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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本报讯（通讯员 周悦）日
前，区税务局党委与大伦村党总
支通过“结对共建聚合力，携手
同行促振兴”活动，创新基层治
理新模式，将村内60亩的闲置土
地打造成“趣享田园”项目。

巧用“闲田”谋发展。“位于
文化路北边的原本是一片闲置
的荒草地，杂草丛生，既影响美
观也浪费资源，如何让闲置资
源‘活起来’是村里思考的方
向。”大伦村党总支书记郁金铭
说，结合土地实际情况，区税务
局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在多次商
讨后提出打造“趣享田园”方
案，选取村内适宜的零星碎片
化土地资源，化地为田，阡陌成
园，通过统一管理建设，既美化

公共空间，也是探索闲置资源
高效利用的新路径。

如今，这些荒地都种上了
各类蔬菜。在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的基础上，大伦村充分调动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发挥村内
有技术、有经验、有意愿参与蔬
菜种植的村民作用，负责平时
菜园的种植和管理，同时按照
不同蔬菜的生长季节和周期合
理安排种植计划，让他们在闲
暇之时通过耕种获得满满幸福
感和成就感。

“趣享田园”助增收。双方
党组织充分发挥区域党建联建
作用，吸引周边企事业单位的
党组织来认领田园，鼓励大家
利用业余时间加入蔬菜种植、

菜园维护等工作，为他们提供
熟悉农村环境生活、学习农耕
文化知识的场所和机会，传承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品
德。“有了这个田园，我不用出
去打零工了，在家门口就可以
带孙子来玩，现在我们大伦不
一样了。”村民常宝凤笑着说。

据了解，“趣享田园”种植基
地采取“支部+企业+农户”的运
营发展模式，常年种植应季蔬菜，
预计每年将有2万人次来这里打
卡，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周边
3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区税务局党委与大伦村党总支结对共建聚合力、携手同行促振兴

“沉睡荒地”化身“趣享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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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娄庄镇负
责人带队走访福瑞隆管业、方圆波纹管制造
等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投入、政策需求、运营工作等情况，
及时为企纾困解难，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该镇负责人强调，要送服务进企业，秉持
“店小二”精神，为企业提供“随叫随到、服务
周到、说到做到”的全程保姆式服务，继续以
更快、更优、更贴心的服务，积极帮助企业解
决扩产扩能、招工稳岗、金融融资等难题；要
送政策进企业，鼓励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各项
惠企政策，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好、内生动力强
的中小企业，列入重点培育，一企一策，实施
差别化扶持和精准资源配置，加大小升规培
植力度，推动更多小型企业上规模；要送保障
进企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到无事不
扰、有事办好，让项目招得进、落得下、发展
好，确保客商投资放心、经营安心、生活舒心。

娄庄镇“三送”
助企稳企强信心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俞垛镇负责
人带队走访南野村，调研村集体经济增收、软弱
涣散村整改落实等情况，并谋划部署来年工作。

加强基层党建、壮大村集体经济是抓党建
促振兴的重要内容。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
抓手，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才
能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之基。近年来，俞垛
镇持续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引导村干部围绕

“抓党建、促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学思践
悟中当好强村富民引路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据介绍，俞垛镇将继续抓好队伍建设，加
强村级后备力量培养，推动村干部队伍结构持
续优化、战斗力不断增强，提升村级班子干事
创业的“硬实力”。继续抓好村级发展，立足村
情实际，依托资源优势，以项目带动发展，积极
盘活闲置资产，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拓宽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经营能
力，促使村级发展路径由“窄”到“宽”。

俞垛镇聚力增强
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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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一企业入选
工信部绿色工厂公示名单
（上接1版）这一概念旨在实现企业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协调优化，同时应对日益严
峻的环境和资源挑战。

