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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强强 稳稳信心 增长

随着积分制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
全面推广运用，我市各村（社区）围
绕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因地制宜制定积分项目、明确评价标
准和实施办法，不断激发群众参与乡
村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为乡村治理赋
能增效。

美丽庭院奏响欢乐“积分曲”

立春过后，家住下原镇张庄村的
纪奎林就在自家院子里忙活起来，把
院子里的土翻一翻，为播种做好准
备。纪奎林表示，村里推行庭院评比
后，自家院子被评为“美丽庭院”。

“打造菜园，既方便了餐桌，又美化
了环境。在庭院评比中既赢得了荣
誉，累计的积分还能在村里的积分超
市兑换奖品，一举多得。”纪奎林开
心地跟记者分享。

近年来，张庄村创新建立“六
美”庭院评比细则，从客厅居室靓
化、院落内外绿化等6大类21小项
设置积分细则，群众参与庭院整治过
程中积分累计达到40积分，可以在
积分超市兑换相应物品和服务，这一
举措很好地激发了群众参与创建工作
的积极性。“我们以美丽庭院积分制

管理为切入口，融入垃圾分类、移风
易俗等乡村治理的重难点工作，每月
28日由‘美丽庭院’评选小组对照
评比细则，逐户查看、观摩评比。”
张庄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江希介绍，

“美丽庭院”已成为张庄村人人向往
的一项荣誉。

积分兑换凝聚全民护河合力

除了将积分制管理用于庭院评比
外，有的村（社区）还将积分制管理
的重心放在河道治理上。“我们村共
有七条居住河，经过河道整治疏浚
后，目前基本实现‘水清、岸绿、景
美’的目标。”磨头镇十字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宇表示，十
字桥村在筹集的河道管护资金基础
上，建立了百姓河长基金会，沿河住
户可以通过积分，在河长基金中兑换
奖励，每一个积分奖励1元。

“积分卡专门用于沿河住户的河
道管护考核，总计150分，考核内容
涉及沿河绿化植物管护、水面河坡清
洁等方面。目前推行效果较好，沿河
百姓基本能够做到‘自己的河道自己
管护’。”程玉宇介绍，十字桥村由百
姓河长、行政河长、网格员组成巡河

小组，每旬开展巡河考评、积分公
示。年底根据积分排名对百姓河长进
行奖励，考评较好的百姓河长可以享
受来自河长基金的适当补助。“去年
我家积了130多分，就是130多元，
这是实实在在的激励。希望今年我家
这片河能管得更好，争取多拿积
分。”村民程广圣说。

积分制兑出乡风文明新面貌

在东陈镇南东陈社区，文明新风
积分长廊设置了积分计算标准、积分
评比流程、每月居民积分公示等多个
模块，详细展示了社区积分制的开展
情况。“我们为每户办理了文明新风
积分存折，评分主要涉及人居环境、
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乡村治理等方
面，总分100分。由社区两委干部、
网格员、党员群众代表等组成评分队

伍，每月评比一次。居民可以凭借积
分在社区易俗堂兑换相应奖品。”东
陈镇南东陈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张伟表示，奖品从肥皂到电饭煲
不等，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移风易俗
工作的积极性。

“在社区易俗堂办理红白喜事、
参加社区的集体婚礼、参与各类志愿
活动等，都可以攒积分。”社区居民
常孙华告诉记者，他不仅自己积极参
加各项移风易俗志愿活动，还鼓励身
边人一起参加。随着积分制的推行，
社区居民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大大
提高。“以前大家可能是一种‘被动
参与’的心态，现在越来越多居民有
了‘我要参与’的热情。今后，社区
将不断完善积分制工作，带动更多居
民参与其中，激活移风易俗新风
尚。”张伟表示。

□融媒体记者蔡梦玉

“积分制”赋能乡村治理
提振乡村“精气神”

