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

详见 A2➡
“点线面”精准发力
环境整治“无死角”

连日来，我市农户抢
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水
稻，确保稻谷颗粒归仓，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图为城北街道桥港村
的如皋香樟家庭农场里，
收稻机正在进行收割作
业。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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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农村快递物流是流通网络体系的
最末端，是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的关键环节，然而大部分农村快递物
流末端服务网点只覆盖到乡镇一级，
到村组的极少。

目前，我市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农
村公路达2.2公里，开通镇村公交线
路41条，为“快递进村”创造了基
础条件。因此，我市依托良好的基础
优势，积极推动城乡公交、邮政快递
融合发展，倾力打造“交邮融合、客
货同网”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农村群
众在家门口拆快递、寄包裹的美好愿
景正逐步实现。2020年 6月，我市

“交邮融合、客货同网”服务品牌入
选交通运输部首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名单。

快递送到家门口

昨日上午9时30分，丁堰镇农
村物流综合服务站内，丁堰309公交
车缓缓驶进站，这里的快递工作人员
迅速把整理好的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
搬上车，并和司机符达泉熟络地打着
招呼。“每天早上发车前，快递公司
会跟我们交接，把快递分拣好放到车
上，然后我把快递沿着线路送到各个
村组去。”符达泉告诉记者。

通过公交“带”下去，直达村级

物流服务点。不到10分钟，符达泉
驾驶的车就停在了丁堰镇赵明村物流
服务点。这里的村邮员迅速过来进行
了交接，并立即展开了派件。“我们
每个村都有一个村邮员，快件只要到
了，他们第一时间跟客户联系，然后
往下送。”丁堰邮政支局工作人员冒
小亮表示，这些快递不止邮政一家，
还融合了多家公司的快递。

家住农村，也能在家门口收寄快
递，这一喜人的变化，不禁让村民们
竖起大拇指。“之前快递都是送到镇
上，去拿比较麻烦，现在都是送到我
们自己的手上，还是挺方便的，而且
送得很及时。”丁堰镇村民朱玲红开
心地分享道。

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其实，丁堰镇农村物流综合服务
站只是我市打造的“交邮融合”1.0
版本，在1.0版本的基础上，今年我
市打造了2.0版本——磨头交通运输
综合服务站。该站在丁堰站的基础
上，实现了硬件软件的双提升，主要
服务磨头镇21个行政村、约8万人
群。

来到磨头交通运输综合服务站，
只见邮件综合处理区、便民服务大
厅、“红色快递”党建活动阵地等一

应俱全；走进里面，这里还有特色农
产品展示区，香堂芋、黑塌菜等特色
农产品礼盒陈列其中。“我们这次特
地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一方
面，因为这里同时也是一个客运站，
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起到一个宣传
的作用；另一方面，外地市民过来游
玩，看到了可以买了带回去，不方便
带的，我们可以快递送达。”市交通
局运输管理科副科长陈志兴解释道。

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现如
今，随着农村道路建设的加快和物流
网络的完善，香堂芋、黑塌菜等地理
标志农产品也乘着“快递”走出了乡
村，走出了如皋，走向了全国各地。

多方主体活起来

如果说农村快递“快”起来是肉
眼可见的成果，那么多方主体活力的
激发则是真正促使农村快递物流可持
续发展的源动力。

“针对我市部分镇村公交上座率
不高和部分资产闲置的这一现状，我
们就按照‘多站合一、资源共享’的
模式，将原丁堰客运站和磨头综合服
务站进行整合，利用公交富余运力来
运送快递，打造‘交邮融合’示范
点，这样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公交
闲置运力资源也得到了激活。”陈志

兴表示。
在盘活闲置资产的同时，“交邮

融合”也有效促进了快递物流降本增
效。“我们整合了邮政、韵达、申
通、圆通、百世汇通等多家快递物流
企业资源，推动他们在同一平台运
作，由邮政统一进行派送。”陈志兴
表示，这样既有效降低了快递物流企
业的运营成本，又增加了快递物流业
务总量和快递人员营业收入。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我市邮政业务总收
入2.66亿元，同比增长28.68%；快
递业完成业务总量1279.42万件，同
比增长2.28%。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我市探索出了一条“资源整合、交邮
融合、产业聚合”的农村物流发展新
路径，“交邮融合”成效初显。下一
步，我市将继续在全市推广交通运输
综合服务站建设，让“交邮融合”覆
盖到所有的村（社区）；继续加大融
合内容，在上下行包裹上附加营商环
境推介、“农家乐”服务、季节性旅
游产品宣传单，吸引如皋村民走出去
和外地游客走进来，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韩循）眼
下，我市各镇（区、街道）水稻陆续成
熟，正式进入开镰收割期。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目前我市的耕地总面积约119.5万
亩，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达64.4万
亩。根据13个监测点统计的数据显

