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
姗 朱海城）8日，县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走进《如东县政风行风热
线》直播间，就交通安全、网络安
全、治安管控等话题与听众和网
民互动交流。

直播过程中，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公安部门关于防止网
络诈骗、网络安全治理、治安
防控部署等重要举措，就网友
提出的机动车违停、身份证信
息更改等问题作出详细解

答。今年 6 月初至 9 月底，县
公安局组织开展“夏季严打整
治”专项行动，重点聚焦政治
安全、反恐防范、维护稳定、打
击犯罪等八大领域，紧盯电信
网络诈骗、传统侵财、涉黑涉
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
法犯罪，自行动开展以来，共
破获刑事案件 68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118人，有效净化
社会治安环境。

今年以来，全县盗窃、电
诈 发 案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5.2%、48.9%，传统侵财发案
全市最低，电诈万人发案率保
持全市低位，全县一般程序以
上交通事故数、亡人事故数同
比分别下降 8.67%和 6.67%，助
推“平安如东”建设，为全县高
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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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度夏！”5日，我县室外气温一
度飙升至36℃，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如东基地里，银鲳人工繁育团队的技术
人员正在池塘边仔细监测鱼苗状况。
经过 45天左右的培育，“活泼”的银鲳
子代们已从不到 4毫米长至 5厘米，顺
利度过首个高温“危险期”。“这标志着
南黄海银鲳全人工苗种首次在省内实
现批量化繁育。”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二
级研究员陈淑吟说。

苗种是现代渔业的“芯片”。江苏
海洋生物资源丰富，但海水鱼类养殖业
却一直是“短板”。从 2012年起，江苏
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开始着手研究银鲳
人工繁育。银鲳是名贵海水鱼类，俗称

“白鲳、鲳鳊鱼”，肉质鲜美，市场需求
大。然而，它在养殖业内是出了名的难
养，一是因为它个性胆小脆弱，一旦受

惊或短时离水，都会很快引起死亡；二
是人工驯化后成鱼产卵质量不稳定；三
是极端“挑食”，驯化难度大，喜欢吃水
母和各种啫喱状的浮游生物，尚无专门
的人工饲料。

围绕解决野生个体驯养、人工饲料
投喂、规模化繁殖三大难题，10余年来，
海洋所银鲳团队不断创新探索，通过设
计出仿生水母型假饵并在其下方放置定
制的水下饵料台，成功实现在一周内对
野生银鲳快速驯食人工饵料；积极开展
银鲳催产技术研究，筛选出一种凝胶缓
释催产的方式，使得银鲳亲鱼集中性产
卵变得更加可控。同时，为有效解决银
鲳产业化关键技术瓶颈，近年来，团队与
江苏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师范
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宁波大学、扬州大学
以及南通市水产技术推广指导站等单位

紧密合作，开展了包括江苏海水鱼陆基
工厂化循环水系统、规模化繁育技术联
合攻关优良性状基因筛选、基于全基因
组学联合育种技术、专用饲料开发等在
内的一系列课题研究。

目前，海洋所银鲳人工繁育团队已
基本了解人工环境中银鲳的养殖生物
学特征，完成了涵盖野生鱼种保活、野
生群体人工饵料快速驯化、人工催产等

在内的银鲳全人工繁育技术体系及配
套工艺搭建。如今，野生银鲳驯化时间
从过去近一个月缩短至 7天，驯化成功
率也提高至 70%以上。今年 4 月至 5
月，团队利用多年驯化得到的 1100余
尾优质亲本，开展全人工繁育，成功产
卵 2.57千克，约 110万粒受精卵，让素
来“出海即死，鲜有活鱼”的银鲳有了

“上岸”聚居的可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姜宁惠 通讯
员 符佳莹 高楠）自进入伏季休渔期以
来，南通海警局如东工作站持续加大海上
管控力度，严厉打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犯
罪行为。近日，海警执法员在工作中发现
146渔区存在非法捕捞活动，便迅速进行研
判，伺机开展收网。

据悉，146渔区属南通与盐城交界地
带海域，该季节米鱼等渔业资源丰富。3
日下午，经缜密布控，海警执法员成功锁
定嫌疑船只位置，并按照既定计划前往
目标海域进行收网行动。14时 20分许，
海警执法员成功登临控制第一艘渔船，
并在二十分钟内将其余两艘渔船登临控
制。

本次行动共查获非法捕捞渔船 3艘，
船上载有米鱼、板鱼、八爪鱼等渔获物近三
百公斤，抓获涉案人员 24人。经查，船上
人员违反伏季休渔规定，且使用的网具远
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触犯《刑
法》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涉嫌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

目前，海警机构已经立案侦查，犯罪嫌
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芊懿 杨
勤勤） 5 日，由县文明办、教体局、城
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的
2024 年如东县“七彩的夏日”系列之
阳光少年“心”课堂暨心理健康家庭
教育百场宣讲首场活动在城中街道
文化站举办。

活动分为面向孩子的阳光少年

“心”课堂团辅活动——“幸福实验
室”、面向家长的“学会沟通，做孩子的
良师益友”心理健康家庭教育宣讲两
个会场。阳光少年“心”课堂上，志愿
者老师首先组织孩子们手拉手传递呼
啦圈，完成“一圈到底”破冰小游戏，拉
近了大家的心理距离。在随后的“拆
盲盒”“五感体验幸福”“小组接力画幸

