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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溧阳 传播党声，传递靓溧，有温度，有品质。

（陈怡） 近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揭

晓了2023年度“十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

型案例”，我市“生态赋能产业转型，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案例成功

入选。这一荣誉的获得，不仅彰显了我市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显著成效，也为全

省乃至全国提供了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溧阳样板”。

据溧阳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市在天目湖湖群开展生态

岛试验区建设，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为主，强化水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

和生物物种保护，增强生态产品物质供

给、提升生态产品调节和文化服务价值、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大力发展

新兴产业、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发展。

为了恢复和保护天目湖流域的生态

环境，我市投入近10亿元用于生态修复

治理。这其中包括恢复原生态的治山理

水工程、攻坚治污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以及通过显山露水的方式塑造新的生态

环境。同时，我市在天目湖湖群划定了

“三核两区，两廊多点”的空间格局，协同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为各种生物物种营造了良好的栖息

环境。

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我

市积极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通道。以天目湖的“特定地域单元水生

态产品”为重点，尝试全新的市场化交易

模式。通过建立天目湖流域水生态大数

据平台，创建了精准的生态容量测算体

系，并建设了生态产品交易市场。这一

系列举措形成了“总量控制、分域设限、

多元供给、占用付费、平台交易”的生态

产品交易制度基本框架。

此外，我市大力发展储能产业，成功

引进了多家龙头企业，并聚焦于产业创

新和人才引进等关键因素。通过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实施“天目湖英

才榜”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并设立 20

亿元的“电动溧阳”专项基金，搭建“链通

溧阳”科技服务平台等，全力支持国家先

导产业和本地主导产业的发展。这些努

力使得我市正逐步成为全国储能技术的

引领高地。

在生态旅游方面，我市依托优越的

自然资源禀赋，成功打造了专业化旅游

公司，并相继开发了多个类型丰富、形态

多样的旅游产品。同时，还注重创新生

物多样性体验地的建设，将室内生物多

样性展馆与室外生物多样性观测体验区

相结合，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生态科普

自然教育体验。

（韩一宁） 4月 17日上午，由市教育

局、市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家

庭教育指导栏目《1205时光》进行了最新

一期节目现场摄制。节目邀请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雅萍与大家探讨讲解家庭

教育相关内容。

张雅萍认为，家庭教育工作是一项

伟大的事业，内涵丰富、外延广阔，需要

久久为功。相关部门要积极宣传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指导家庭教育，推动《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落地。她建议，家长在摆

好心态的同时，也要自主学习和提升，主

动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

据悉，自2021年起，市教育局每月都

会邀请家庭教育或心理教育专家来溧授

课。同时，携手市妇联组织我市家庭教

育工作室定期走进社区，开展家庭教育

公益指导服务，为有家庭教育方面困惑

的家长提供面对面指导。

本期节目将于本周五中午 12∶00 在

FM97.2溧阳综合广播播出，当日下午5∶10、

晚上8∶30重播，节目视频也会在爱听972视

频号、溧阳教育发布公众号同步推广。

《1205时光》关注家庭教育

（陈怡） 4 月 17 日上午，市委常委、

副市长张顺带队分别来到市防汛物资仓

库、埭头施家村（村基段）、昆仑街道竹箦

河（泓口村基段）、中河沿线，现场督查全

市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市水利局、市气

象局、市应急管理局及埭头镇、昆仑街道

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在市防汛物资仓库，督查组详细了

解了防汛物资储备的品种、数量以及防

汛物资贮存、日常管理和汛期值班情况。

据仓库管理人员介绍，目前仓库内物资

充足，设备齐全，包括麻袋、编织袋、防汛

桩木、水泵、发电机组、橡皮艇、冲锋舟

等，且每年都会有专项经费用于物资的

增储和设备的维修保养，以确保在关键

时刻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汛情。

随后，督查组来到埭头施家村段和

竹箦河巴中段及中河沿线进行实地查

看。督查组发现，部分河道存在堤身单

薄、超高不足、水土流失和河床下切等安

全隐患。针对这些问题，督查组要求相

关部门加强监测和预警，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防范。

督察组强调，防汛抗旱工作事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高度重视，严

阵以待。相关镇（区、街道）、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

资储备和队伍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能

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为今年的防汛抗

旱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市领导现场督查防汛抗旱准备工作

全市科创平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恳谈会召开
（吴叶飞） 4 月 17 日下午，我市召开

