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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两口袋公园上榜市园林工程项目优质工程

本报讯（记者 杨雯）初秋
时节久晴无雨，秋阳暴烈，属温
燥性质。燥邪伤人，容易耗伤津
液、伤肺，这类患者表现为干咳
不止、痰难咳出，并伴有口干咽
痛、声音嘶哑等症状，所以秋季
的饮食应贯彻“少辛增酸”与“防
燥护阴”的原则。

姜堰中医院中医康养科中
医师朱引玉说：“防秋燥，重在饮
食调理，适度饮水，以少量频饮
为佳。饮食宜养阴滋润为主，少

食煎炒之物，多食新鲜蔬菜、水
果和含酸味食品，以收敛肺气。
其他如萝卜、莲藕、银耳、燕窝、
梨、蜂蜜等食品均有清补、平补
的功效。尽量少食或不食葱、
姜、蒜、辣椒等辛辣燥热及油炸、
肥腻之物。辛味食物会使肺气
更加旺盛，还会伤及肝气。”

秋季是进补肺脏的最佳时
机，应注意滋养肺脏，防止秋燥
伤肺。秋季若不注意养肺，损伤
了肺气，消化不良、腹泻等疾病

就接踵而来，还会使人体免疫力
减弱，冬天更容易因寒冷而生
病。朱引玉说：“除了上面提到
的饮食可以润燥养肺外，还可以
选择按摩护肺。用拇指外侧沿
鼻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 60 次左
右，然后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
20 次，每天早晚各做一至两组。
或者经常进行散步、登山、慢跑
等运动，可增强体质，促进肺脏
健康，并能解除因夏季能量消耗
过大而引起的秋乏。”

昨日上午，罗塘街道星辰残疾人之
家开展“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火灾紧急
疏散逃生演习，加强残疾人对消防知识
的了解，提高他们自身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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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婕
特约记者 钱雪）日前，2024 年
度泰州市优质工程奖“梅兰杯”
公布，由泰州市泰禾晟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雍锦园南
侧口袋公园、蛮庄口袋公园上榜
市园林工程项目优质工程。截
至目前，我区已建成 44 个口袋公
园，不断增强城市吸引力，显著
提升市民幸福感。

雍锦园南侧口袋公园以“多
元复合功能场景与精致生活体
验，营造生活的旋律感”为主题，

形成各年龄段休闲娱乐、闲谈社
交、便民服务等多功能活动区。
蛮庄口袋公园将多元艺术融入
社区生活，如运用透光混凝土、
透水混凝土、PC 砖等材料，兼顾
生态性与艺术性；设置麋鹿卡通
雕塑、主题文化景墙等，结合信息
化、智慧化装置，提高艺术性与多
元性。

一直以来，区住建局大力推
进公园、游园建设，牵头组织专家
交流讨论，不仅考虑公园的主题
和功能，还精心规划空间布局，以

满足不同人群需求；注重基础设
施完善、无障碍设施设计，以及植
物种类的丰富多样，让公园不仅
实用，更充满生态美和视觉享受；
加强公园管理，成立项目服务专
班，严格把控质量；定期检查和巡
查、维修和管护，提高市民享受公
园安心度；举办各种主题活动，让
公园成为人们聚集、交流、享受生
活好去处；广泛开展相关政策法
规和科普宣传，鼓励居民参与公
园建设管理，营造共治共管、共建
共享的良好氛围。

秋季养生：少辛增酸 防燥护阴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
前，俞垛镇接待泰州市农商行一
行，就乡村振兴指导员工作座谈
交流。农商行一行参观姜茅村
指尖田园、贝贝南瓜研学基地等
项目，详细了解驻村乡村振兴指
导员工作、生活等情况。

俞垛镇介绍姜茅村特色产业
项目、村集体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等方面工作，并围绕姜茅村发展

规划及集体经济增收等工作举行
座谈。该镇表示，要把准目标，坚
持系统思维，将乡村振兴指导员
任期规划与村庄发展规划相结
合，学习先进经验，进一步找差
距、补短板、促提升，真抓实干推
进乡村振兴。要加强谋划，村干
部与乡村振兴指导员以“一家人”
的视角推进工作，面对新情况新
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多向村民请

教，多向政策文件请教，对现有工
作方案进一步优化打磨和修改完
善，拿出靠实举措，增强村级发展
动能。要高效推进，乡村振兴指
导员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项
目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方
面注入新的动能。要主动倾听群
众需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
动民生实事建设，努力让群众幸
福感成色更足、获得感更可持续。

俞垛：激发乡村活力 共绘振兴画卷

昨日，老庄社区携手瑞齿佳牙科诊
所开展义诊活动，耐心解答居民关于口
腔健康的各种疑问，并给予专业建议和
治疗方案。义诊活动结束后，社区组织
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杨雯 摄

9 月 4 日，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姜堰支
行在罗塘街道古田社区开展“守住钱袋
子 护好幸福家”反诈宣讲活动，讲解网
络诈骗常见套路，普及防范诈骗措施，并
解答居民提出的疑问。 丁微 摄

