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启淮安府志·建制志》，对淮安所属
各州县乡镇区域作了详细记载。《舆图》《里图》

（集镇），其中：淮安（山阳）城外明确标注有河
北镇。

清《乾隆淮安府志》卷 5《城池》记载，淮安
（山阳）城外六大镇即：平河桥镇、车家桥镇、板
闸镇、清江浦镇、汊河镇、河北镇。

清《光绪淮安府志》对淮安（山阳）城外六
大镇排列顺序有变，即：车家桥镇、板闸镇、清
江浦镇、平河桥镇、汊河镇、河北镇。

一尧历史上也建有一座小城

据清《乾隆淮安府志》卷 5《城池·山阳县坊
镇》记载：“河北镇，去旧城北十里，新城西北三
里。黄河未徙草湾以前，镇在河北，故名；今在河
南矣”。也就是说，河北镇在淮安（山阳）老城北
10 里，新城西北 3 里，黄河在草湾未改道前，河
下在淮河南岸，河北在北岸，仅一河相隔。

河北镇，宋元时期为淮河北岸“三角故城”
所在地。早先民间有称此地为“北国幽州城”之
说，并有六郎庙佐证，当年这个小城建有 4 个
城门。此处还有东里、西里、南市、北市等地名。
河北镇刚好在淮河转弯处，北边河道东西是一
直线，西边是河湾近乎斜边，东边向西南收束，
近乎是一个三角形。续纂《山阳县志》卷 14《古
迹》称之为“三角故城”，河北镇当年也设有 13
坊，可惜没有文字记载。

当时金国与南宋在此对峙，与淮河一水
相隔，南宋楚州军在此筑城固守气势旺盛、整
装待发；淮北金兵时刻准备南侵，虎视眈眈，
他们相持很长时间。金国明昌六年（1195),
也就是南宋庆元元年，黄河夺淮的第二年，黄
河洪水突然到来，而且水位很大，河北镇在遭
受严重水灾之后，金国章宗完颜璟敕旨，命令
镇南节度使正使完带领几千名将士在河北三
角地带，仿照南宋筑城式样在河北镇筑起一
座小城。

320 年后，明正德十年（1515），淮安盐运

分司、淮北监掣同知（盐官）、淮北盐引批验所
等迁移到此以后，在原址基础上增高、修葺了
城墙，并筑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用以护盐。

《乾隆淮安府志》载：“今城已废，四门尚
存”。也就是说，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河北城已
废，只剩下四座城门。道光三年（1823），淮安

（山阳）旧城大修，借用了河北城不少墙砖而废
了城圈，只有南北东西几条街巷，但城池的轮
廓和规模仍清晰可见。到了清代黄河主道已北
移，河北城的用处不大了。道光十三年（1833）
以后，河北镇大为衰落，此城更是无用了。道光
二十二年（1842）修淮安城、重建龙光阁时，城
砖被全部拆走，从此河北城就消失了。

淮安（山阳）人丁晏（1794—1875），在《重
修龙光阁记》中记载：“盐河北旧有废垣砖圈，
城外古红桥有废河石工，埋于深土。掘地丈余，
得古砖十余万个。大者重五十斤，小者亦十余
斤，砖厚且坚，非今近所有。又掘土得大石七百
余块，质重而色赭，工人谓石之最坚者。”丁晏
当年让人挖河北城废弃城墙砖，用于重修龙光
阁等城内古迹。

二尧河北街素称野十里长街冶

河北镇，因位于河下镇对面老盐河北而得
名。从北宋末年至今已有 890 多年历史。一条
主街道———河北街贯穿南北，穿过小南门口，
沿河北南街连接，北沿大市口、小市口、乱石
街、广济桥至北头集，素有“十里长街”之称。沿
南北主街道横跨东西二条街巷，向东沿陆三
巷、菜籽街，一路经阴阳桥至城隍庙，一路经牌
楼口至礼字坝；向西过嵇桥西街和光明街，经
西里大冲桥到吕庄，后又开通了二条东西走向
的路道,形成了一纵四横的主街道架构，方圆
十几里。古设东里、西里二个小镇。