全市科创平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恳谈

会，邀请 8家科创平台负责人围绕产业高

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把脉支招”，为溧阳

锻造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市委书记

叶明华出席会议。

“天目湖健康研究院一直聚焦于生物

医药领域，不断推动细胞治疗药物的研

发，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天

目湖健康研究院院长吴云东说道。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工程

师李泓说，固态锂电池已成为未来锂电池

发展的必经之路，未来研究院将围绕固态

电池作进一步研发，希望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加速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进程。

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关村节能环保

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江平建议，未来可以加

快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相融合，推动

传统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孔令华，东南大学

溧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奕，江苏智能无

人装备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范晶晶，长三

角物理研究中心总经理张笑天，重庆大学

溧阳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杨永齐，巴斯

夫-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联合研究中心主

任李鑫等专家分别围绕各自平台建设运

营情况、发展方向、未来规划等内容作交

流发言，并就如何强化科技赋能、提升产

业质效提出意见建议。

叶明华边听边记，不时与平台负责人

互动交流，询问相关细节，并对各科创平

台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得益于广

大平台的积极参与，全市产业实力持续增

强；得益于广大平台的突出贡献，全市创

新氛围日益浓厚；得益于广大平台的有力

发展，全市聚才能级不断提升。

在下一步发展中，叶明华希望各科创

平台聚焦创新成果转化，着力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更多创新成果

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聚焦创

新成果链接，帮助搭建更具溧阳特色、符

合发展实际的成果转化创新机制，推动更

多优质科技成果串珠成链、聚链成群；聚

焦创新成果汇聚，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助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孕育在溧阳、

成型在溧阳、落地在溧阳；聚焦创新人才

集聚，吸引更多高层次专业人才来溧发

展，激发城市创新活力；聚焦创新环境打

造，溧阳将不断营造更好营商环境和创新

生态，全力支持科创平台做强做优，携手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高水平科

技创新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朱威、左豪杰、方学军参加会议。

（韩一宁） 春耕时节，走在田间地

头，处处涌动着生产的热潮。溧阳农担

公司把金融支持作为服务“三农”工作的

重要抓手，让农户春耕不等“贷”。

“多亏有了农担公司高效、优质的金

融保障，今年合作社的春耕资金压力得

到了有效缓解。”在南渡镇庆丰村从事粮

食种植行业的王林松说，申请担保后，3
个工作日便发放了贷款。

在南渡镇梅庄村，百余亩鱼塘波光

粼粼，养殖户石国华抢抓好天气投放鱼

苗，开展渔业生产活动，争取新一年再获

丰收。

石国华从 2016 年起在南渡镇从事

水产养殖，去年养鱼大丰收，赚了钱，今

年打算扩大养殖规模，但由于鱼饲料价

格上涨，以致经营存在资金缺口。他便

向溧阳农担公司提出贷款申请，公司客

户经理丁馨及时上门进行调查，第 3 天

便授信并发放 80万元助农致富贷，缓解

了石国华的燃眉之急。“感谢溧阳农担公

司的支持，这真是一场及时雨。”石国华

高兴地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溧阳农担公司今

年共发放了 110 笔助农贷款，贷款金额

达 7500万元，有效推动了春耕备耕工作

开展，助力全市农业稳产增收打下坚实

基础。

农担公司支持农户春耕不等“贷”

（通讯员/朱慧 徐怡） 近日，来自安

徽省郎溪县的冯先生来到我市社渚镇便

民服务中心，通过“跨省通办”专窗视频

连线设备和郎溪县梅渚镇便民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了解到了自己在安

徽缴纳保险的情况。

据了解，社渚镇为改善服务环境，提

高服务质量，于 2023 年底启用新便民服

务大厅。今年 4月初，社渚镇便民服务中

心通过增设视频连线设备，打通了与梅

渚镇的通办渠道，为两地企业群众建立

起可视化交流系统。

“现在，社梅两地的办事群众可依托

设备的远程视频交互系统，一‘键’唤起

远程服务，直接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互

动，不用往返跑就可把事办好。”社渚镇

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说，将进一步推

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社梅两地开启“跨省通办”新模式

我市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入选省“十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