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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详见 A3➡非遗传人做香囊

清香多彩过端午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加快经济健康
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当前，我市着力深化改革创新
驱动，大力推进标准化战略、质量强
市建设，让高水平质量工作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产业提质增效的“先锋
号”“最强音”。

率先争先 标准引领发展

“我们坚持围绕‘标准化管理、打
造行业精品、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的
标准化方针，以产品实现标准为主体，
以基础保障标准相配套，建立健全标
准化管理体系。”南通力威机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娄兴建说，正是因为企业坚
持以标准为先导，认真分析行业“卡脖
子”难题，从标准的跟随者到制定者，
标准化方针给力威的发展提供了无限
可能。当前，力威机械正在参与《船舶
与海洋技术掣链器》国际标准的制定。
而早在2019年，力威机械已经主导编
制了《海上结构物-海上移动平台-锚
链轮》国际标准，该标准的发布意味着
我国在海洋工程领域迈出了重要一

步，对于中国制造2025、海上丝绸之
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一流的企业制定标准。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我市企业获批组建全国
标准化分委会2个、工作组8个，主
导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194项，获评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2
项、江苏省标准创新贡献奖1项，力
威机械和力星钢球分别实现了南通企
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和获批组建全国
标准化分委会零的突破。

“我市每年都开展‘如皋市标准
创新奖’评选活动，激励企业开展对
标达标行动，采用国际先进标准领跑
全国。”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杨丽
娟介绍道，“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标准
体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近年来，
在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创建中，我市
共新增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12个、省级8个。”

标准实施应用全面深化，经济效
益持续增长。我市以创建国家基层标
准化改革创新先行区为抓手，把标准
化作为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
实社会治理基础、引领实体经济转型

的有效途径，全面促进标准化与经济
社会深度融合，标准化已成为我市对
外宣传推介的新名片、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善作善成 质量夯实基础

质量，有质才有量。江苏泰慕士
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市纺织
服装行业的“老字号”和“领头
羊”，历经风雨三十载，始终坚持把
良好的产品质量作为企业发展的最强
硬核，建成省示范智能车间，获批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跻身中国服装行业
百强企业，荣获2021年度南通市市
长质量奖。今年1月份，江苏泰慕士
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鸣钟
上市，成为我市第11家上市公司。

“我觉得市长质量奖，是一个路
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对企业来
说更是一个阶梯，推动企业一步一步
走到优秀、走到卓越、走到超群。”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敏告诉记者，“以质量夯实基
础，用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是传统
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
题，倡导质量第一的价值取向，坚持引
导龙头企业树立质量管理标杆，形成
以先进带后进的良好生态；引导企业
大力推广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
完善现代企业质量管理制度，构建全
要素质量建设体系，鼓励、指导企业向
全省、南通市质量领域最高荣誉“江苏
省省长质量奖”和“南通市市长质量
奖”迈进。 【下转A2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行走在丁堰镇的各个村 （社
区），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近年来，丁堰镇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用好发展“三色笔”，打
造产业特色、增强生态本色、书写文
明底色，稳步推动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绘就“金绿红”三色乡村振
兴新蓝图。

“金色笔”
打造乡村振兴动力引擎

5月，气温宜人，正是休闲观光
的好时节，位于丁堰镇皋南社区的蜻
蜓垂钓基地迎来了一波“营业”旺
季，不少垂钓爱好者结伴而来，在这
里悠闲地度过周末时光。“这里原先
是一块田地，我父亲在这里守了半辈

子，现在父亲老了，种不动田了，我
就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垂钓基地，也算
是为家乡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作贡
献。”皋南社区返乡能人陆烨说，他
计划将这里打造成集垂钓、餐饮、民
宿于一体的休闲度假综合体。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
有特色。丁堰镇地势平坦，水土资源
丰富，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内涵
要求，该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通过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布局，依托桃园、草莓园、西
瓜园、葡萄园等特色产业基地，逐渐
形成结构合理、多点支撑的产业体
系，农业质量效益有效增加。与此同
时，该镇通过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
业机械化率，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
升，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该镇成
立专业合作社10个，引导企业、新型

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土地3万亩。
依托现有的农业发展基础潜能和

日益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金色丁
堰”“产业重镇”名片日益显现，有
效推进丁堰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

“绿色笔”
厚植乡村振兴生态本色

站在堰南社区四号河旁放眼望
去，河边树影轻摇，坡岸绿草如茵，
清澈明净的水面倒映着天光云影，一
阵微风拂过，粼粼水色如丝带般延伸
向天际，让人心旷神怡。“生态宜
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为了
全面提升农村水环境，丁堰镇以“河
畅水清、功能健全、岸绿景美”为目
标，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通过清

淤疏浚、拆坝建桥、植被绿化、生态
修复等多种措施，整治黑臭水体 9
条，打造生态河道6条，片区化治理
河道34条，营造出“水清、河畅、堤
固、岸绿、景美”的良好生态环境，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与此同时，丁堰镇结合传统村落
创建，对老街实施保护开发，将保留
住历史文化古迹、红色革命遗址的原
貌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抓手，分
步实施如泰、老通扬运河风光带建
设，打造水韵灵动、古朴清秀的宜居
小镇。此外，该镇还结合人居环境整
治，把加强河道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作为主攻方向，组织动员群众开展