明清时期，河北街作为河北
镇的中心街，两边有多条古色古
香的巷子，两旁青砖黛瓦的民居
或二层木板房小楼，错落有致，
精美的砖雕、木雕和石雕非常气
派，沿街青石板路面，镇上商贾
云集，商业繁荣。鼎盛时期，街市
上酒馆、客栈、澡堂、布店、药房
等商号店铺林立，买卖兴隆，热
闹繁华，熙然若市。做生意买卖
的人很多，从南门口到北头集，
仅客栈就有五家，金银首饰店、
香店、面食店、茶楼也不少。著名
的有朱元茂、顺利二家酱园店、
大盛昌烟店、陶记糕果店等十几
家店铺。淮安（山阳）城内的震丰
园、白玉洛、碧螺春等酒店、饭庄
都在街上开分号。

河北街上与城内店铺不同
的是，很多人家经营的“皮坊、漕
坊、磨坊”等，街前开店，街后作
坊、还有农田的习俗。街前街后
产供销一条龙，生意做得红红火
火。由于街上店铺繁多人头稠
密，为了防止火灾，专门设立 3
家水龙局，各配备 3 台水枪，组

建救火队，可见当年其繁华盛况了。
河北街，史称“中医街”，明清以来，这里出

了许多名医和神医。此地的中医中药与山阳
城、清江浦镇形成了三足鼎立，有的老中医名
扬江淮四城八地，成为山阳中医学派的重要组
成部分。著名的“张大先生”张锡洲、“刘半仙”
刘金方，两家三四代人就出了十几位中医先
生。至今,河北街上乃有不少老中医先生的后
裔，传承精湛医术，悬壶治病。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河北街上仍有四五位中医先生坐堂行医，
有三四家中药铺子。

三尧成为淮北盐业集散中心

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两淮盐务，明洪武三
年（1370），两淮盐运司从泰州迁驻扬州，辖泰
州、通州、淮安 3 个分司和泰州、淮安 2 个盐引
批验所。淮安批验所先前设在淮安（山阳）河
下，当时淮安盐运分司、淮北监掣同知（盐官）、
批验大使署等也都逐渐从河下镇迁至河北镇，
从明洪武三年（1370）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

共 450 多年，这是一个与前者同时存在而时间
更长、盐务更加繁忙的淮北盐的集散中心。

而河北镇一是居于古淮河之滨，是拥有内
河航运和对外交往便利的大河重镇；二是它通
过支家河居于 10 个盐场重要位置，可将淮北、
淮南盐场的盐管理起来；三是西边紧依大运
河，可与各销盐口岸密切相接。明代黄河全面
夺淮后，淮河承载二河之水，使河面更加宽阔，
最宽处达 3.2 里，河水更加湍急，河上行驶或
停泊着许多商船和战舰，还有不少海船，成为
淮盐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

明初，两淮盐运司设在淮安府的分支下属
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淮安盐运分司，二是淮
北盐引批验大使署，或叫淮北盐引批验所。

淮安盐运分司，明洪武四年（1371），最初
设在安东（涟水）县城东城坊，直到清初前后约
几百年时间才迁移至河下后又迁至河北。淮安
分司的主要职责是直接管理下属各盐场。一是
督察各盐场的长官大使；二是管理所属盐场灶
户的赋税等事务；三是管理一些与食盐运销相
关事宜。

淮北监掣设同知署和淮北盐引批验所，第
一个地点驻在支家河头淮安坝，也就是在河下
西北乌沙河。由于淮安坝“岸高水低，难为船
运”，且“私盐难禁”。第二个地点改驻河北镇西
端淮河边一个叫西里坊的地方，与东里坊相距
2 里多地，实际上就在淮安坝的斜对面。

淮北盐引批验所，所谓批验，即检验，检查
之意。对盐商的盐斤进行掣验，即抽查核验。凡
起运官盐，每引 200 斤为一袋，带耗 5 斤，依额
定数秤盘，凡有多余者，同私盐一样处罚。

