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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集装箱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
村旅游也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九华镇赵
元村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围
绕千年银杏树，打造观光景点，推动

“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初冬时节，位于赵元村的千年银杏

树尽情舒展着枝干，叶子随风飘落，遍
地金黄，古银杏树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
时刻。这棵千年银杏树是赵元村的一处
地标景点。近日，记者来到赵元村时，
身着旗袍的游客戴春梅和朋友正站在树
下，一边赏景，一边拍摄抖音视频，向
网友们宣传这棵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
银杏树。

“我平时喜欢到乡村采风。听说了这
里有棵千年古树，就来这里拍视频，把
咱们如皋的美景推荐给更多的人。”戴春
梅话音刚落，一阵微雨袭来，她和同伴
连忙收起自拍杆，撑开雨伞。银杏叶缤
纷落下，和着斜风细雨，飘落在裙裾边

……
“每年11月中下旬的时候，银杏叶

开始凋谢，金黄色的树叶陆续飘落，地
上也是一片金黄，很多游客都慕名前来
观赏、拍照。”赵元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邓
水平告诉记者，这棵古银杏树入选了江
苏十大“寿星树”。近年来，赵元村高度
重视对古银杏树的保护，通过一系列措
施对其进行管养，同时深入挖掘古树的
历史文化价值，顺应市场需求，建设观
景小游园，为市民娱乐休闲提供了一个
好去处，更让古银杏树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网红”。据了解，这棵银杏树系雄
性，高近30米，胸径7.8米，需五位成
年男性张开双臂方能合抱。远远望去，
古树似一位老者，静静伫立在大地上，
与风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像现在这个季节，满地的落叶泛
黄，适合拍照发发朋友圈，小孩还可以
把树叶拿回家做做手工。”石小丽是附近

的村民。下午四点，她约上几个好友，
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了赵元村赏景。孩子
们或踩着地上松软的银杏叶追逐嬉戏，
或捡拾银杏叶细心观察……

千百年来，这棵古银杏树不仅见证
了岁月变迁，还见证了赵元村的喜人变
化，更承载着村民们的牵挂与乡愁。村
民黄文斌现定居在南通市区，他告诉记
者：“我的祖籍在如皋，这是个有文化底
蕴的城市，像古银杏树这样的景点比较
有文化价值，值得打卡。周末我经常会
带孩子回如皋转转，寻找小时候的生活

场景，给他们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启航。对于赵

元村今后的发展，邓水平表示：“未来，
村里将把重心放在农文旅融合项目上，
围绕古银杏树，增设一些诸如游船、水
车等安全系数比较高的游乐项目，后期
还打算建设风情民宿，帮助村民致富增
收。”

以文美农、以旅富农，一幅“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画卷
正在赵元村徐徐展开。

□融媒体记者吕丽

九华镇赵元村：

“农业+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绘新景
本报讯（通讯员苏秀银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近日，市委

政法委深入结对帮扶社区搬经镇高明庄社区，开展走访调研，
进一步深化双联双助工作。

走访调研中，高明庄社区负责人介绍了社区的产业结构、
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工作推进情况。市委政法委一行人详细
了解了社区目前存在的困难，与社区两委班子围绕党建引领基
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展
开深入交流，同时讨论了近期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安
排。此外，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还就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网
格化服务管理水平给予了指导。

双联双助工作需久久为功，下一步，市委政法委将继续加
强与高明庄社区的交流合作，群策群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全力解决好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
心事，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薛永红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今年以来，
我市加快推进农机服务业态创新，持续加大农机社会化服务新
主体、新模式、新业态指导支持力度，促进农机化服务能力提
档升级。

我市积极培育发展特色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市财政安排
专项资金，给予国有公司、集体领办的农机经营服务组织实际
负担购机额90%的奖补，给予个人领办的农机经营服务组织实
际负担购机额80%的奖补，最高奖补50万元；对使用播种机或
收获机为他人开展大豆玉米复合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达
30亩以上的，给予30元每亩的补助。

