俱
全，不仅是江苏的原油、成品
油、液体化工品中转及仓储
区，更是国家《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
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的布
局地之一。该岛投用以来，
已累计接卸 LNG 超 5000 万
吨，外输天然气超 700亿立方
米，支持了江苏省三分之一
以上的用气量。

洋口港区作为全国 LNG

布点重要港址，规划接卸规模
达 2000万吨，稳定可靠的电力
保障成为发展关键。110千伏
阳光岛变电站本期将安装 50
兆伏安主变两台，110千伏出线
4回，计划于 2024年 6月 30日
建成投产，将大幅提升海岛供
电可靠性，为落户岛上的江苏
中石油 LNG 接收站、江苏省
LNG调峰储运、协鑫汇东LNG
接收站和华润 LNG接收站生
产运行及工程建设提供关键能
源保障，有效解决阳光岛用能
问题。

据介绍，工程将按照综
合能源站进行建设，通过屋
顶光伏为变电站内除电力主
设备外的所有装置设施提供
运行所需电力，实现变电站
内用电自给自足。同时，该
项工程坚持绿色建造，采用
透水混凝土道路等技术，实
现建设、运行过程中的节能
减排，打造南黄海首座海岛
型“零碳”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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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云 陆昊 钱海军 孙斌

双甸镇

“三室合一”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本
近年来，双甸镇高度重视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坚持将网格下沉到最末
梢，统筹整体联动加强网格化治理，注
重发挥法治作用，创新打造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网格驿站”社会治理新模
式，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零距离”一
站式服务。

双南社区网格驿站位于第八网格，
建在法律顾问、如东县优秀“法律明白
人”沈秀华家中。这里集“网格便民驿
站”、“法律明白人工作室”、“如东县双
甸镇双南社区通解室”于一体，成为为
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民情传递、法治宣
传、隐患排查、帮扶弱势群体、服务企
业、化解矛盾等便民服务的大窗口、主
阵地及主渠道。

网格管理助力社会治理
一大早，网格员曹明道就来到该

网格驿站，小小的房间内已经聚集了
不少附近的村民。聊聊家常、反映问
题、咨询政策，这座驿站是开展网格工
作的好阵地，它不仅是村民生活的便
民服务站，还是一个民情信息站、民意
收集箱。群众有诉求或者意见，都可
以告诉网格员，再由网格员带到网格
驿站。对于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沈
秀华也能轻松地给予解答，实现服务

“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面对面”的转
变。在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的共同
参与下，双南社区第八网格服务驿站
在社情搜集、便民服务、综合治理等方
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据了解，该网格
驿站自去年 10月建成以来，双南社区
通过网格驿站收集问题诉求 10个，举
办各类讲座培训 8场，协调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6件。

法律服务提升治理效能

在“法律明白人”工作室内，沈秀
华定期义务开展普法培训和法律案
例讲解，对日常生活中容易遇到的交
通道路安全、婚姻家庭、赡养、继承、
农民维权、民事官司等问题详细解
读；她常常在唠家常时，提醒大家注
意防范电信诈骗和养老诈骗，并为群
众答疑解惑；通过强化业务培训，积
极引导双南社区“法律明白人”群体
参与法治乡村建设。她还积极参与
村居“援法议事”活动，在讨论中为村
居群众释明法律规定、提供法律指
导，为村居重大决策落实、重要事项
解决提供法治保障；每月确保在社区
开展一次现场服务，用通俗易懂的话
进行讲解，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做
群众身边的“普法员”，推动法治资源
向基层下沉，向民生领域延伸，让更
多群众享受到法治建设成果。

矛盾调解维护社会和谐
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

“网格便民驿站”，设立“通解室”，把矛
盾纠纷化解工作融入网格。“通解室”搭
建“1+2+3”（即首席调解能手、解纷助
手、坐班法律服务帮手）网格解纷工作
架构，组织网格员、调解员、“法律明白
人”等开展“枫桥经验”入网进格主题宣
传活动，深入群众推介“网格解纷”工
作，放大“网格调解室”品牌效应，形成

“网格解纷”工作合力。网格员群众基
础深厚，获取信息较快，能及时发现矛
盾纠纷的苗头和线索。纠纷发生后，村
民会主动找到沈秀华，她熟练地运用法
律知识和人熟地熟的“土著”优势，为群
众解决了很多难题，能够及时有效防止
矛盾激化、纠纷升级，提高调解质效，更
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维护
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 曹磊 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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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岸 村