淮北批验所设大使一人，秩正八品，专门
掌管水上商船来淮购买盐后，申请发给行程运
票、引皮（证明）、到达启运日期，钤盖印信，给
商船领运等。

明正德《淮安府志》卷 6《规制二·官署》记
载：淮北批验所有“正堂 3 间，后堂 3 间，神祠
1 间，耳房东西各 3 间，大门 3 间，牌坊 1 座，
廨舍 1 所，吏舍 3 间。”正德、万历两《淮安府
志》卷首均有淮所平面图，图上标的名称是“两
淮批验盐引所图”，图的右上角标有“在淮河
北”4 字。潘坝（山阳人）写了一篇《赠淮安个悴
陈君盐所落成序》，专门在淮管理盐务的刘绎

（山西代州人），也写一篇《记》，分别介绍批盐
所迁址是受到淮河水冲流，未到 10 年 3 次倒
塌 3 次重修。

由于淮河改道，清末河下、河北之间的河
道逐步淤塞湮没，已经连成一片陆地。所以，今
天人们习惯把这个盐运中心说成是在河下。尽
管这些盐产自各盐场，但都必须从四面八方聚
到淮安河下来批验，再运到四面八方去销售。
河下上控盐场，下控广大的销盐区，是整个淮
北盐的锁钥。以上引文中几次提到“淮北“，指
地名，后来至今当地人直接称”河北。

四尧野淮盐冶占两淮产盐量四分之一

两淮所产之盐，产量最大、成本最低、品质
最好，史称“淮盐”。盐业为历代朝廷所重视，列
为国家专卖品，盐课税额占全国赋税收入之一

半，而两淮盐课税
额每年就达百万银
两，又居天下盐税
收入之一半。但淮
安盐运分司所产盐
大约占两淮总产量
的四分之一。明洪
武年间，两淮每年
额 定生 产 大 引 盐
352000 余引。明弘
治与万历年间，改
为小引盐，增加了
一倍。所谓“大引
盐”，即一引为 400
斤，弘治时改为每
引 200 斤，这就是
所谓“小引盐”。实
际总定额量未变，
当时朝廷就按此定
额盐税，一年征收
达 705180 引。到明
正德年间以后淮安
盐运分司还有 7 个
盐场，明正德《淮安
府志》记载，额定总
产量为 129150 引。

明末，两淮正纲盐，也就是盐商额定运销的食
盐，总量共达 140 余万引，其中淮北占四分之
一，分销纲盐达 239232 引。清初沿袭明代这个
额数不变。清康熙二十年（1681)，实行并引，即
又把两引合为一引，淮北额定产量数由
239000 多引合并为 119616 引，分 销食盐
26710 引。每引重量也在逐步加大，淮北盐至
乾隆年间，递加至 688 斤，以后加得更多，甚至
达到 900 多斤。乾隆六十年（1795),淮北引盐每
年额定 148491 引。每年这么大的产销量，除了
少量的分配给附近州县食用以外，都要经盐商
通过大运河、洪泽湖发运到江西、湖北和安徽、
河南等地。

明代两淮，就是指以淮河为界的淮南与淮
北。淮北的中心是淮安府，淮南的中心在扬州
府。两淮原有盐场 30 个，其中淮安分司有 10
个, 皆在淮安府属的海
州、涟水、山阳、盐城等
州县，它们是白驹场、刘
庄场、庙湾场、板浦场、
伍佑场、徐渎浦、新兴
场、莞渎场、临洪场、兴
庄场。两淮虽是以淮河
来划分的，淮安实际上
不仅拥有淮北地方，同
时还拥有淮南很大的地
方，所辖的山阳县、盐城
县及后来新建的阜宁
县，都在淮河以南，这些
地方的庙湾、新兴、白
驹、刘庄、伍佑等盐场，
都属淮安府。它们当时
都属于淮安分司。两淮
盐场经过多次撤并和重
组，还有 7 个盐场，至乾
隆元年（1736）淮安分司
只剩 3 个盐场全都在海
州。尽管这些盐产自各
个盐场，但都从四面八
方聚到河下、河北来批
验，再运到四面八方去
销售。河下、河北上控盐
场，下控广大销盐区，是
整个淮北盐的锁钥。

清 道 光 十 三 年
（1833），盐务机构和盐务
活动转移到清河县西坝，
成为新的淮北盐业中心。
原驻在河北镇的淮安盐
运分司、淮北监掣同知
署、淮北盐引批验所等机
构 ， 于 清 咸 丰 十 年