同时，我市对照省、南通市两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根据建设主体运行现状与发展方向，
针对建设主体与建设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行“一对一”个性化
指导推进，高质量建设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加强技术服务支
撑，多次组织特色农机服务组织培育主体赴生产厂家考察，指
导主体根据本地黑塌菜、白萝卜和青毛豆等主要种植品种的种
植模式，完成机械选型、技术培训和试验示范，提供社会化作
业服务。目前，我市成功建成“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省级2家、南通市级6家，培育特色农机服务组织2家，农
机化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青少年学生这
一重点群体，以“法治+”着力打造优
质法治教育平台，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
成长。

“法治+阵地”打好宣传融合牌

日前，记者走进搬经镇初级中学，
明法立德广场、德法大舞台等德法景观
一一映入眼帘。“一走进校园就能深深感
受到德法教育的氛围，既能促进学校规
范化管理，又能提高师生的德法素质。”
该校老师纷纷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市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学生身
心特点和法治教育重点，协助学校创新
法治教育内容和形式，将普法与“红色
精神”“长寿文化”等特色相结合，成功
打造搬经镇初级中学“明法立德广场”、
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中“德法教育主

题园”等14个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阵
地。

“法治+课堂”念好教育普法经

日前，高新区实验初中联合高新区
人民法庭开展了“模拟法庭”进校园活
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让遵
法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有效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我市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法治教育网络，灵活开设法
治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治书画作品
征集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学法主观能动
性，使青少年从被动学法变为主动参
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掌握。今年以
来，共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200余
场，师生全员参与禁毒法律知识竞赛，
参与率达100%。

“法治+骨干”建好法治服务队

为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效果，
我市从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司法行政系统选聘政治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沟通表达顺的干警、
律师，建立一支优质的法治副校长队
伍，督促其用心承担起青春“护林员”
职责，引导未成年人学习法律知识、树
立法治信仰，为全市广大青少年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此外，围绕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是
什么”“干什么”“谁来管”“怎么聘”

“如何干好”等问题，我市还系统设计法
治副校长考评管理制度，健全督查考核
与保障激励，进一步保障制度运行规范
化、科学化、常态化，着力提升法治副
校长队伍履职能力。

“法治+援助”撑好成长保护伞

“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
何让他们第一时间获得专业法律援助的帮
助和庇护，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工
作。”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卢延林表示。

我市还健全校园隐患排查和伤害事
故预防制度、突发事件信息上报和重大
案件联动处理机制、校园纠纷调处分工
协作机制；坚持日常排查与重点时段排
查相结合，对排查出来的校园纠纷，在
查明案情、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及
时就地进行调解，切实将校园纠纷解决
在萌芽阶段；建立青少年学生法律援助
转交申请长效机制，构筑青少年学生维
权“防火墙”。今年以来，我市共办理涉
青少年学生法律援助案件224起。

□通 讯 员于 勇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以及河道长效管护工作，水
质不断向好，水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守为
民初心，坚持治与管相结合，全力打造群众身边的生态河、美丽河、幸福河。

□融媒体记者陈嘉曦

本报讯（通讯员苏鑫 融媒体记者吕丽） 近日，如皋市
2022年基层社会治理暨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正
式开班。各镇（区、街道）网格办工作人员和全市所有村（社
区）专职网格管理员参加培训。

今年以来，我市政法系统以“红网格通通建”和“精网微
格”工程为抓手，不断健全完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
理模式；以打造网格规范运行样板区为契机，探索建立村（社
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标准体系，成功立项省级网格化服务管理
试点项目；以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目标，创新开展基层社会
治理“三年百村精品”工程，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
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据悉，此次培训班分为两期，主要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等相关内容。
授课内容既紧跟当前形势，又紧贴基层实际，有助于参训人员
进一步理解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内涵，激活基层网格治理“微细
胞”。

本报讯（通讯员环新新 宗佳翠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为
进一步增强我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员的业务水平和应对突
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日前，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开展了调度地
理知识技能竞赛。

参赛人员为全体在岗调度员，竞赛内容涉及全市各镇
（区、街道）的地理位置相关知识。整个竞赛过程比拼激烈，
经过半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
三等奖2名。调度员们纷纷表示，将通过此次竞赛进一步查漏
补缺，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此次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全面展示了市120急救指
挥中心调度员爱岗敬业、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激励调度员不
断学习，进一步提升专业知识、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市委政法委持续深化
双联双助工作

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开展技能竞赛 提升业务水平

“精网微格”“红网格通通建”
激活基层网格治理“微细胞”

我市着力推动
农机化服务能力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