“店小二”服务到田头 “外来户”扎根有奔头
掘港街道洋岸村是一个纯农业

村。七个薄弱村的合并，让几十年来的
“欠账”、“短板”被持续放大，基础设施
落后、经济结构单一，成为制约该村发
展的痼疾。为了摘掉“落后”的帽子，壮
大集体经济助农增收，近年来，洋岸村
积极平整土地、沟塘，以优质的服务吸
引外来种植户，短短两年内，该村家庭
农场就发展到 7家，流转土地 3000亩，
大棚面积400亩。

在洋岸村 14 组的连片种植大棚
里，来自安徽的种植户朱林正在采收玉
菇甜瓜。他告诉记者，自 5月初上市以
来，甜瓜的销售就十分红火，而一旁大
棚里的西瓜、茄子、番茄也是供不应求，

“ 像我地里这么好品质的瓜，他们都找
不到货源，每天都有好几批人找我，真
的不够卖。最近每天能采收 200到 300
斤，茄子 5月上市以后也卖得很好，都
是销往上海的蔬菜市场。”

朱林原先一直在上海种菜，两年
前，他决定到南通地区发展。洋岸村村
干部了解情况后，和朱林取得了联系，
从流转土地到生活起居，事无巨细、贴
心热情的服务让他十分感动，“村干部
们对我真的太好了，不管刮风下雨，有
任何问题都随叫随到，农技员也经常过

来，需要什么都是送货到田头，我很感
谢他们。”

走进 21组的连片大棚，满眼都是
鲜翠欲滴的蔬菜，河南种植户胡步章正
在查看一周后将要上市的小青菜长势，

让他高兴的是：40张棚里的小青菜已经
被预订一空。“现在有小青菜、杭白菜和
芹菜 3个品种，以小青菜为主，从地头
上卖是每斤 10元，价格蛮不错，预计每
亩收入能达到 2000多元。”胡步章告诉

记者，一批小青菜收获期在一个月左
右，一年能卖上八、九批。

胡步章到洋岸村种菜，村干部们
齐上阵，帮着他流转土地，找工人盖大
棚，甚至为了方便运输，还想方设法修
了一条水泥路。“保姆式”的服务让胡
步章看在眼里、暖在心头：“村里对我
们特别照顾，书记、农技员经常来嘘寒
问暖，特别是疫情期间，还打电话找人
帮我卖了不少菜，我从家乡出来也有
二十多年，这么好的村干部我是第一
次见。”

洋岸村党总支书记曹瑞华坦言，
村里不仅基础差、底子薄，作为乡村振
兴关键因素的民营企业，更是一家都
没有。因此，要想摘掉穷帽子，只能向
土地要效益。这些年，他们一方面努
力向上争取建设高标准农田，另一方
面，依靠热情周到的服务，抢抓农业产
业发展机遇。“我作为村里的带头人，
带领大家致富是我肩上的责任。我们
热心服务外来种植户，也是让他们安
心把地种好，提高土地利用率，这样不
仅能让农户有一份流转收入，剩余劳
动力也有了在家门口赚钱的机会，贴
心热忱的服务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曹
瑞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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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红 陆和煦 包玉龙

“生态美”为特色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走进南通如东县大豫镇大同村，
一条条水泥巷道干净整洁，一排排独
栋小院错落有致，连片的果树种植赏
心悦目，河坡、道路两旁满眼绿意，一
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画卷徐徐展
开。立足果树种植优势，大同村深入
挖掘产品价值，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带
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同时稳步推进

人居环境再提升，常态化整治示范道
路，生态化改造河道沟渠，擘画乡村振
兴新蓝图。

大同村是如东县远近闻名的果树
种植村，全村共种植果树 1900亩，每亩
净利润可达 8000至 9000元。近年来，
村里通过改良果树种植品种，拓宽果农
销售路径，实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

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种植
的翠冠梨味甜清脆、细腻多汁，不仅产
量高，在市场上销路也广，品质高的翠
冠梨每亩收入可以达到上万元。”大同
村村民陈祖平笑着说。