本报讯（特约记者 宋永宽 通讯
员 游思荣）日前，区数据局负责人到淤
溪、俞垛、溱潼等镇街调研便民服务中心
建设运行情况。

该局负责人在各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调研下沉事项进驻、大厅功能布局、
综窗设置等标准化建设工作落实情况，
要求对照标准，紧紧围绕营商环境考核
要求，认真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查找不
足，明确责任，推进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提
档升级，推动政务服务工作提质增效；统
筹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一门一窗”等
工作。今年我省为解决基层人员多平台
登录、多系统办理问题，切实减轻基层人员
负担，建设“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办理”专
区，助力破解基层治理突出问题。溱潼镇
作为试点镇，要多沟通多实操，实现基层社
保、医保、民政、卫健、税务等高频政务一个
窗口、全科服务，提升基层办事效能，更加
便捷高效地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区数据局调研
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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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姜堰日报》载文《周
俊国：营销与质保并重，加速迈向
亿元俱乐部》，讲述了从“富二代”
到“创二代”的周俊国通过努力走
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创造了自
己的辉煌的故事，让人不禁赞曰：
好样的，“创二代”！

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一代人都
有其独特的使命与担当。当历史
的接力棒从老一辈创业者手中传
递到“80 后”“90 后”这群被赋予

“创二代”标签的年轻人手中时，他
们不仅承载着家族的期望，更肩负
着推动社会进步、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任。周俊国，这位从“富二代”华
丽转身为“创二代”的杰出代表，用
他的奋斗历程，为我们生动诠释了
何为勇气、坚持与创新，以及在传
承与超越中绽放的梦想之光。

梦想的启航，从“富二代”到

“创二代”的蜕变。在许多人眼中，
“富二代”往往与奢华、安逸等词汇
相连，周俊国的故事却颠覆了这一
偏见。他深知，父辈的基业虽为基
石，但真正的辉煌需要自己去创
造。面对家族企业的未来，他没有
选择安逸地继承，而是勇敢地踏上
了自我挑战与创新之路。这份勇
气，源自于对梦想的执著追求、对
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

营销与质保并重，创新策略引
领企业前行。周俊国深知，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唯有不断创
新，才能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
之地。他提出的“营销与质保并
重”战略，不仅是对传统经营模式
的革新，更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刻
洞察。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
销策略，他成功打开了新的市场空
间；同时，对产品质量的不懈追求，

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与口碑。这种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不仅加速
了企业向“亿元俱乐部”迈进的步
伐，更为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传承与超越，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周俊国的成功不
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父辈精神
的传承与超越。他深知，家族企业
的根基在于文化的传承与价值观
的坚守。在继承父辈创业精神的
同时，他勇于突破传统束缚，引入
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为企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在传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理念，使得
家族企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
更加耀眼的光芒。

梦想与责任，以行动诠释“创
二代”的担当。作为“创二代”，周
俊国深知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
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

回馈社会，展现了新时代企业家的
良好形象。他深知，企业的成功不
仅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更在于能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对
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让他在追求
个人梦想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成
为广大青年创业者学习的榜样。

每一滴汗水，都 是 时 间 的 低
语，讲述着不懈追求的真谛；每一
次挑战，都是灵魂的磨砺，铸就了
坚韧不拔的意志。周俊国以他的
行动诠释了“创二代”不仅是身份
的 传 承 ，更 是 精 神 与 梦 想 的 接
力。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

“不是所有的路都铺满鲜花，但每
一步都值得。”让我们带着这份诗
意与哲理，继续前行在人生的旅
途中。或许路途遥远且未知，但
请记得，正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
瞬间与努力，汇聚成生命中最绚烂
的篇章。

好样的，“创二代”！
□兴姜之堰

遗失公告
遗失刘庆祥退休证，编号：

20111。 声明作废

打造值得高“瞰”的
幸福河湖“新样板”

（上接 1版）与此同时，我区聚焦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碧水保卫战，投入
近 2 亿元实施中干河备用水源地整
治工程，封堵排口 54 处，搬迁企业
23 家，取缔涉水排放项目 13 个；投
资 1200 万元实施河滨广场提档升级
工程，打造美好生态景观；投资 1841
万元实施省重点水利项目——淮河
流域洼地治理姜堰套闸除险加固工
程，提高防洪行洪、引排航能力，改
善区域水环境，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数字水网”聚焦水岸同治
为打破巡河受时空、地形的制

约，我区在全省率先研发“智慧河
湖”管理系统，被列为“江苏省水利
科技项目”，融合河长履职、河湖管
护、水质监测等功能，利用无人机巡
检“天眼”、手机 APP“防线”和 100 处
实时监控“地网”，实现河湖管护网
格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区河长办工作人员谭金鹏介
绍，每日通过“智慧河湖”监控巡查
河道，有一次，他发现中干河梁徐段
河坡有大堆秸秆，第一时间通过“智
慧水利”APP 与属地对接，街道及时
闭环处置、整治到位，“管河”系统真
神通。

今年，我区迭代升级“智慧河
湖”管理系统 2.0 版，建强“数字水
网”，新增 5 个水质监测点位、5 个水
位站点、6 个流量站点、15 个雨量站
点，建成流速流量、雨量水位、水文
水质自动化系统管理平台。

