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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吴青青）近
日，第十一批次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名单公布，江安镇周庄社区周严墩上
榜“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周严墩位于如皋西乡，据《周氏
族谱》记载，1368年，周氏族人迁
徙至此。当时的周严墩位处长江冲击
口，连年水患。周氏族人筑墩定居，
以防水患，并以“严”自居，“周严
墩”因此闻名。

近年来，周严墩将特色田园乡村
创建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牢筑四大文

明阵地，全面弘扬农村文明建设新风
尚。周严墩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生态魅力乡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发展高产高质农
业，全面助推经济发展；激活文化引
擎，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如今的周严墩，特色桑园“碧波
荡漾”，雪白蚕茧富民增收；红色文
化铸魂赋能，文旅融合步伐铿锵；文
明故事央视展播，乡村治理行稳致远
……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化为壮
美现实。

近日，水绘园风景区内绿树成荫、夏荷叠翠，游人络绎不绝，人们在
绿意盎然的古典园林中观光游览，乐享夏日里的丝丝清凉。

□通讯员吴树建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易） 7月
3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
书记何益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鸣昊，市委常委顾留忠、秦金
春、夏淼、陈鸣华、卢志敏、张炜龙、许
敬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司
祝建，副市长黄文斌、顾凡、陈刚、崔建
村、孙得利、唐余宽列席会议。

会议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
苏“四个新”重大任务，围绕“在科
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进行专题学
习。何益军指出，要增强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的责任感紧迫感，集中力量、
集聚资源、集成要素，加快把科技创
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最大增量”；要加快构建战略性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聚焦六大优势产
业和重点园区产业创新需求，加快推

进创新平台建设，开展重点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好高新区等
要素集聚优势，布局一批科技项目推
动高新区扩容提质，支撑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加大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力度，
加强金融赋能等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确
保科技型企业育得出、长得大、留得
住；要加快实施“双招双引”行动，
积极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聚焦汽车及零部件、新型电力装备等
重点产业领域人才需求，加快培育、
引进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要优化组
织推进机制，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加
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取得
更大突破。

会议讨论了《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调度推进

督查的工作机制》。何益军强调，要
深刻领悟总书记赋予江苏工作的总要
求、总目标、总蓝图，结合如皋实
际，找准工作重心和主要抓手，努
力交出高质量答卷；要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与即将开展的第二批主
题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细化举
措、落实责任，见行动、见真章、见

实效；要大兴务实之风、大兴调查研
究，各牵头市领导要靠前指挥、加强
调度，各镇（区、街道）、各相关部
门要紧密协作、同向发力，认真制定
并实施好八个行动方案，确保“八大
行动”落地落实；要强化督查推进，
落实好常态化调度推进督查机制，全
面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
速落地见效。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议题。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俊） 7月
31日，市政协十五届六次常委会会
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张元健主持会
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办公室党
组书记陈鸣华，市政协副主席杜永
红、张亚鸾、郑振明、陈小燕，市政
协秘书长冒海清参加会议。

会议重点围绕“聚焦优化各类资源
要素，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助力国
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进行协商议政。

陈鸣华在讲话中感谢市政协一直
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就下一步做好国家创新型县（市）建
设，他表示，将全力优化区域创新格
局、奋力推进创新主体培育、聚力提
升平台载体能级、倾力打造一流科创
生态，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
创新，致力打造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县域城市典范，全面开启“科创皋

地”建设新征程。
张元健指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

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抓住了科技创
新，就是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牛鼻子”。要统一思想，形成共
识，进一步坚定“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深刻认识推进科技创新是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是
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是突破
瓶颈制约的有效途径；要履职尽责，久
久为功，争做“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助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的参
与者、担当者，为助力成功创建作出政
协贡献；要统筹安排，务实高效，以治
沙的韧劲推动全年履职任务高质量完
成，推动建言资政更有用、凝聚共识更
有效、增进团结更有力。

会议还协商调整了部分市政协委
员。

江安镇周庄社区周严墩上榜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走进如皋，历史感、真实感和浓
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我市建立并完善一系
列工作机制，修缮、保护和利用“三
箭齐发”，采用无人机摄影、三维激
光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探讨
数智化技术赋能历史建筑保护的创新
途径，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转型升级
探索更多可能。

科技助力
为历史建筑赋予“数字”身份

七月，骄阳似火。章黎正拿着纸
笔，在东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逐户走
访。作为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保
护利用科的科长，她带着科室工作人
员，走街串巷，详细询问每座历史建
筑的建设年代、历史沿革和相关历史
故事，并一一记录在案。

