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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再次战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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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改土虽然成功了，但当前阻挡如
城高质量发展的‘高沙’依然存在。我们要
全面响应市‘喜迎二十大 再次战高沙’主
题教育，找准‘高沙’、战胜‘高沙’。”在
前不久召开的如皋工业园区 （如城街道）
2021年总结表彰大会上，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储开平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2022年是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信
访维稳的攻坚之年、招商引资的突破之年、
项目建设的提振之年。“当前，信访维稳、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就是横亘在如皋工业园
区（如城街道）发展前的‘拦路虎’，是必
须要战胜的‘高沙’。”

当前，全市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
的“集中承压期”，同时也是各类矛盾纠纷
易发多发的“凸显期”，如城作为全市的重

要主战场，维护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压力
越来越大。“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已
经对班子成员挂钩联系村（社区）的名单进
行了调整，对于信访工作问题较大的村居，
增加了挂钩的领导力量，同时推行‘领导包
案+工作专班’的新模式，目的就是要下大
力气、下狠功夫化解信访积案。”

不抓招商引资，就没有项目支撑，招商引
资“不断链”，项目建设才能“不断线”。今年，
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专门出台了考核激
励政策，在班子成员、村（社区）、专职招商人
员三个层面实行“赛马制”，以招商成效比贡
献、论英雄。“对招商第一引荐人，按照梯度奖
励的办法给予真金白银的重奖，最高奖励300
万元，以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大突破，推动
经济发展的大跨越。”

“传承，是最好的铭记；行动，是最好
的传承。”储开平说，2022年，如皋工业园
区（如城街道）将发挥主城优势、扛起主城
担当，持续锚定“工业投入三年两百亿、规
模工业三年翻一番、上市企业五年达十家”
的目标任务，战胜“信访维稳”高沙，战胜

“招商引资”高沙，战胜“项目建设”高
沙，切实提升对全市现代化建设的支撑力和
贡献度，为我市高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发
展样板区贡献更多力量。

“讨饭子出在十姓庄。十姓庄，穷地
方，十年就有九年荒，三天不下雨，河底朝
了上，三天一下雨水汪汪，始终扔不掉个讨
饭棒！”回忆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地
面貌，原城西公社吴庄大队（现如城街道十
里社区）的会计陈召余不禁潸然泪下。陈召
余所在的吴庄大队就紧邻十姓庄。“我有五
分地靠这个庄。种的黄豆已经开花了，一场
大雨之后，连黄豆叶子都看不见了。”

1959年底，原城西公社先行先试，利用
建成全县第一座电灌站的有利条件，大规模
组织劳力削平“龟背驼”，擂响了削平高沙

土、实现“旱改水”的战鼓。
“起早带晚，一天要出4次工。就是早

工、上午工、下午工和晚工。一天事实上要
干13至14个小时。”那段岁月，原城西公社
冒庄大队主任于志高记忆深刻。

“我们大队一小队有一个叫陆胜如的，
总是夜里就去。每天早上，我们去的时候就
看见他的衣服摆在旁边，上面已经结了
霜。”原城西公社纪庄大队书记纪广全说。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治沙改水，原城西公
社大部分高沙土地区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
善，共平整了6000多亩田，通过平整、改土和

建设水利设施，试种水稻一举获得成功。
“我们就先支持这个十姓庄，不分日夜

地平整土地。不仅是要把土地平整好了，还
要把丰产沟建起来。要做到旱能灌、涝能
排，农田才能保丰收。十姓庄以后就富起来
了，条件好了，家家住了楼房。”陈召余自
豪地说。

原城西公社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
水”的成功实践，使当时的如皋县委领导精
神为之大振，改变全县农业生产的落后面
貌、挖掉如皋“穷根”的工作思路豁然明
晰。

“破除陈规陋习，为空气‘减负’，这是
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必然要求。”
新年伊始，我市调整了烟花爆竹禁限放区
域，明确主城区禁放区域内全年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斗香。

