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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丽丽 茅晨华

9月3日，走进位于东海镇的江苏恒
源液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
不绝于耳，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而有
序地作业，生产设备全负荷运转，呈现出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公司董事长袁新
龙更是忙得脚不沾地，这些日子，他马不
停蹄地穿梭于俄罗斯、巴西等国，努力开
拓海外市场。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作为东海镇
的老牌规上企业，始终以发展的眼光持
续推进技改。今年4月，投资1.2亿元的恒
源二期技改项目正式投产，产能大幅提

升，企业高压柱塞泵月产量可达 4000
台。“产能上来了，就必须为其寻找‘用武
之地’。”袁新龙自信地说，“多跑跑、多找
找，总能在逆境中闯出新天地，让公司始
终保持蓬勃向上、向阳而生的活力。”

恒源液压二期技改项目是在盘活东
海镇原华森纺织13亩低效存量土地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为充分盘活这块存量
土地资源，东海镇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协
调多个局办成立恒源液压二期项目服务
工作组，全力协助企业办理手续、跟踪施
工进展，为企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确保二期项目顺利投产。预计年底，单外
贸出口就能为公司增加一到二成的销售

收入。
“我们打算进行三期技改项目。”袁新

龙表示，一方面源于海外市场扩张成果显
现，另一方面则是在二期技改项目中，东
海镇展现出的贴心服务大大增强了企业
扩张产能的信心。袁新龙随即拿出手机，
二期项目服务组的微信群依然处于置顶
界面。自2021年1月公司有意进行二期技
改项目建群以来，无论遇到何种问题，服
务组都会及时跟进，碰到困难还会专门召
开协调会，“有了这样坚实的保障，公司对
三期技改项目充满期待。”

企业的稳步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在助力老牌规上企业加快
转型升级“展翅高飞”的同时，东海镇还
把培育小微企业上规升级与小微企业运
行监测紧密结合，筛选出符合产业政策、
成长性好、有望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作
为“小升规”重点培育对象，助力企业“蝶
变升级”。

上成金属是东海镇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主要从事金属瓶研发、生产、销售以

及一些五金配件、气动工具生产、销售
等。步入正轨后，企业产能不足一度成为
其发展的障碍。闲置地块的盘活利用犹
如一把钥匙，彻底扭转了局面。

“企业缺扩产的场地，我们就按照他
们的需求，立即为其匹配一家荒废的制
衣厂。”东海镇副镇长陆红磊介绍，通过
东海镇的牵线搭桥，半年内企业“一路绿
灯”完成了手续的报批、厂房新建等，如
今企业已满负荷运作，新厂房可为企业
增加1000多万元的应税销售，预计今年
企业的应税销售可达2500万元，可以跻
身“规上企业”行列。

“目前，东海镇已有规上企业9家，预
计今年新增3家。”陆红磊表示，未来，东
海镇将继续把盘活低效存量土地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集中力量组建专班，努力向

“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让企业发展
获得更大施展空间。三季度东海镇预计
累计完成规模工业应税销售3.9亿元，同
比增幅9.4%；规模工业产值4.55亿元，同
比增幅6.6%。

东海镇盘活存量用地、组建服务专班，助力老牌规企技改扩能，培育
小微企业上规升级——

“一路绿灯”助企“赛道飞驰”

南阳镇（大豆）通过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项目评估

加强产销衔接
培育名优品牌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二批农业产业
强镇项目通过评估的名单，全国257个乡镇通过评
估，其中，南阳镇（大豆）成功上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乡村
产业发展水平，2018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
批准建设了一批农业产业强镇，指导各地立足乡镇壮
大县域富民产业，丰富多元化食物供给，培育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打造主导产业突出、业态发展多元、经营
主体活跃、联农带农紧密、产村产城一体的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载体。

近年来，南阳镇充分利用创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契机，加强产销衔接、品牌培育，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
紧密联系的大豆产业体系。2023年，南阳镇大豆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覆盖率达95%；激励农业龙头企
业担当有为，引领农户广泛参与二、三产业，年共享增
值收益从5年前的5000余万元，增至去年的3.5亿多
元；成功培育“银宏”“京海申”“嘉禾力”“南洋汇祥”

“禾阳绿”等名优品牌，2023年认证绿色食品29个，
建成标准化大豆基地4万亩，绿色占比94%，产品检
测合格率达100%。 （季则）

本报讯 近日，吕四沿海渔港经济区
建设项目获省农业农村厅批复立项，项
目总投资5.506亿元，其中，省财政补贴2
亿元。

近年来，我市积极抢抓新一轮江苏
沿海高质量发展机遇，紧紧围绕海洋强

国目标，充分发挥濒江临海优势，大力实
施渔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渔区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提升渔港对全市高质
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努力实现渔区美、渔
业强、渔民富。

建设沿海渔港经济区是发展海洋渔

业经济、实施海洋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
是培育现代渔业发展新动能、促进渔区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吕四沿海渔港经
济区以吕四渔港为核心，区域面积5.7平
方公里，将按照“一核两带两区”的规划
布局，打造集渔船避风补给、渔货交易、

冷链物流、海洋药物、休闲观光等于一体
的现代渔港综合体，加快建设吕四渔港

“水产品贸易及加工区”，打造华东地区
最大水产品冷链加工基地，实现“港产
城”一体化发展。中期提速发展电子商
务、水产品交易、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
休闲渔业等5个产业，转型升级海水养
殖、国内捕捞等2个产业，打造沿黄海“现
代海洋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带”和沿通吕
运河“渔业休闲旅游带”。远期拟开发建
设塘芦港“渔港经济发展区”，将我市打
造成为长三角水产品贸易加工区域中心
城市。（南通日报记者 卢兆欣 王颖）