示，按照目前水稻的生长情况，今年
水稻的亩产约在625千克，预计今
年我市水稻总产量将达40万吨。

走进城北街道天河桥村的
8000亩高标准农田，一派丰收景
象。沉甸甸的稻谷把稻穗压弯了
腰，光是看着，就能预见到收割时

粮满筐、谷满仓的盛景。在搬经镇
湖刘社区的4500亩高标准农田，
水稻同样迎来了丰收。看着田间的
美景，承包户杨长友笑开了花：

“我承包了 200 多亩土地种植水
稻，预计一亩田能有1700元的收
益。等水稻收割好了，我再种植黑

塌菜，又能得到一笔收入。”
近年来，我市围绕高质量发展理

念，共建成78.7万亩高标准农田。“在
‘十四五’期间，我市预计将完成24.5
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推进高
标准农田覆盖率达80%以上。”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周杰介绍道。

我市水稻陆续成熟进入开镰收割期

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

“交邮融合”打通农村快递“最后100米”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席晓星） 近年
来，我市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
准5项，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成效显
著。

建立标准贡献激励惩处机制。我
市在全国县域率先出台《如皋市标准
创新奖管理办法》《如皋市标准领跑
者实施办法》，将“实施标准化战
略”纳入《如皋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激励意见》，设立专项工作经
费，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对主导或
参与标准制定等方面成效突出的27
家企业予以奖励共计720.57万元。

助推企业优质标准迈向国际。我
市主动对接中船704所、洛阳轴承研

究所等单位，引导企业参与国际标准
化活动；推进优质企业开展对标达标
行动，编制对标方案21个，发布对
标结果297项，推动标准、科研、产
业协同发展。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力度。我
市与中国计量大学签订共建协议，出
版教材书籍《标准化基础》并投入使
用，培训师资500多人次，在我市3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开设每学年28
课时的标准化课程，3000多名学生
完成基础课程；开展标准化业务技能
培训、现场观摩、座谈会43次，累
计4000余人次参加，扩大高素质、
国际化标准人才队伍。

我市企业主导或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通讯员杨爱平）近日，
为进一步推进苏陕对口协作，促进如
皋洋县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
市行政审批局赴陕，与洋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就“一件事”跨省通办工作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双方就信息互
认、材料转递、收件标准等方面达成
一致，并现场签订了“一件事”跨省
通办合作协议。

今后，在如务工的洋县人即可在
如享受“新生儿出生”“子女上学”

“买房置业”“就业参保”等一系列
“一件事”服务；在洋县工作的如皋
籍挂职干部、专技人才、投资人及企
业职工也同样可在洋县当地办理“异
地就医”“社保服务”“市场准入”等

各类“一件事”服务。解决了办事回
原籍、两地来回跑等问题，即“在如
皋办洋县事，在洋县办如皋事”，形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务服务

“一家亲”的全新格局。
下一步，我市和洋县将围绕个人、

企业服务高频事项中与群众生活、企
业生产密切相关，有异地办事需求的
事项作为推进通办目标事项，分阶段
分批次，不断拓展通办领域，逐步实现
两地政务服务“业务通、系统通、数据
通、证照通、用户通”，推动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一件事一次办”，让两地
企业群众感受到政务服务“一家亲”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为如皋洋县两地对
口协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洪锋 金晔）
近期，张文婷等676名在我市企业
工作的全日制本科生将陆续收到来
自市人民政府发放的人才综合补贴

“大礼包”。
今年，市人社局共收到来自各

个镇 （区、街道） 的677份人才津
贴申报材料，经严格地初审、复核
以及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张文婷等 676 名同志享受

2021年如皋市企业全日制本科生综
合补贴765万元，创历史新高。

一直以来，市人社局始终秉持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全面
出击，多端发力，加大力度支持我
市企业引进、集聚更多优秀高校毕
业生，不断推动招才引智再迈新
步，打造吸引人才“强磁场”，为
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我市发放企业全日制本科生
综合补贴765万元

创历史新高

如皋洋县开展
“一件事”跨省通办合作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蔡易） 昨
日，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的第四届“百姓名嘴”理论宣
讲比赛决赛在市文化馆举行。南通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军，我市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高峰参加活动。

全市各镇（区、街道）、市级机
关各部门层层选拔产生的23名选手
先后登台。选手们结合本次演讲比赛
的主题，从党史学习教育和日常工作
经历出发，用生动感人的案例，讲述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筚路蓝缕的奋斗
历程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家国变
化；用群众语言宣讲党的理论，讲述
个人感悟，憧憬美好未来。选手们凭
借精心准备的稿件、声情并茂的宣
讲、扣人心弦的话语、热情似火的情
怀、富有感染力的表现，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评委们从宣讲内容、语言表达、

形象姿态等方面，对选手进行综合打
分。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参赛选手
张骅麒辉、吴怡凭借出色的宣讲技巧
和出彩的宣讲稿《三则故事赋能财政
为民》《四代人的回家路》，一举夺
魁，荣获本次宣讲比赛一等奖。

市委宣讲团成员、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姚呈明对本次比赛进行点评。他表
示，今天的比赛是一场风格多样、内
容精彩的理论盛宴，希望选手们能好
好努力，让宣讲内容可以更富穿透
力、宣讲形式更有吸引力，艺术方
法、舞台表现更具震撼力，为如皋带
来一场场精彩的宣讲，真正把党的声
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党的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姚呈明为全体获奖选手颁
发理论武装工作室学员证。

第四届“百姓名嘴”理论宣讲
决赛结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