绿色制造的主要特点包括——绿色产
品设计：确保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符合
环保、低能耗、高资源利用率的标准。绿色
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降低废弃物和有害物质排放，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产品回收和循环利用：采
用生态工厂的循环式制造技术，实现材料
和生产过程的循环再利用。绿色制造的实
施涉及生物技术、绿色化学、信息技术和环
境科学等多学科技术的应用，以减少废料
和污染物产生，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
前，淤溪镇组织召开鲍老湖片
区文旅开发专题座谈会。淤溪
镇、同程旅游、农水投、溱湖文
旅、鲍老湖强村公司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会上，淤溪镇负责人详细
介绍鲍老湖森林公园概况，以
及前期相关专家、部门调研反
馈意见；同程旅游公司代表深
入解读鲍老湖片区文旅开发运

营概念沟通方案，农水投和溱
湖文旅就打造鲍老湖文旅项目
作了介绍。参会人员围绕鲍老
湖片区打造、周边传统村落融
合、文旅项目运营等情况展开
积极讨论。

淤溪镇负责人强调，要突
出景村融合，以鲍老湖景区为
核心，联动周边靳潭村、周庄村、
杨庄村，既要能提供丰富的文旅
体验内容，又要能为未来发展储

备乡村空间。要突出文旅主题，
立足淤溪优越地理位置，结合文
旅热点需求，打造泰州及周边治
愈主题微度假地、里下河水乡研
学体验地等贴合当下文旅需求
的大鲍湖景区。要突出游线设
计，游线要串接一湖三村重要景
点，既要展现民俗风情的特色，
也要体现生态水乡的丰富底蕴，
点线成面，更好地激活大鲍湖
全域文旅活力。

鲍老湖片区文旅开发专题会共谋景村融合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
前，大伦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带
队督查违法用地整改工作，详
细了解各宗地整改进度、存在
问题，并就整改时限、整改标
准、整改方式等方面提出明确
要求。

该镇负责人强调，要认真

落实上级整改部署要求，充分
认清形势，时刻紧绷思想认识
之弦，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以最
坚决的态度和强有力的措施，
狠抓整改“清存量”，全面纠正
违法用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要紧盯问题整改之
效，持续加大违法用地整改推

进力度，同时按照“随发生、随
整改”原则，分类施策，做到发
现一起、制止一起、处置一起，
切实提高违法用地整改质效，
确保“零新增”的目标。要举一
反三、以点带面，紧抓日常监管
之责，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问
题管控，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保护耕
地、节约集约和依法依规用地
意识。

大伦镇紧盯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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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京剧大师光辉岁月

区文化馆即将演出《梅兰芳·丹桂记》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12月

20—21 日，京剧《梅兰芳·丹桂
记》将在区文化馆精彩上演，讲述
梅兰芳先生年轻时在从艺过程中
排除种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大
放异彩的经历，以纪念京剧大师
梅兰芳先生130周年诞辰。

演出发放 300 张票，12 月 17
日起可至区文化馆一楼志愿服
务台扫码领票，每人限领两张，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据了解，京剧《梅兰芳·丹桂
记》以 1956 年梅兰芳返乡（泰州）
之行为切入点，将梅兰芳携妻儿
返乡、祭祖、演出等现实事件与
其回忆自己第一次登台上海之
经历双线交织，深入展现梅兰芳
先生对时间与生命、故土与家
族、亲情与友情、艺术追求与人
生境界的感悟与思考。

20 世纪 50 年代，梅兰芳携妻
儿回家乡泰州祭祖演出。祖坟

前，他收到北京急电，得知王凤
卿病重垂危，旧时回忆一时涌上
心头。1913 年，在王凤卿扶助
下，梅兰芳首度赴沪，在丹桂第
一台演出。他承担着殷殷期许，
越过重重质疑，风尘迁换，洗不
淡至诚的情谊；岁月荏苒，带不
走永远的少年。梅兰芳从遭到
质疑到被认可、接受，赢得尊重，
少年梅兰芳一步步成长起来，在
粉墨丝弦之中大放异彩。

