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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晓雨）10月10
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秋季全市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领导杨小
锋、缪斌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根据部署，我市即日起启动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
工作，持续时间至12月31日。

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我市要
求各地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和巡回检查，推广秸秆
全量粉碎还田技术和秸秆离田“五

化”利用途径，及时制止秸秆露天
焚烧和抛入河道的行为。加强生
活垃圾分类、清扫保洁和环卫基础
设施建设、维护、运营等，完善生活
垃圾收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置。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城
管、水务、交通、公安等部门要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巡回检查和执
法监督，及时制止并依法查处秸秆
露天焚烧和抛河行为以及垃圾焚
烧行为。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类媒
体加强宣传引导。

秸秆“双禁”和
综合利用再次启动

本报讯（记者 唐雅）眼下，东台
联合飞机无人机产业基地项目建
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百余
名建筑工人在机械配合下忙着进
行室内二次结构施工，同步推进二
批次打桩。该项目一批次于今年6
月份开工，目前 3号车间、综合楼
已封顶。

繁忙的国庆假期刚刚结束，经
济开发区各个项目工地又掀起了
新一轮的建设热潮，一线工人们紧
抓施工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抓进
度，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在远洋科技集成化管道智能模
块系统研发与生产项目现场，工人们
穿梭于施工区域各司其职，现场不时

传来机械运转的声音。“自6月24日
开工以来，我们一直在抓紧时间赶进
度，目前现场有120余名工人在争分
夺秒保质保量快施工，国庆假期也没
有停歇，预计12月底主体封顶。”项
目现场技术员戴鹏介绍说。

联合飞机、远洋智能模块、美
高新材料等一批产业项目抢工会
战，天合光能、智泰储能电池、润田
二期等投产项目开足马力……重
大项目真抓实干的背后，是经济开
发区上下超前谋划、主动作为、攻
坚克难的责任担当。面对新一轮
产业转移机遇，经济开发区聚力

“攻龙头”，产业招商刷新高度。选
优配强专业招商力量，10个专业招
商局、46名招商人员，驻点长三角、
珠三角产业密集区，深入开展产业
链招商、以商引商、推介招商，突破
一批主导产业强链补链延链项
目。围绕签约项目，逐一制订手续
办理、要素保障、任务分解“三张”
清单和项目建设“一套”方案，确保
年内新中洲、东富龙、浦创、迈锐福
等项目全面投产，联合飞机部分试
产，美高新材料、远洋智能模块等
项目主体竣工，形成开工一批、竣
工一批、储备一批推进格局。

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掀起新一轮热潮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讯员

蒋粉娟）连日来，唐洋镇掀起“大干
四季度 奋力夺全年”的工作热潮，
全镇上下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
强化责任担当，迅速进入决战状
态，把紧张快干作为总要求，把快
速冲刺作为主基调，奋力攻坚突
破，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强化经济指标调度，讲大局，
补短板。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
大力度、更精准措施锻长板、补短
板、扬优势，不断推动各项经济指
标稳中向好。强化工程项目推进，
到一线，强统筹。镇班子成员坚持

一线走访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互
相协调配合，解决企业“难点”、补
上发展“断点”。

强化产业项目攻坚，建机制，
快出征。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政
策，健全机制，深入梳理存在问题
和制约因素，认真研究制订解决办
法和推进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全
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
以新开工、新增长、创新创牌为重
点，科学合理编排来年项目，为明
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强化乡村振兴统筹，坚持“一
村一策”，围绕“强村富民”目标，坚
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唐洋镇大干四季度奋力夺全年

唐洋镇务闵装饰专业出口碳晶板制品及各种墙面装饰材料，产品主要销往印度、埃及、越南等国家，产品广受客户青睐。记者 张莉琳 摄

记者 丁圣 陈钰

十月是柿子丰收的季节，东台
西溪植物园秀丰园农庄脆柿迎来
了成熟采摘期，沉甸甸的柿子挂满
枝头，果香四溢，映衬出特有的秋
韵，绘出了一幅金秋好“丰”景。

走进采摘园，低矮的柿子树上
一个个扁圆形的脆柿挂满枝头，有
的青翠碧绿，有的青中带黄，微风

吹过，阵阵果香扑鼻而来。农场负
责人介绍，这片脆柿林近20亩，亩
产达到3到5千斤左右。采摘期从
十月初开始持续到十二月中旬，采
摘价格一般在每公斤12元左右。

由于今年出梅之后雨水偏少，
再加上果园的精细管理，使得柿子
糖度和品质都有提升。这几天慕
名而来的游客不少，早上八点多一
大批游客就纷纷赶来采摘。

脆柿满枝头 采摘正当时

东台百岁老人总数盐城第一
达192人

重阳节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尊老、敬老、爱老传统
的象征。

截至 10 月 10 日，盐城
市 共 有 百 岁 以 上 老 人 692
人，其中东台市 192 人、建湖
县 57 人、射阳县 48 人、阜宁
县 90 人、滨海县 106 人、响
水县 59 人、大丰区 87 人、盐
都区 37 人、亭湖区 7 人、盐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3 人、盐
南高新区6人。

我市有效整合社
会资源多方携手共同
发力，有的放矢开展
爱老助老精准化志愿

服务公益行动。
着力解决困扰老年人养老吃

饭难题，由此推广的老年人助餐服
务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截至目
前，全市已建成 27家长者幸福食
堂，惠及城乡老人近9万人。