（1860），均被毁于捻军，
后来一直末有恢复。

河北街还 盛产粗
盐，这里原有大面积盐
碱地，从小市口向西经
乱石街到西里大冲，后
街上有百余户人家从事
刮碱晒盐的营生，由碱
卤制成盐成品后，到盐
港或街市上出售。这种
粗盐多用于腌制萝卜
干、大头菜之类的咸货。
由此，腌切咸货成为了此地的一大传统产业，
一直流传至今。

五尧 南宋金国对峙之地

梁红玉生于北宋末年淮安（楚州）河下北
辰坊，姊妹较多，家境贫困。时淮安境内水田纵
横，盛产蒲草，梁红玉少年时便和家人一起编
织蒲包蒲席蒲扇卖钱度日。不久，金兵大举南
下，淮安（楚州）兵荒马乱，梁红玉和家人及大
批难民流浪京口（今镇江），后沦为军中艺人，
以舞剑弹唱为业。韩世忠乃陕西延安大汉，行
伍出身，当时在京口（镇江）宋军中服役。梁红
玉、韩世忠可谓一见钟情，回家即告知母亲，认
为此人“必非凡人，将来必至荣达”。于是，梁母
邀请韩世忠到家，酒款待，相谈十分投机，并作
主将梁红玉嫁韩为妻。从此便随韩世忠南征北
战，抗击金兵。

公元 1127 年，宋高宗赵构在临安（杭州）继
位，韩世忠作战英勇，屡建奇功，提升为光州观
察使、御营左军统制。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
相继攻下淮安（楚州）、扬州，南宋朝廷一片惊

慌。金国太宗完颜晟与南宋赵构绍兴议和以后，
就以淮河中流为界。淮安（楚州）成了前线要塞，
当时称“淮塞”。著名将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
的军队，就驻扎在淮河南岸淮安（楚州）新城一
线。淮河以北则属于金国，金国将领金兀术就驻
扎在新城对岸河北镇，中间隔着一道淮河，为巩
固河北这个战略要塞，金人特地修筑了河北城。
将祖国分成两个部分。诗人杨万里来到这里，曾
经作七绝一首，题为《登楚州城望淮河》。诗云：

“望中白处日争明，个是淮河冻作冰。此去中原
三里许，一条玉带界天横。”从淮安（楚州）城头
上向北一看，那边就是异国他乡了。冰冻着的淮
河像是一条白玉带，形象直观，也很漂亮，但却
给人以无限的山河破碎的痛苦与无奈。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梁、韩乘胜追击金
兵，屯兵淮安（楚州）城。绍兴六年（1136)朝廷
授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又开赴淮
安（楚州）。韩世忠夫妇在楚州大修城池，以淮
河为界，抵抗金兵，他们“披草莱，立军府，与士
同力役”。梁红玉亲自“织蒲为屋”，军民同心，
以御强敌。时宋军纪甚严，“将士有临敌怯懦
者，王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
因之人人奋勇。宋军镇守淮安（楚州）十余年

“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绍兴十年（1140),
南宋投降派向金国求和，解除了岳飞、韩世忠、
张俊三大将的兵权。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
韩世忠被召至临安封枢密使。岳飞被以莫须有
罪名诬陷入狱，惨遭杀害。韩世忠夫妇力争不
得，愤然辞官，归隐于临安西部马塍梅园。韩自
号清凉居士，养花种瓜，“淡然自如”以终晚年。
绍兴二十一年（1151），韩世忠与世长辞，不到
两年梁红玉也抑郁而终。

六尧 庵堂寺院众多香火旺盛

河北街坊前巷后，庵堂寺院众多，香火旺
盛。“八大寺庵”中，湛神寺有下院广福庵，慈山
寺有下院准提庵，金呜寺有下院西房庵，火神
庙有下院观音庵。慈山寺后称慈寺，寺殿建在
菜籽街东侧，北后门临渔滨河，南大门在礼字
坝，占地面积大，有“骑马关寺门”的传说。殿堂
上供奉着关圣帝，面目威严，心地善良，香客们
进寺殿，不可有闲言碎语，不能不恭，否则，必