吕四沿海渔港经济区获批立项
总投资5.506亿元，规划布局“一核两带两区”

衡封科技电子树脂新材料
项目落户启东经济开发区

特色优势产业
再添强劲动能

本报讯 近日，衡封科技电子树脂新材料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落户启东经济开发区。

项目由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衡封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入驻启东经济开发区锦汇科技
园，厂房总面积5100平方米。项目核心产品为电子级
酚醛树脂和特种环氧树脂，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封装、
覆铜板、光刻胶、电子胶等行业。该项目的顺利落户，
为启东经济开发区半导体及新材料产业领域注入创
新发展新动能。

衡封新材料是启东经济开发区“聚焦科技创新，
做优双招双引”的典型案例。接下来，启东经济开发区
科创团队将进一步根据园区产业优势和发展需要，以
全面的举措吸引科创项目高质量落地，以最优的生态
助力科创项目高质量成长，切实推动科技招商各项工
作量质并举，不断突破。

（通讯员 崔裕 王凯）

99月月44日日，，从崇启大桥上空远眺海工园从崇启大桥上空远眺海工园1818..88公里的长江岸线公里的长江岸线，，云集了中集太平洋海工云集了中集太平洋海工、、振振
华重工华重工、、寰宇东方等寰宇东方等2020多家全球知名海工企业多家全球知名海工企业，，总投资超总投资超300300亿元亿元，，已成为世界知名已成为世界知名、、全国一全国一
流的海工船舶及重装备制造基地流的海工船舶及重装备制造基地。。据了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海工园海工园（（寅阳镇寅阳镇））完成规上工业应税销完成规上工业应税销
售售140140亿元亿元，，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69169亿元亿元。。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潘杨摄潘杨摄

““海工巨头海工巨头””列阵长江口列阵长江口

市政协第十六届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主席会议召开

扎实履职尽责
深化成果运用

本报讯 9月4日上午，市政协第十六届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主席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科技楼召开。市政
协主席邵茂华，副主席袁圣菊、龚建涛、徐永辉、张海
荣、龚海燕，秘书长郁豪杰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和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完善景点联动机制、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调研报告和关于发挥侨商侨眷
作用、助力招商引资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各委室
工作汇报。

邵茂华指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对专委会
调研课题通过集中讨论，汇聚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
专业的智慧和经验，增强协商的全面性和专业性、促
进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提高协商的效率和效果。邵
茂华要求，要把握好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为民立
言、敢讲真话的履职态度，不断强化质量意识、过程意
识和品牌意识，坚持精益求精，对调研报告进行反复
推敲、修改完善，实施动态跟踪与评估，定期了解调研
成果的运用情况，持续有效地为启东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政协力量。

邵茂华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进一步增强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为启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精心组织，筹备开好市政协十一次常委会，认真组
织撰写好调研报告、建议案，注重协商成果转化，加强
跟踪问效和督促检查，推动协商成果的转化落实；要
筹备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政协成立75周
年系列活动，广泛宣传新中国和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
和伟大成就，挖掘和宣传政协委员的先进事迹和感人
故事，展现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深入推
进“双联系、双服务”工作，在履职尽责中彰显人民政
协新样子。

（本报记者 蔡樱子）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启
东调查队获悉，今年我市夏粮生产整体
呈现“三增”态势：夏粮播种面积44.31万
亩，增长0.1%；平均单产231.1公斤/亩，
增长1%；总产10.24万吨，增长1.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
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
基础。为交出“丰收答卷”，近年来，我市
通过压缩非粮作物、改造低产农田、实施
土地复垦、开展高标田建设等措施，推动
粮食稳产丰收。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提升地力
则是实现粮食增产的一大根本。2018年

起，全市掀起高标田建设热潮，5年间总
计 建 成 高 标 田 64.36 万 亩 ，占 比 达
81.79%。在此进程中，我市以高标田促进
产业转型、扩大小麦规模、引进水稻种
植、做大大豆产业，促使小麦、水稻、大豆
渐成全市粮油生产支柱作物。

数据显示，今年我市小麦单产343.1
公斤/亩，同比增加 3.5 公斤/亩，增长
3.5%。小麦的增产除了得益于我市日臻
完善的高标准农田体系外，更离不开“良
种”的加持。我市借助省农科院技术优
势，经成功试点，大力引进“宁麦”“扬麦”

“镇麦”三大优质高产小麦良种，小麦良

种覆盖率快速提升至100%，近6年来，因
小麦单产以每年5%速率递增，全市小麦
总面积由17万亩增至22.3万亩，种植大
户户均单体种植规模由100多亩倍增至
220亩，优地、良种成为了粮食增产的“金
密码”。

农机助力让粮食丰产丰收更具底
气。我市大力推动智慧农业建设，鼓励和
补助农户购买农机设施设备及实施良种
良法，水稻、小麦生产机械化率更是接近
100%。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已达70万
千瓦，装备粮食烘干机300多台（套），烘
干能力超4600吨/批次，覆盖所有种粮大

户，实现了规模生产小麦颗粒归仓。
与此同时，众多农技专家频繁穿梭

于田间地头，时刻关注着苗情与病虫情
的变化动态。他们依据实际情况精心制
定相应的田间培管方案，确保每一个环
节都科学合理。专家们还积极牵头组建
技术培管工作群，作栽站和植保站的技
术专家们随时在线，实时为农户解答各
类种植难题。此外，他们还会不定时开设
培训班，为农户系统培训栽培技术。从种
子的挑选到最后的收储，逐步形成一套
规范流程，为夏粮的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茅晨华）

田畴沃野有“粮”策

我市夏粮生产实现“三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