去年，大同村的翠冠梨走进中央电
视台《新闻直播间》，进一步打响了“翠
冠梨”品牌，提升了大同“豫丰”商标影

响力。通过抖音直播带货，吸引浙江等
地的水果商预订翠冠梨 5万斤，产生了
火热的经济效应。为提升果品质量，增
加果树产量，大同村村“两委”邀请农业
专家进村开展技术指导，建立绿色有机
认证与农业产业扶持联动机制，加快推
进大同村水果冷库项目建设，为果树种
植全产业链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准备
在这里建造一个冷库，占地面积约3000
平方米，主要用于贮藏梨、桃等时令水
果，延长销售周期，增加果农收入。冷
库建成后，也能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解
决周边部分群众的就业问题。”看着眼
前已经平整好的土地，大同村党总支副
书记张卫兵欣慰地说。

为充分发挥果树种植优势，大同村
将公共空间治理与果树产业提档升级
相结合，为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注入新
活力。不断优化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实
现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互促互进，
着力打造果树种植、生态采摘、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绿色田园长廊。大同村党
总支书记冯金辉介绍说，全村共有等级
河道 15条，全长 41.6公里，已完成生态
化改造河道 6.7公里；共有道路 37条，
全长 47.5公里，已全部实现硬质化，三
贯路南北顺利打通，三横四纵道路框架
已经形成。大同村通过对乱堆乱放、非
法占用河坡等情况进行重点整治，对一
贯河、二贯河、丁南河进行生态化改造，
对村庄环线道路实施路田分离、绿化改
造等提档升级，让群众感受到治理前后
的变化，带动群众自觉参与，促进村庄
生态恢复。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听群众
说、向群众讲、带群众干、让群众享’主题
活动，让群众充分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公
共空间治理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不仅
要共享公共空间治理的成果，也要共享
公共空间治理的过程，引导群众树立公
共意识，发挥主体作用。”冯金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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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首座海岛型变电站开工
为阳光岛安上能源引擎

□ 刘璐

套种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 杨丹 吴文军 宫向群

这几天，河口镇锦成村南
通三道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的中药材元胡、贝母的采挖工
作即将进入尾声。元胡种植地
里，一颗颗饱满的“金疙瘩”被
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农户的脸
上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
我们元胡的种植面积是 30亩，
贝母的种植面积大概有一百一
十多亩，销路一直都很稳定。
每亩销售额在1.4万元到1.5万
元之间，利润大约在 1万元到
1.2万元之间。”公司负责人施
庆华介绍说。

施庆华从 2017 年开始种
植贝母，而元胡是近几年才开
始试种的。贝母的药用价值
高，具有清热化痰、止咳平喘、
散结消痈的药用功效。而元胡
又称玄胡、延胡索，具有活血化
瘀、理气止痛的功效，是常用药
材之一。施庆华告诉记者，现
在元胡和贝母主要销往一些大
型药材市场。公司下一步还准
备建仓库，对中药材进行深加
工，直接销往制药厂或者做成
饮片出售。

中药材种植不仅能拉动村
集体经济增长，也能带动周边
村民增收。每年 10月、5月是
元胡、贝母播种和采挖的时节，
需要大量人工，施庆华便雇佣
当地村民，也为周边老百姓提
供了就业机会。“工人都是附近
的村民，每天大概有六十多名
工人在这边帮忙。”施庆华计划
在三年内，将元胡和贝母的种
植面积扩大到 500亩，届时产
值可达到 1000多万元，需要的

劳动力也会更多。
元胡、贝母采挖结束后，基

地将套种鲜食毛豆。经过前期
调研和试验，他选择了产量较
高的开源 12号毛豆。由于毛
豆种植具有成熟期灵活，日常
管理简单等优势，近年来吸引
了不少村民前来咨询。在施庆
华的带领下，附近不少村民也
开始种植鲜食毛豆。“我们免费
为周边村民提供技术，进行跟
踪管理，尽量提高收益。现在
跟着我们一起种植毛豆的农
户，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1千
亩。”施庆华说，去年毛豆每亩
的销售额在 3000元左右，利润
约2000元。

特色产业种植与加工，是
带动农民致富、推动乡村振兴
的有效途径。锦成村耕地面积
10200 亩，目前流转面积超过
5000亩。近年来，村里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
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依
托南通三道农业有限公司种植
基地，持续做好中药材和蔬菜
产业服务工作，帮助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接下来，锦成村还将因
地制宜，继续大力发展‘药材
经济’，借助南通三道农业有
限公司的平台优势，拓展和延
伸中药材生产加工产业链，吸
纳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为
推动全村乡村振兴蓄势赋
能。”锦成村党委书记赵亚华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