有报应。如遇天旱，人们将关老爷座像抬到殿
堂外的院中求雨，不一会儿就会下起雨来。传
说此神法术很灵验，令人敬畏。

城隍庙建在街东渔滨河畔的土丘上，天高
气爽，有 99 间半庙宇，民间有“此庙建到第
100 间就倒，只能有 99 间半”之说。庙内设十
几个班房，当年曾与清江浦的慈云寺等不相上
下。每到农历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等节日，
远在宝应、阜宁、清江浦等地的善男信女们便
成群结队来此庙烧香拜佛，僧侣们也云集这里
念佛经，做佛事。香火带旺了城隍庙周围相关
行业，许多临街靠路的人家都开起了香店、烧
纸店和纸扎坊等；也有人家开上了糖粥店、烂
面行和小商品铺子。生意和人气一样兴旺，买
卖和香火一般红火。

其间，赶庙会成为了民间一大盛事，引来
四乡八里的人前来观光购物。做生意买卖的商
贩们沿街道路边摆上了地摊, 招揽生意。其间
还有撑花船、踩高跷、敲十番锣鼓等表演，庙内
庙外, 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有一年七月半，前
来赶庙会的人太多，人群中曾发生过踩死人的
事，惊动了山阳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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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明清时期淮安河北镇考略
董树华

河北镇位置

南宋赵扩与金国在淮河渊河下与河北两镇间冤对峙

制盐过程

明清时期熬盐泥塑模型 两淮盐运使司封条

通讯员 赵寿金

今年来，漕运镇沙滩村把开展
公共空间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
效，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同步提升。

该村通过发放《致人民群众一
封信》、制作宣传横幅、小喇叭全天
候宣传以及微信群、电子显示屏、
张贴标语等形式，在全村营造公共
空间治理舆论氛围。通过召开党员
会、村民议事会、码上议等方式，查
看历史账册，成立工作专班，依照

“先难后易、大众受益”原则，逐田
逐块明确性质，明晰产权归属，构
建体系完备的资产管理制度。同

时，从环境整治向资源整合延伸，
在改善人居环境、增加集体收入的
同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为乡村
振兴提供载体支撑。

该村聚焦成果转化，扎实做好
空间治理“后半篇文章”，进一步完
善排查整治的常态长效机制，对前
期漏排、漏报问题进行登记，确保
问题立行立改，将原先被村民违规
侵占的农地、水体、道路等资源进
行整治回收，通过土地流转，变小
田为大田，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以
对外租赁、集体种植等多种灵活的
形式实现“三空间一资源”利益最
大化。截至目前，该村共排查回收
农地面积 756.16 亩、水体面积
19.23 亩、集体资产资源 3 亩，新增
村集体经济收入 56.97 万元。

通讯员 朱 泽 范向前

近年来，石塘镇把乡村公共
空间治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建设
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紧紧围绕
公共空间治理“清、收、用、管”关
键环节，牢牢扭住集体资产资源

“应收尽收”难点痛点，精准施
策，盘活资源，不断增强村集体
经济实力，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
力。

“土地是村民的命根子，可地
块分散，菜地杂乱无章，极大地制
约了二堡村的发展。自公共空间
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我村通过收
回侵占的集体土地，重新整理，统
一发包，发展高效农业，仅这一
项，村集体经济 增收 67.05 万
元。”二堡村党总支书记卞开喜算
了这样一笔账，“这笔意想不到的
收入给了我们进一步加快乡村振
兴的底气。”说起二堡村的未来，
卞开喜信心满满。截至 7 月底，石

塘镇共排查核实问题 3833 个，涉
及土地面积 13957.39 亩，涉及资
产面积 75403.46 平方米；其中已
整 治 3804 个 问 题 ， 收 回 土 地
13846.25 亩，问题整治率 99.24%，
土地回收率达 99.2%，乡村公共
空间治理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614.42 万元，村平超 30.7 万元，
为实现石塘镇富民强村打下坚实
的经济基础。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中难免会
发生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
也势必会影响少部分人的利益。
对此，该镇要求各村党员干部带
头厘清、清退侵占土地，签订党员
承诺书 920 份，同时也由党员带
头做好宣传讲解工作，将公共空
间的治理和管护纳入村规民约，
加强对公共空间和集体资源治理
工作的宣传，突出宣传好的典型
经验和做法，每月对推进不力的
村居进行曝光。以公共空间治理
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规”