“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最美庭院创
建”等行动，聚力打造了江苏省文明
村2个，南通市乡村振兴示范村2个。

【下转A2版】

聚力高水平质量工作
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

丁堰镇：“三色笔”勾勒乡村振兴新蓝图

奶牛养殖助农增收奶牛养殖助农增收

近日，在城北街道花园桥社区
的大生源牧场内，工人们正忙着挤
奶。这片总占地面积1093亩的奶牛
养殖基地是农业农村部奶牛标准化
示范场、国家级学生奶奶源示范基
地，现有荷斯坦奶牛1000多头，日
产牛奶约19.5吨，其中1.5吨用来
喂养小牛，其余的全部送往上海光
明乳业。公司年销售额近3000万
元，为当地农户提供了30多个就业
岗位，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

□融媒体记者邱宇

本报讯 （通讯员皋轩） 近年
来，我市坚持“发展为要、项目为
王、干字当头、奋勇争先”的总体发
展要求，用好用足各项政策，优化土
地资源配置，切实做好重大项目用地
保障工作。

着力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我
市同步推进市、镇、村“两级三类”规
划，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
合”，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保障
重大产业、基础设施、民生领域等重
点项目用地需求。目前，全市总体规
划形成中间成果；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全部落实了编制单位；271个村（社
区）形成实用性村庄规划初步成果。

精准配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我
市严格执行项目用地联合预审查制
度，强化工业企业分级管理和分类指

导，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向重点区
域、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倾斜。

着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我市持
续推进“开源节流、挖潜增效”用地模
式，制定全市工业企业用地提质增效
和产业倍增计划，切实推进项目用地
盘活和闲置空闲土地清理处置，充分
释放土地利用潜力，优先保障重点项
目用地需求。2021年，全市累计盘活
项目用地4800亩。

高标准落实土地资源经营与监
管。我市建立公示地价体系，有序
推进经营性用地上市，健全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租赁管理制度，全面
实行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合同+投
资发展监管协议”配置方式，强化
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监管。

我市高效配置资源
保障重大项目落地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嘉曦）
26日，我市举行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标准化建
设月度推进会，常态化推进镇村精神
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细落实，着力推
动城乡一体文明。市领导高峰、杨天
锡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来到高新区 （如城街
道）顾庄社区、磨头镇新联社区、搬
经镇搬经社区、城北街道何庄社区等
处，实地观摩了相关村（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标准化建设、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有志在皋”志愿服务站
点布设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会上，各镇（区、街道）相关负
责人就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进
行了交流发言。市文明办主要负责人
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点评。

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高峰要求，要提高政
治站位，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
识，狠抓常抓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乡风文明建设、基层
德治等工作，把“简单事”做出高水
平，把“日常事”做成高境界；要坚
持效果导向，反复研究文件精神，认
真做好“补课”笔记，熟练掌握工作
重点，做到心中有数、精准落实；要
结合自身实际，在“规定格式”的基
础上做好“自选动作”，着力打造一
批有品位、有特色、有温度的实践所
（站）、志愿服务站点。

高峰指出，全市宣传条线要深入
开展“喜迎二十大 再次战高沙”主
题教育活动，一心一意、聚焦主责主
业，一马当先、注重创先争优，一字
一句、保持严谨作风，一站到底、不
当“甩手掌柜”，一板一眼、严格考
核奖惩，推动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对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有志在皋”志愿服务站点建
设，文明村镇创建等工作做了业务辅
导。

我市举行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标准化建设月度推进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梦玉）焦
港，作为国家水利部选定的全国7个
国家级幸福河湖试点项目之一，是江
苏省内唯一试点河湖。目前，焦港幸
福河湖建设工作已进入现场勘察及方
案优化阶段。为推进该项工作更好开
展，26日，省水利厅副厅长、省河
长办副主任张劲松率队来如对焦港幸
福河湖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市领
导丁兴华、吴海军参加活动。

张劲松一行实地走访了焦港沿
线，对焦港水域岸线生态环境、空间
管理、水利设施、沿岸经济等进行了
详细了解，听取了我市关于焦港幸福
河湖建设方案的汇报。焦港，全长
57.54公里，流经如皋、海安8个镇
（区、街道），是如皋、海安两地沿岸
区域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承载着供
水、行洪、航运等重要功能。焦港幸
福河湖建设项目，建设范围覆盖焦港
全流域，由如皋、海安两市联合申报
实施。项目预计总投资17186万元，
预期在2023年5月完成验收，工程

将围绕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保护、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化传
承、水智慧支撑的“六位一体”水治
理体系，将焦港打造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
河”示范河道。

张劲松表示，幸福河湖建设事关
民生福祉、利在千秋。焦港，作为江
苏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试
点项目，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有关
单位在推进工程建设时，要围绕有
源、有用、有空间、有文化的“四
有”目标，着力打造可靠水工程、可
持续水资源、可享水环境、可感水文
化的幸福河湖；要发挥沿岸产业经济
优势、做活联合河长制，让项目有特
色；要在水利风景区打造、水利工程
数字化建设上形成特色，让项目有亮
点；要将特色和亮点相结合，在可
观、可感中，让幸福河湖建设有看
点；要抓紧时间、压实责任、把握节
奏，全力推进焦港幸福河湖建设工作
方案过审、尽快施工。

省水利厅领导来如
调研焦港幸福河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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