本报讯（通讯员纪新兴 融媒体
记者李军）昨日，记者从如皋海关获
悉，2022 年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
377.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
长16.3%，占南通市进出口总值的
10.3%。其中，出口270.1亿元，增
长 8.6%；进口 107.1 亿元，增长
41.7%。

据悉，2022年，我市以一般贸
易方式进出口 285.1 亿元，增长
21.6%，高于我市整体增幅5.3%。同
期，以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方式分别
进出口80.3亿元和11.5亿元，分别
增长 4.0%和下降 8.2%，分别占
21.3%和3%。

传统出口产品迸发新动力，机电
产品、纺织品、石化产品等重点产品
出口保持增长，运输工具出口倍增。
2022年，我市出口机电产品100.6亿
元，增长8.4%，占我市出口总值的
37.2%。其中，运输工具出口5.5亿
元，增长5.3倍。纺织品和石化产品

出口分别增长3.5%、9.4%，二者合
计占我市出口总值的22.2%。

此外，电器及电子产品、农产品
进口也快速增长。我市电器及电子产
品、农产品分别进口43.6亿元、21.4
亿元，分别增长1.1倍和35.0%。其
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占我市进口总值
的 比 重 较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13% 至
40.7%，成为我市进口快速增长的关
键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民营
企业正成为我市外贸增长的主要推
力，内生动力不断增强。2022年，
我市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 227.3 亿
元，增长21.6%，占我市进出口总值
的60.3%。民营企业增速高于我市整
体进出口增速5.3个百分点，是我市
外贸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同期，外
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分别进出口
145.1 亿元和 4.8 亿元，分别增长
7.9%和57.6%，分别占我市进出口总
值的38.5%和1.3%。

2022年我市外贸进出口
保持快速增长

工人协同配合、叉车往来穿梭、
货车蓄势待发……新春伊始，在南通
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仓储区，工人
们早已从节日氛围中走出来，精神饱
满忙生产。一墙之隔，整齐排列的罐
体、蜿蜒串联的管道、高高耸立的烟
囱……一组组大型的生产装置安静伫
立，无声却高效地运转着，为仓储区
出货提供了坚实支撑。

忙碌的生产背后，是百川不断增
扩的市场。作为一家从事高新技术化
工新材料产品研发生产的专业企业，
百川研发生产的酯类、酐类、增塑剂、
多元醇类以及绝缘材料等多种绿色环
保型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
药医疗、家用电器、工业设备等各种行
业。“2022年，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发
展压力，我们增加了优势产品产量，让
优势产品占据更多市场，公司的销售
指标向着50亿元迈进，税收贡献超亿
元。”公司董事长蒋国强介绍道，百川
研发生产的绿色环保型化工产品在相
关领域鲜有“对手”，是企业市场不断
增扩的拳头产品。

对着电脑仔细检查实验原料、参
数、流程图等，再对照着一步步执行，
在百川的新材料合成用助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内，中心负责人周国君又开
始了一项新课题的研发。来到百川的
10多年时间里，他承担的30多项课
题从这里走出，走向了生产车间。“新
课题是一种多元醇类的下游产品。”周
国君一边操作实验装置，一边介绍道，
该产品如果能够研发成功，将帮助企
业拓展细分领域的市场。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百川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像
周国君这样有着创新能力的专业人
才有80多名，也正是因为他们日复
一日地进行研发实验和技术攻关，百
川相继获得了有效授权专利129件，
还先后主持、参与了13项国家、行业、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我们的新
材料合成用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早在2016年底就通过了省级认证，
企业也于去年获评江苏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说起公司的技术创新工
作，公司技术副总吴晓明充满自豪。

化工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进入新时代，绿色环保型化工产
业，更是有着广阔的发展赛道。“百川
在落户如皋之初就决定要走一条技术
创新之路，在绿色环保化工产业上抢
占发展先机，而这就需要企业有属于
自己的科研之核。”蒋国强说，对于占
地面积将近500亩的百川来说，占地
1亩多的研发大楼格外不起眼，但却
是驱动企业发展之舟行稳致远的核心
动能。