出好乡风、“约”出好民风。
该镇张兴村利用腾退公共空

间，集中发展特色农业，利用公共
空间清退的 30 亩土地种植“张兴
黑麦”，今年收获颇丰，亩产达 900
斤，同时和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院进行合作，将黑麦作为实
验原材料，结合市场需求，组建烘
焙食品、乳制品、饮料制品三个科
研方向，现已经完成黑麦面包、蛋
糕、饼干等烘焙食品的技术攻克，
形成产业收益，下一步将着力把

“张兴黑麦”打造成为石塘镇农产
品新标杆。

石塘镇坚持“始于群众需求，
终于群众满意”的原则，规范整合
集体资产资源高效利用，最大限
度实现公共空间资源公益化，持
续推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工作走
深走实，不断擎画石塘乡村振兴
美丽画卷，让乡村真正美起来、富
起来。

近日袁省委办公厅印发叶关于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在推进高质
量发展中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曳袁
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
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重大举措袁是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
容袁 对于激励广大干部坚决扛起
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尧
做示范冶重大使命袁推动高质量发
展继续走在前列袁奋力谱写野强富
美高冶 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袁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为政之要尧惟在得人遥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院野贯彻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是关键遥 冶总体上来说袁
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干部的

工作状态是对的袁 工作能力是强
的遥 正是有一群敢想敢干的干部袁
我们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
奋勇向前袁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遥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袁一些地
区尧一些部门尧一些单位尧一些领导
干部还不同程度存在担当作为缺
失的问题遥 此次叶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担
当作为的若干措施曳的出台袁为一
小部分想野躺平冶的干部敲响了警
钟遥 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提振干事创
业精气神袁做敢为尧能为尧有为的模
范袁在担当实干中发挥本领袁在矢
志奋斗中实现价值袁在伟大复兴中
奉献力量遥

以野敢为冶为先袁在高质量发展
中彰显担当遥 敢于担当作为袁既是

政治品格袁也是从政本分遥 从野不论
在哪个岗位尧担任什么职务袁都要
勇于担当尧攻坚克难冶袁到野年轻干
部要起而行之尧勇挑重担袁积极投
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冶袁再到野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
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袁而不是做
官享福冶袁干部袁特别是年轻干部要
敢于担当作为遥 以 野咬定青山不放
松冶的韧劲直面工作中的困难和挑
战遥

以野能为冶为要袁在高质量发展
中增强本领遥 领导干部光有情怀没
有能力袁也难以成事遥 这需要在干
事创业的过程中增强本领袁提高能
力袁在日常工作中善于总结尧勤于
思考袁不断探索新方法尧摸索新思
路袁 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并着手应

用袁以符合当下的新模式推动工作
进展遥 同时袁坚守底线红线袁弘扬忠
诚老实尧公道正派尧实事求是尧清正
廉洁等价值观袁 清清白白做人袁踏
踏实实做事袁干干净净为官遥

以野有为冶为本袁在高质量发展
中谱写华章遥 野干部干部袁干是当头
的袁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袁又要能
干会干善于干冶遥 这句话深刻诠释
了野有为冶为本的真谛遥 新时代的伟
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尧干
出来尧奋斗出来的! 广大干部要躬身
一线野练兵场冶袁发扬务实作风袁激
发干事活力袁以野人一之我十之冶的
劲头实干奋进袁 做到事事有回应尧
件件有落实袁以野有为冶为本袁用时
不我待的责任意识推动问题的解
决遥

党员干部要“敢为、能为、有为”
陆 璇

通讯员 刘 军

近日，车桥镇组织开展燃气安
全专项排查整治“户户到”行动，邀
请专业人员协同检查、指导整改，
切实拧紧燃气“安全阀”，提升群众

“安全感”。
该镇及时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上级有关精神和部署要求，镇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对燃气安全专项排
查整治“户户到”行动提出具体要
求。充分利用村居微信群、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平台，向村民普及使用
燃气注意事项，加大提醒力度。邀
请专家开展集镇燃气商户、村居安
全员专题培训，参与人数近 300
人。