老年助餐服务是老年人关心
的“关键小事”，更是事关千家万户
的民生实事。

2022年起，我市启动幸福助餐
行动，推进所有标准化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内按规范建设长者幸福食
堂。村居级按照“5分钟养老服务
圈”开展助餐等服务，镇区级按照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大服务辐
射范围。目前运营的长者食堂分
别给予普通老年人、困难及高龄老
年人2元、4元、6元不等的助餐补
贴；膳食控制低油、低盐、低糖，保
障菜品丰富多样、营养均衡；食堂
内部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方便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用餐；严把消防和
食品安全关，确保吃得舒心、吃得
放心。除助餐服务之外，还拓展场
地推出文体娱乐、日间照料等各类
为老服务功能，扩大助餐服务社会
影响力。

与社会餐饮相比，我市老年助
餐更加“微利惠民”。以望海社区、
二女桥社区长者食堂为代表，针对
市区老年人集聚度高、消费能力和
支付意愿相对较强的实际情况，按

照不同年龄段收费，适当向市场开
放，企业可实现自我造血、微利运
营。农村助餐服务则各具特色。
以头灶镇和梁垛镇临塔村为代表，
先行先试建成长者幸福食堂，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多元主体参
与，为全村高龄老人免费提供助
餐、送餐服务，赢得老人普遍认
可。今年以来各级长者食堂累计
助餐超过27万人次。

据介绍，我市计划在长者幸福
食堂运营渐趋成熟的基础上，每镇
至少提优 1 个长者幸福食堂，按
5～8 个村居为一个辐射圈，逐步
向村居、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配餐
服务。

供稿：新媒体编辑部

本报讯（记者 胡春静 马佳琛
盛况 朱昊晨）“嗨的哟唻夯呀，夯
呀的号唻嗨啰……”重阳节，在弶
港镇渔歌里，十几名年龄在 60 岁
以上的银发老人正在热情演唱渔
民号子，曲调高昂、铿锵有力，引得
观众不由得嘴角上扬，跟着演员们
应声吆喝。

舞台中央主唱陆加友是渔民
号子团队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唱渔
民号子 50 多年了，虽然今年已经
82岁，但是唱起渔民号子来声音洪
亮，浑身是劲，一点不输于小伙
子。“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越唱越
开心，越唱越年轻！我作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责任到学校
去教唱，使渔民号子一代一代地传
承下去。”陆老情绪高昂，情不自禁
又高歌一曲，听得大家心潮澎湃，
满心欢喜。

因海而渔，因渔而歌。以吆
喝、呐喊为主要特征的渔民号子是
从事海上捕捞生产的弶港渔民，在
生产过程中使用需要多人搬运的
大型用具时，为达到用力一致，逐
步形成的一种渔家“小调儿”。在
不同作业时唱的是不同的号子，口
耳相传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2011年正式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弶港渔民号子团队参演时个
个笑容满面，活力十足，在快乐自
己的同时也将快乐传递给了他
人。“我们唱得开心，观众听得开
心，我们就更开心了。”渔民号子参
演者陈小菊说道。这群爱笑的银
发人不仅以吟唱渔民号子为乐，还
以传承、宣传推介家乡为乐，他们
经常走进当地学校教唱，到全国各
地参加演出，将渔民号子作为一张
靓丽东台名片传递出去。“我是土
生土长的渔家女，是听着渔民号子
长大的。小时候是父辈们唱，现在
轮到我唱了，特别激动。”参演者王
锦凤说，渔民号子能在他们这一代
唱响大江南北，她觉得特别荣幸。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
承。近年来，我市不断挖掘弶港渔
民号子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积
极编排特色文化旅游演艺节目，用
老调子唱出渔港人的新风貌、新生
活。弶港渔民号子团队也在吟唱中
快乐自己、愉悦他人，在传承中发挥
余热、贡献力量，在创新中丰富形式、
走向全国。他们用原汁原味的渔民
号子奏响了老年幸福乐章。

弶港渔民号子
奏响老年幸福乐章

本报讯（记者 王智聪 丁圣）金
秋十月，随着粮食作物陆续进入收
获黄金期，秋收如火如荼。在这个
丰收的季节里，如何将丰收在望的
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颗粒归
仓，成为了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户共
同关注的话题。

在弶港镇新先村，成方连片的
玉米长势喜人，全部迎来收获期。
大型玉米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将一株株沉甸甸的玉米穗收入仓
中。经过机器的剥皮和筛选，金黄

色的玉米粒如瀑布般倾泻而出，很
快便装满了运粮车。田间地头，机
械的轰鸣声和农民们忙碌的身影
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
和希望的秋日丰收画卷。

农资合作社负责人王顺裕预
估，今年的玉米亩产量好的能收
到 500 多公斤。他介绍，近年来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推广，收
割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前用
一个玉米割台收割机根本满足
不了用户需求。增加玉米籽粒

收割割台后，明显提高了收割速
度。

为了确保秋收工作的顺利进
行，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进村入
户，指导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手对
作业机具进行检查、调试、维修和
保养，进行机收减损操作技术培
训，提高机手和农户的节粮减损意
识和规范作业能力。同时还建立
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建立应急保障
队伍，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
应对。

据统计，今年我市秋收工作预
计将投入各类收获机械 3076 台、
拖拉机4029台以及秸秆粉碎还田
机、打捆机等配套农机具 4800 余
台套。同时，烘干机的保有量也达
到了754台，批处理能力达1.78万
吨。预计全市将完成机收水稻面
积 71.67 万亩，机收率稳定在 99%
以上。

随着玉米、水稻等作物的陆续
成熟和秋收工作的全面推进，一幅
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秋收全市投入机械设备超过一万台
水稻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