腊月二十以后，如城街道纪庄社区将所
有干部的作息时间都进行了调整，实行两班
倒，24小时值守。“我们这里原来有很多土
庙，虽然后来土庙拆除了，但是老百姓还有
这个习俗，在土庙的原址上点香。”社区党
总支书记纪昌俊介绍说，社区干部几乎每天
早上都是天不亮就来到了各自的值守点，深
更半夜才回到家。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的压力最大。”孔
庙社区辖区内的定慧禅寺，以往每年的除夕
晚上，都会聚集近2万人烧香祈福。“我们下
午四点多就从家里出来了，到自己的辖区值
守，我被分到如皋师范、集贤里、定慧寺附
近，直到正月初一下午两点多才回家。”社
区志愿者张存如说。

“正月初五迎财神，开启一年好运程。”

不少做生意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位于城西
社区的兴隆装饰城有200多家商户，之前不
少业主初五零点一过就来开门放烟花、点斗
香，图个好兆头。“今年基本上每家也都买
了的，最大的一家，买的19层的斗香，买
了五六个，都是准备在正月初五这天用
的。”兴隆装饰城负责人吴建林介绍说。

“禁放烟花爆竹、禁燃斗香是当前如皋工
业园区（如城街道）上下最急需战胜的‘高
沙’。”如皋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孙鑫说，“双禁”工作，是破除居民过年陋习
的一次“革命”，是防止大气污染的一次“亮
剑”，更是展示为民初心的一次“练兵”。

为了让居民们发自内心接受“双禁”，如
城街道各社区工作人员“花式”解锁宣传姿
势。陆桥社区、孔庙社区、西郊社区、龙游河
村、沿河村持续发挥“小喇叭”功能，不断扩大
宣传面；仙鹤社区、红星社区“宣传引导+巡查
劝阻”双管齐下，党员干部、楼组长带头示范，
形成“双禁”良好氛围；蒲行社区工作人员变
身“知心姐姐”，耐心规劝已经购置烟花爆竹

和斗香的居民，安排地方集中收集和堆放无
法退货的斗香；城东社区、纪庄社区对送香点
采取24小时专人值班，安排车辆对斗香进行
收集和处理；长巷社区、城西社区依托网格，
发挥“萤火虫”作用，向沿街店面宣传巡查，三
管齐下；凌青村、钱长村立足“双网融合”机
制，发挥好网格和警网的合力作用，积极开展

“双禁”工作。近千名志愿者根据统一安排，细
分至各小区网格，对责任区内“双禁”工作承
担具体责任。除夕下午5点、正月初一零点、正
月初五零点……重要时间段的一次次“打
卡”，成了所有如城人肩扛重责的真实写照。

整个春节期间，主城区因燃放烟花爆竹
或斗香引起交通工具火灾警情0起，同比去
年春节期间下降100%，PM2.5均值较去年
同期下降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0.3%。

“我们要真正把一件事情做成功，还得
益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跟我们站在了一起，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绩。这也是我理解的如皋治沙精神的精髓所
在。”孙鑫说。

城西公社城西公社““旱改水旱改水””的收获的收获

解放初期，我市中西部多为沙洲、沙脊构
成的高沙土地区，高低不平、沙粗且厚、漏水
漏肥、十年九荒。如皋人民一直深受“高沙

土”的影响，土地贫瘠，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水
平很低。穷则思变。勤劳勇敢的如皋人民从
内心深处发出治沙改土、改天换地的呐喊。

为了改变农民耕作条件，调整农业结构，提高
粮食产量，20世纪50年代末期，原城西公社
率先拉开了如皋人民治理高沙土的序幕。

城西公社：治沙改土“第一锹”

禁燃禁放：虎虎生风“战高沙”

“沙场”点兵：靶向发力扛担当

城西公社擂响削平高沙土的战鼓城西公社擂响削平高沙土的战鼓

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

传承治沙精神 扛起如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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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土地贫
瘠、灾害频繁的现状，如皋县委吹响
了“治沙改土”的集结号。去年，市
委十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再次
发出了“弘扬治沙精神，全面乘势聚
力，高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发展样
板区”的号召。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十三届三次全体 （扩大） 会议精神，
即日起，市融媒体中心 （传媒集团）
策划实施“重走治沙路 一起向未来
——‘沙场大练兵’大型全媒体新闻
行动”，深入挖掘如皋治沙精神的新
时代内涵，引导全市上下始终保持

“闻战则喜”的蓬勃朝气，“横刀立
马”的铿锵勇气，“滴水穿石”的奋
进锐气，全力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接
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