在碧波荡漾的南海之滨、
博鳌之地，一场汇聚全球商业
精英的盛会——2024 年企业家
博鳌论坛日前圆满举行。

因“博鳌”而聚，共谋商业
新未来。企业家们怀揣着对未
来的无限憧憬与期许，因博鳌
而相聚。在这里，政府领导、行
业专家、企业巨擘齐聚一堂，共
商发展大计，共绘合作蓝图。
博鳌论坛，这个商业界的璀璨
明珠，历经九年的精心培育与
积淀，已成长为汇聚智慧、激发
创新的绿色生态园。每一次的
相聚，都是智慧的火花四溅；每
一场的讨论，都是对未来的深
度剖析与前瞻。

九州共鸣，见证企业成长
辉煌。在这里，每一位企业家
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发
言与交流，都蕴含着对时代变
迁的敏锐洞察和对行业发展的
深刻见解。从初创企业的蹒跚
学步到成熟企业的稳健前行，
再到跨国企业的全球驰骋，论
坛见证了中国企业在不同发展
阶段展现的坚韧不拔与智慧光
芒。这种九州共鸣的情怀，不

仅体现在企业家们对共同梦想
的执着追求上，更体现在他们
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与践行中。

改革新蓝图，澎湃发展新
动能。本届论坛以“改革新蓝
图 发展新动能”为主题，深入
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如何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以及探索绿色低碳发
展的新路径。论坛聚焦科技创
新的前沿趋势、全球化战略的
广阔视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规划等关键领域，邀请行业领
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深
入细致地研讨与交流，不仅为
参会者提供宝贵的洞见与启
示，更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
指明方向、注入动力。

久久为功，共创未来新篇
章。九年来，企业家博鳌论坛
始终坚守初心与使命，致力为
中国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与
帮助。论坛见证无数企业的成
长与变迁，也推动商业智慧的
传承与创新。展望未来，论坛
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汇聚更
多智慧与力量，为中国企业发

展注入新活力与动能。同时，
论坛将积极倡导“久久为功”精
神，鼓励企业家保持恒心与毅
力，不断追求卓越与创新，共同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九九归一，共筑辉煌中国
梦。在“九九归一”的美好愿景
引领下，企业家博鳌论坛将携手
中国企业共同走向全球商业舞
台的中央，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双赢。为实现这一宏伟目
标，企业家们需要保持开阔的视
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学习和
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同
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企业家博鳌论坛将
作为连接中外企业家的桥梁与
纽带，继续为中国企业的发展
贡献力量、共筑辉煌的中国梦。

2024 年企业家博鳌论坛已
经圆满落幕，但它留给我们的
思考与启示永恒而深远。让我
们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共同书
写属于中国企业的辉煌篇章。

又一场博鳌论坛的启示
□兴姜之堰

诗意姜堰：
浓浓乡愁流淌城市空间
（上接1版）北大街文化街区又称古罗塘
旅游文化景区，占地 42 亩，总建筑面积
近 2 万平方米。景区北部为商业街区，
建筑群古色古香，内部街巷纵横，天井、
游廊、水景工程等古建元素与现代商业
交相辉映；南部为文化街区，有王氏宗
祠、黄龙士纪念馆、徽商旧居、乾隆昌栈
等历史景点。

近年来，景区坚持“文化性、艺术性
与环境相协调”原则，在商业街区新增
美食文化图谱、姜堰蝶变图片墙，在文
化街区凸显砖雕文化，通过全息投影、
夜间亮化，设置“马可波罗笔下的幸福
尘世”“没错，我也很喜欢姜堰”等网红
打卡点，让“小八匠”回归，唱响《远去的
吆喝声》，营造“玩在姜城，食在古罗塘”
的人间烟火气。

老记忆连着新业态，景区人气更足
了。泰州市古罗塘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卢璇说：“我们以普通人视
角留住美好回忆，让乡愁行走在城市
间，游客数量不断攀升。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古罗塘景区游客量超 70 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上升 68%。”