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审
定行动方案并到村居实地推动，
班子成员分别下沉挂钩联系村

居，协调指挥这次“户户到”行动。
该工作得到了区淮燃能源公司的
大力支持，派驻 10 名专业燃气安
全人员和镇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村干部一起下沉
检查，计划利用 25-30 天的时间
对全镇实际居住的近 9000 户居
民燃气开展一轮大排查，对发现
的问题既形成“一张清单”，又落
实边查边改措施。

该镇安委会对在建工地、学
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逐
一检查，91 家集镇餐饮燃气商户，
由镇机关干部挂包负责，重点对

“有无防熄火保护装置、调节阀、漏
气报警装置，安全通道是否畅通”
等进行检查，以“全覆盖、无死角、
零容忍”的态度，对发现的各类安
全隐患责令相关责任人做到“立查
立改”。

通讯员 王凤东 张宸

为填补管理时段的
空档期，做到无缝对接，
区城管局在管控好辖区
日间市容环境的同时，
积极顺应居民呼声，促
进错时管理“再升级”，
为市民提供一个秩序井
然、环境优美的夜间城
市环境。

教育劝导讲文明，
柔性管理有温度。在每
日的错时巡查整治中，
城管队员们积极做好宣
传教育工作，对流动商
贩及出店经营户进行劝
导，告知环境整治的重
要性，同时严格落实“首
违不罚”和“轻微免罚”
原则，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赢得
百姓良好口碑。他们的
态度和方式打破了传统
执法的僵化形象，唤醒
了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认
同感和责任感。

依法处罚护秩序，
刚性执法有力度。沈坤
路公园、新世纪广场等
地方夜间噪音扰民现象
突出，市民多次投诉，反
映强烈。该局紧盯居民
反映迫切的热点难点问
题，重拳出击，对严重影
响居民生活、致使多次
投诉的违规经营活动坚
决依法从重处罚，暂扣

大型音响 6 个、小喇叭 11 个，并对从业人
员作出了处罚，以执法的高压态势，达到

“处罚一个、震慑一片、教育一方”的目的，
有效维护了城市的环境与秩序，遏制了违
规乱象的蔓延。

强化引导促规范，助力民生有深度。流
动摊点在满足了居民需求的同时，也存在
着占道经营、堵塞交通的现象，为此，该局
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开展了对有序设置临
时摊点摊区、流动摊贩、规范马路市场等措
施的研究，详细了解民生需求，在确保不占
用消防通道和盲道、不影响居民、交通和不
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情况下，按照“强化引
导规范、合理规划布局、分级分类管理、确
保安全有序”的要求和“零摊租、零收费”原
则，在城区南巽路、杜康桥路、经八路、山阳
大道、东升菜市场周边等设置了多个临时
摊位区，根据服装、小饰品、水果蔬菜等经
营种类分时段错时经营，既美化了市容秩
序，又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需求，助力了民生
改善。

通讯员 邱 菊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转平稳有
序、民生政策落实有力，区财政局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巧用“加减
乘除”法，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
处、民生急用上，筑牢经济民生保障
线。

在民生经济上做“加法”。该局
创新资金调度方式，力保基本民生
支出只增不减，全力兜牢“三保”底
线，上半年民生支出 31.54 亿元，同
比增加 4.3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74.2%，重点向教育、社会保
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科
技文化等领域倾斜。紧紧围绕市场
主体，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激

发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上半年，累计
落实减税降费 7.31 亿元，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筹集兑现各项企业扶持
资金 2.4 亿元，落实招商引资企业优
惠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在行政支出上做“减法”。全面
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坚决杜绝不
必要的开支，研究建立“黑白名单”
制度，将基本民生、工资、运转以及
重点项目、支持企业发展支出纳入
支出“白名单”切实保障，将不必要
支出或未履行重大决策的支出纳入
支出“黑名单”，确保“白名单”支出，
禁止“黑名单”支出，并持续压缩“三
公”经费及一般性支出，持续清理规
范编外用工，规范预算追加管理，坚
决杜绝不必要的开支，把有限的财
政资金重点用于保障民生支出，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在资金绩效上做“乘法”。将财
政资金安排与绩效评价结果相挂钩，
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绩效管理体系，围绕项目评估、预算
编制、过程管控、结果运用，从事前、
事中、事后三个方面完善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扩大
绩效运行监控范围，推动重点绩效评
价提质扩面。组织全区 15 个部门开
展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更加注重评价结果应用，切实提高财
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放大财
政资金的“乘数效应”。上半年，对 6
亿元社保间隙资金继续实施竞争性
存放，充分调动了各在淮金融机构积
极性，支持全区经济发展，在保障财