坚持河湖管理与数字建设两手
发力，从无人机巡查水域岸线到高
空卫士监管滨水空间，再到自动监
测 站 监 测 水 位 水 质 ，形 成 监 测 监
控、反应反馈一网覆盖，我区构建

“天空地”一体化的综合监测感知网
和数字化场景，智能、高效守护一方
清水。
“唤醒乡愁”凸显文景共融

姜堰因江、淮、海汇聚，故称“三
水”；三水冲成塘，激湍似罗纹，又名

“罗塘”。姜堰得名于北宋盐商姜仁
惠、姜谔父子率众筑堰抗洪。老通
扬运河（古盐运河）流经我区境内
23.5 公里，涵养水韵文脉，形成了团
结包容、百折不挠的水精神。

我区以城市滨水公园为标杆，
打造“秀水环城”水地标，塑造“水韵
古罗塘、最美金姜堰”城市名片，以

“水舞罗塘·漫悦时光”为主题打开
滨水空间，共建骑行绿道、慢行步道
和景观水道，融合古盐运河文化、三
水文化、会船文化，彰显“康养名城”
水韵魅力。

家住“蝶水揽月”景点附近的
孙 萍 感 慨 ：“ 以 前 散 步 就 是 逛 大
街，现在滨水公园热闹多，还有网
红 在 这 里 直 播 ，每 晚 我 都 带 着 孙
女来玩。”

今年暑期，新建的“三水之环”
景观桥向市民开放。从空中俯瞰

“彩虹桥”，犹如一条美丽绸带，寓意
三水相汇，融入了三水文化、运河文
化和生态文化，打造了人水至亲的

“桃源胜境”。
缘水而兴，我区坚持“历史文

化+幸福河湖”理念，继续为全区
133 条幸福河湖融入地方文化元素，
一河一策，让幸福河湖流淌“文化血
脉”，为“康养名城”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

区领导主持开展
卫国戍边爱国主义教育

（上接1版）他坚定地说：“陈祥榕烈

士发自肺腑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这短短8个字，汇聚的是对祖国的热
爱。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再次去边
疆保家卫国。”预定新兵丁星宇说：

“我第一次入伍在艰苦边关，深知边
防的辛苦、生活的不易，如今二次入
伍机会难得，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投
身祖国的边防事业，把自己的青春
留在祖国边疆，把自己的热血留在
祖国的山河。”

“万千百”新图景
展示粮食高产示范新路径

（上接1版）统筹项目、资金、人才、
科技等要素资源，整合科研、推广等
专业技术力量，分析作物制约单产
提升的局限因素和突出瓶颈，指导
各镇街分区域、分作物、分重点品种
制定粮食单产提升目标、主攻方向
以及技术路径，促进低产区快速增
产、中产区普遍增产、高产区稳定增
产；结合小田变大田试点，加快推进
高标准农田更新改造，扩大连片种
植规模，新建高标准农田 1.9 万亩，
改造 5.6 万亩，全年力争新增规模化
种植面积1650 亩。

目前，全区 13 个镇街已全部完
成“万千百”高产示范片方案的编
制，覆盖面积 40933 亩。我区还围绕

“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
聚合农技、种子、植保、土肥、农机等
科研推广等领域力量，开展优良品
种和配套集成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研究。区农业推广中心成立技术指
导督查小组，以百亩攻关田、国调测
产田为重点对象，坚持责任到人、服
务到田、任务到户。今年，全区建成
常规粳稻良种繁育基地 9730 亩、小
麦 14760 亩，确保常规稻麦年供种能
力1万吨以上。

我区实施“新农人”培育计划，
着力培育一批会种田、善经营的粮
食单产提升领头力量。积极推进主
体创新，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促进
粮食生产、销售、流通、服务等主体
密切配合、有机协同，形成“1+1〉2”
的“雁阵效应”；制定宣传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在项目孵化、融资担保、
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农民更多支
持，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不断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大伦镇绿丰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承包 300 多亩，拥有耕、种、防、收、
烘、储各环节大小农机 30 多台套，
自纳入“万千百”示范片百亩高产田
以来，安排示范新品种 8 个、新技术
5 项、专题试验 3 项。51 岁的农场主
张春圣说：“农场创建南粳 5718 高产
攻关田，农业专家帮助制定了高产
技术方案，主要应用水稻机插丰产
高效、氮肥前移和穗肥精准施用、叶
面肥一喷多促等先进技术，从育秧
开始全程跟踪服务指导。现在水稻
抽穗了，每穗 200 多粒，按这势头，
群体质量和数量指标均达到亩产
750 公斤的高产要求。”

据悉，我区今年创建稻麦周年
万亩示范片 2 个、千亩示范方 13 个、
百亩攻关田13 个。我区是全国小麦
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上半年建
成小麦 2 个万亩丰产片、1 个 5000 亩
丰产片、13 个千亩片、211 个百亩攻
关田。小麦亩产 403.50 公斤，同比
增长 1.2%；水稻有望全面达到高产
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