福”等游戏环节，孩子们讲述身边的幸
福故事、用画笔描绘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分享自己对幸福的理解，现场气氛
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心理健康家庭
教育宣讲活动邀请了国家高级家庭教
育咨询指导师徐爱莲，与家长们一起
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技巧，成为
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和陪伴者，
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们健
康成长。

“美味的食物、清新的空气、温暖的
阳光……这堂课提示我们用五感去发
现生活中平凡的幸福。今后，我会更积
极地用正能量去应对生活的挑战，关注

积极体验，增加积极情绪，提升感知幸
福的能力。”来自如东高级中学的学生
黄琪皓表示，这场假期中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让他收获满满。

作为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重点品牌，“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
系列活动已在我县连续举办 20年。今
年暑假，我县还将开展“强国复兴童心
逐梦”家乡文化我传播活动、“携手护童
心关爱伴成长”公益团辅活动、“缤纷夏
日阅享时光”未成年人暑期阅读活动、

“2+X”假期公益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夏
日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
义的假期，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拼搏竞进
奋勇争先

突如其来的南方汛情灾情，不仅考验防灾
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也检验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连日来，各地公安、水利、应急管理
等部门纷纷组建党员先锋队、志愿突击队，设立
党员责任岗、示范岗，党员干部冲在最前沿、守
在最险处，做群众的顶梁柱、主心骨，展现出“我
是党员我先上”的风姿。

“我是党员我先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冲锋
在前的勇气。洪峰浪尖前，党员干部将响亮的
口号化为一个个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群众构筑
起一道道牢固的防线。防汛救灾处在最吃劲的
时候，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战斗在最前线，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与人民群众一道守护家园。
在重大任务坚守阵地中阐释对党绝对忠诚，在
身先士卒负重前行中展现赤诚为民情怀。

“我是党员我先上”，考验着共产党人迎难
而上的担当。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责任
担当之勇，也要有破解难题之智。基层党组织
离群众生活更近，基层党员干部对群众生活的
难点痛点问题感受更深、把握更准、解决起来更
有效果。要清醒认识到，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有
的问题复杂程度、艰巨程度超出预期，有的问题
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有的问题需要准
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矛盾越
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对群
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目前有条件解决的“老
大难”问题，要强化责任，集中攻坚，务求实效。

“我是党员我先上”，阐释着共产党人为民
情怀的内涵。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共产
党人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切实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对广大党
员干部而言，要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把自
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察访民情民意，找准
查实基层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采取更加精
准有效的措施，满腔热情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从具体事抓起、从身边事
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让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我先上”的自觉带动更多人“跟我上”的
磅礴之力。事实证明，广大党员冲得出、顶得上、靠得住，广泛动
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就能形成无声而有力的引领，汇聚
起磅礴力量。只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生活上
贴近群众，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把群众需求作为工
作“第一动力”，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第一目标”，将群众的需求当
作自己的“第一大事”，群众一定会紧跟其后全力以赴，当好推动
发展的“排头兵”。

发扬光大“我是党员我先上”的优良传统，需要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为民服务，
在一线解决问题，注重实效；要沉到一线调研办公，及时发现惠民
政策“落不细”、为民服务“跟不上”、群众意见“上不来”等问题，从
而提高办事效率，把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事实证明，弘扬“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像革
命前辈和英雄模范那样忠诚坚守、执着奋斗，就能走在时代前列，
勇担时代使命，凝聚奋进新时代、夺取新胜利的坚定意志和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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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阳 光 下 成 长

12年“养”成一条鱼

南黄海银鲳全人工苗种
首次在省内实现批量化繁育

□ 徐书影

充盈“蓝色粮仓”，渔业苗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种业是现代农业、渔业发展的基础，要把这项工作做精做
好。”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如东基地银鲳人工繁育团队的技
术人员们 12年精耕细作，专注研发，终于成功完成银鲳全工
人繁殖。从基地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做好渔业“种子”
文章，必须加强创新。一直以来，银鲳的驯化、养殖被渔业养
殖圈认为是“世界级”难题，因为它极端“挑食”，只爱吃活水母
和各种啫喱状的浮游生物，不吃颗粒饲料。为了驯化它，技术

人员们发挥奇思妙想，做出水母模具吊在饵料台上，吸引银鲳进食，一举突破了
野生银鲳驯化这一最大的难题。而要实现规模化繁育，另一关键在于培育子代，
这就需要人工催产，技术团队通过开发催产药物和办法，获得百万“鱼籽”……种
种事实证明，把握育种关键，创新利用与技术突破相辅相成。

面向未来，技术团队还将围绕银鲳产业化工作开展深度研究，加快构建基于
循环水系统的投喂管理模式，进一步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建立健全渔业养殖
技术推广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海洋渔业新质生产力。

如东县“七彩的夏日”系列之阳光少年“心”课堂暨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百场宣讲开讲

南通海警局如东工作站查获三艘非法捕捞渔船

政风行风热线关注公安
夏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