“聚焦主业主责，着力部署重大
技术攻关及产品研发，百川将不断增
强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为企业发展
增势赋能。”在蒋国强看来，工艺路
线成熟可靠性高、产品技术附加值
高、单位产品能耗低、污染低的“两
高两低”转型发展路是新时代化工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
希望通过聚焦优势科研力量协同作
战，在促进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回馈
反哺本地产业链，为地方产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百川新材料：

以“科研”之核驱动发展之舟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想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常抓不
懈，全域推进。去年以来，磨头镇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中小科创企业集聚
区”的目标，迅速破局，具有辨识度的“科
创小镇”雏形逐步显现。

强队伍 力拼硬服务

做好工作的关键在人。磨头镇无论是产
业基础，还是资源配置都没有明显优势，经过
反复考量，镇领导班子决定将铲除“高沙”的第
一锹，放在统一思想、建强队伍上。不管是大
会、小会，“创新”几乎逢会必提。

“坚定不移抓好创新，不仅是市委、市政
府自上而下的要求，更是我镇的必由之路。”
磨头镇党委书记王红坦言，“当前，我镇工业
基础较为薄弱，土地、能源等要素日趋紧

缩，传统发展模式已不适应现实需求。与此
同时，我们距离主城区近，经济体量适中，
现在正是更换赛道、转型升级的好时机。”

“更换赛道”说着轻松，背后却有着“壮
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为保证创新落在实
处，磨头镇党政领导班子坚持“一线工作
法”，以上率下，提振全体精气神。镇领导班
子成员和工作人员主动走出“舒适圈”，大家
一边抢学产业新知识，一边招引科技新项
目，脚步遍及安徽、深圳、上海等地的高校
院所，“天天往外走”成为常态。

塑环境 增强硬实力

“这个园区非常好！完全能满足我们的生
产需求，周围配套也比较齐全，工人的生活
也很便捷。”德国MM舵片项目负责人弗兰
克首次走进磨头镇的产业园，就十分满意。

可谁能想到，这片产业园就在不久前还
有些“土气”。“大家用热情、细致的服务，
把客商吸引来，更要有实实在在的家底，让
项目落下来。”王红向记者介绍道，“在资金
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保障了这一
块的投入。虽然整体投入不大，但都用在了‘刀
刃’上，比如补齐绿化、完善功能等。”

园区打造只是“科创小镇”建设的一部
分，2022年，磨头镇同步汇集资源优势，深
入实施高企倍增计划，定期举行经济运行分
析会；坚持产城融合，打造商超服务便民
站、特色小游园、网红打卡墙等独有印记；
积极完善孵化器、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
良好的工作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

正是这份认真的态度和坚定的付出，虽
然是刚刚起步，磨头镇却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2022 全年申报南通科创招引企业 16
家，新增科技服务业2家，高企培育认定16

家，新异众创空间创成省级众创空间，科技
创新各项指标保持全市前列。

勇争先 打好硬基础

如果说2022年是探索尝试，那2023年
则要大干快上。

目标清晰、成效显著、干劲十足，新的一
年，已绘好蓝图、定好路径，磨头镇将借助主体
功能区“顶天立地”的产业优势，深耕精密制造
细分领域，坚持内培外引双向发力，持续做好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 【下转A2版】

磨头镇：“科创小镇”快步走 抢抓发展“新赛道”

弘扬治沙优良传统
深化干部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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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逐渐回暖，正是踏春好时节。周末，我市不少
市民选择走出家门，前往龙游湖畔赏春景。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坚持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全方位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努
力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

□融媒体记者邱宇

龙游湖畔踏春忙

名嘴“理包”进基层
家风“课堂”出实效

高留军：退伍不褪色
平凡岗位续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