璀璨灯火映“两河”
老通扬运河（古运盐河）流经姜堰境

内 23.5 公里，沿岸众多名胜古迹，有民族
英雄、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文丞相系舟
处；1896 年秋，清代实业家张謇在老通
扬运河拐弯处的曲江楼，写下了“观涛
处”横匾，1940 年 9 月，陈毅在曲江楼上
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代表会议，号召团结
抗日。

如今，老通扬运河航运功能逐渐消
退，却成为承载人文、景观和生态功能
的“幸福河”，它与中干河交汇相通，共
同打造了城区十公里滨河风光带。我区
将“两河”纳入《江苏省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规划》范畴，打造“秀水环城”
水地标，塑造“水韵古罗塘、最美金姜
堰”的城市名片。三水之环以“水舞罗
塘·漫悦时光”为主题打开滨水空间，融
合古运盐河文化、三水文化、会船文化，
彰显“康养名城”的水韵魅力。

游泳达人翟长春，今年 63 岁，老家
住在西板桥附近，9 岁时就在老通扬河
上游泳，2019 年开始冬泳延伸到了中干
河，他见证着“两河”嬗变：“这儿水清岸
绿，夜如白昼，爱运动的扎堆来，游泳、
骑行、夜跑都很方便。”

“两河”之畔凭栏而坐，沏壶清茶，听
段戏曲，别有一番雅趣；站上廊桥，循声
望去，灯火阑珊，夜色如诗，走进姜城，
就走进了梦开始的地方。

“工商联界+镇街履职小组
+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观摩
协商交流活动举行
（上接1版）联建互补、互促共进”的“村
企合作”新路径，以企带村，村企共建；
镇街部门要当好村企联建的“服务员”，
加强统筹谋划，让企业、乡村、农民形成
建设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盘活农村“沉
睡资产”，通过租赁、托管、入股等形式
与结对企业合作经营项目，让低效资产
发挥最大效益，构建定期会商、分析研
判机制，帮助联建项目协调解决好发展
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会前，大家参观了增辉养殖和甸上
人家两个“村企联建”项目。

泰州璕锦：“新”稳“质”远
（上接 1版）节时节力。”员工金
红介绍道，自动化生产的鱼圆同
出一模，也更干净卫生了。手工
做鱼圆要凭手感，将鱼茸握成拳
头状，轻轻一捏，从大拇指和食
指间挤出球形鱼圆，放进锅里油
炸，难以做到一模一样。包装生
产线更是精准无比，定量称重包
装，智能秤会剔除超重或重量不
足的鱼圆，确保每包的鱼圆重
量、形状、数量相同。时下，这条
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鱼圆标准
化生产，如果两班倒满负荷生

产，日产量达 0.9 万公斤。
泰州璕锦食品公司如此的高

产 能 离 不 开 掌 舵 人 王 珣 的 引
领。作为土生土长的溱潼人，他
传承父亲老一辈师傅传统制作
技艺，产出的鱼圆具有“柔、嫩、
韧、滑、鲜”的特点，深受消费者
喜爱。2015年11月24日，他店内
制作鱼圆的照片登上《人民日报》
新闻版。他注册公司，创立“璕
锦”品牌，在淘宝开店，自设海报：

“回归食材的味道——满满鱼味，
慢慢回味。”他还配上鱼圆的系
列菜谱。2016 年，他投资 100 多

万元租赁厂房，购买搅拌机等自
动化设备，标准化、集约化、规模
化生产鱼圆等产品，引进复合气
调锁鲜包装等保鲜技术。去年
12 月，“璕锦”鱼圆获得江苏省鱼
圆鱼饼行业唯一的绿色食品认
证。今年 6 月，他又投资建成鱼
圆自动化生产线，打造我区首家
鱼圆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基地。
王珣介绍：“目前公司年加工 150
万斤鱼，鱼圆年开票销售约 2000
万元。我计划将‘璕锦’鱼圆销
进全国各大超市和央企机关食
堂，做大做强鱼圆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