政资金存放安全的前提下，切实提升
资金存放综合效益。

在统筹管理上做“除法”。探索
实施零基预算、综合预算，加大财政
资源统筹力度，打破预算编制基数
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精准性。坚持量入为
出，从预算编制环节打好“铁算盘”，
不浪费“每一个铜板”，从源头上预
防财政资金浪费，着力提升预算管
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根
据《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和中
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专门成立
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小
组，对项目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并出具论证报告，未能落实资金来
源和超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计划暂
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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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下午袁市皮肤病医院特邀文博研究馆副研究员杨爱东为党员干部讲授叶感受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曳遥 她从周恩来的良好家风尧待人以诚尧甘做公仆尧勤政为民袁严于律己尧
顾全大局六个方面袁生动讲述了周恩来的感人故事袁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野特别党课冶。

郭玉红 阮阳藩 摄

通讯员 顾婷 贺艾宝

为提高辖区内残疾人劳动创
业就业能力，提升困难残疾人生活
质量，8 月 11 日范集镇民政办、残
联在大问小区开展残疾人就业技
能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和实
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详细讲解
了涉及农业方面的种植养殖技术、
饲料配制技术以及家禽饲养等相

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残疾人的创
业信心，为带动残疾人创业就业提
供理论支撑。培训期间，学员积极
互动，培训氛围融洽，效果显著。大
家表示要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
际中去，最大程度实现自己人生价
值。

范集镇民政办将与镇农科站
共同发力，继续对参与培训的残疾
人进行跟踪指导，进一步扩宽残疾
人就业渠道，促进残疾人增收。

通讯员 朱明怡

日前，区经济开发区开展企
业技术中心认定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申报工作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区工信局业
务骨干，分别就高质量跨越发展考
核计分办法、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
策解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

报等内容进行讲解和辅导。参训人
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让大家对高质量跨越发展考
核内容和评分办法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也为做好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和专精特新申报工作指明了方向，
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
展。

通讯员 卞 雨

今年以来，钦工镇在强化组织
领导上抓落实，在规范队伍管理上
下功夫，在健全长效机制上破难
题，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注重责任落实，确保“动起
来”。该镇建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专班，围绕 235 省道沿线垃圾专项
整治、村庄清洁行动等重点任务，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将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纳入考核，每月召
开过堂会进行工作点评及通报排
名。

注重队伍管理，确保“清彻
底”。该镇组建包括 5 名专班人员、
25 名执法辅助人员和 232 名环卫
工人的工作队伍，划分 30 个工作

片区，分配包干点位，每日组织专
职环卫工人对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河道沟渠等划分片区进行清
理，对生产、生活垃圾及时清运，做
到日产日清。

注重长效机制，确保“见实
效”。该镇建立“查、晒、改、宣”的长
效工作机制。镇专班和执法人员以
定岗值守、巡视巡检、专项整治等
多种形式进行不间断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记录，在月度过堂会上
以 PPT 的形式逐一展示，并设置
整改期限，不定期回头看，确保整
改到位。同时依托镇村宣传栏、小
喇叭等载体造浓宣传氛围，通过

“门前三包”制度、志愿服务带动
等，在全镇形成人居环境人人维护
的氛围，提升整治行动的长效性。

区财政局

巧用“加减乘除”法 筑牢经济民生保障线

区经济开发区

强化业务培训 提升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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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桥镇

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户户到”

范集镇

开展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

钦工镇

多举措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石塘镇

公共空间治理擘画富民强村美丽画卷

漕运镇沙滩村

公共空间治理盘活乡村振兴发展“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