“目前，如皋已公布的历史建筑

有33处。”章黎介绍，为了解决历史
建筑损坏严重、修缮困难等难题，今
年我市首次启用无人机摄影、三维激
光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对历
史建筑进行测绘建档，为历史建筑赋
予“数字”身份。

历史建筑电子档案的建立，前期
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现场调
研、甄别历史建筑的艺术特征和历史
特征，是完善历史建筑电子档案不可
或缺的环节。“东大街和武庙历史文
化街区，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的青砖瓦
房，以明、清及民国时期建筑风格为
主。这些历史建筑，建成时间久远，
艺术风格独特，背后有很多有意义的
故事，需要我们去挖掘、填补。”章
黎介绍，经过持续努力，如皋目前已
经完成了18处历史建筑的档案调查
及基础建筑图测绘工作。

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应用，让历
史建筑电子档案的建立化为现实。

“我们联合市规划建筑设计院，从三
维数据采集、三维模型建立、建筑
测绘图、720全景影像等方面，为历
史文化街区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化保护方案。”章黎说，构建完善的
历史建筑电子档案，能准确直观地
体现历史街区的现状风貌以及历史
保护建筑所处的周边环境，反映历
史建筑的外观结构及残损、变形等
各方面信息，为后续保护、修缮工
作提供基础档案，为管理部门决策
提供可靠依据。

如今，历史建筑多种类数字化建
档工作进展良好，目前历史街区的高
精度倾斜摄影三维模型工作已基本完
成。

数字技术
让历史建筑保护开发迭代升级

随着我市历史建筑多种类数字化

建档工作的推进，由市规划建筑设计
院负责推进的历史街区保护信息管理
系统也在逐步成型。三维全景浏览便
是该系统具备的一项功能。

在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师董
步昌正忙着对采集点的云数据进行建
模处理，借助数字技术清晰复刻历史
建筑的每一条纹理，形成高度逼真的
场景重构。“目前我们已经建成历史
街区高精度倾斜摄影三维模型，通过
三维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街区
的整体概况。”董步昌表示，三维模
型精准度非常高，误差能控制在2厘
米以内。

“以迎春桥边上的石井井盖为
例，在不去现场的情况下，我们就可
以知道该井盖的长度。我们通过三维
模型可以测量出来，井盖的长度是
80厘米左右，现场去量的话，误差
不会超过2厘米。”董步昌介绍。

【下转A2版】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员王静 刘金宁）近年来，我市结
合本地特色，立足优势产业，将农业
龙头企业培育作为推动农业规模化、
特色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
抓手，逐步形成了一批有实力、带动
强、理念新的“领头雁”，取得了农
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
农民收入增加的阶段性成效。截至
2022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85家，其中，国家级1
家、省级12家、南通市级39家。

立足特色产业，规模效应在分类
施策中不断放大。我市围绕花木盆景
和“三黑三白”特色产业定位，注重
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产
业规模效应持续增强。以华夏花卉等
专业市场和天恒园林等园林绿化公司
为龙头，带动全市种植花木盆景20
万亩，形成全产业链200亿元的体量
规模。中皋、品瑞、春华等蔬菜加工
龙头企业和品德、家家乐等农产品运
销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基地共建等
合作模式，有力推动了黑塌菜、白萝
卜等乡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花名堂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
式，不断开拓市场，水培盆景取得如
皋唯一出口资质。各级各类农业龙头
企业有力推动了特色产业发展，
2022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143.86亿元。

坚持培育龙头，品牌特色在争先

创优中不断彰显。我市注重国家、
省、市、县分级培育，发展壮大基础
好、辐射带动作用大、市场竞争力强
的农业龙头企业。弘玖水产黑鱼贸易
物流网络辐射全国26个省市，“水之
梦”免浆黑鱼片供不应求；中皋农产
品生产的各类速冻产品销往全国各大
中城市。大力支持龙头企业申报和推
介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证
明商标）9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3
个，省级、南通市级农业品牌目录产
品各4个、13个，绿色优质农产品
比重为69.82%。

注重项目合作，共享机制在融合
发展中不断优化。我市持续完善产业
链利益联结机制，全市农业龙头企业
通过自建共建基地、订单收购、与新
型经营主体合作等方式，带动农户
30.16万户；积极探索经营主体融合
共生共赢新模式，积极组建优质稻
米、肠衣、黑鱼等8家产业化联合
体，其中，广兴米业、联众肠衣被评
为省级示范联合体。以产业融合为突
破口，持续打造“三黑三白”全产业
链，以弘玖水产为龙头的黑鱼产业链
获评全省县域特色产业链发展典型；
以广兴米业为龙头，全市35家优质
大米加工企业年销售大米 30 余万
吨，销售额 15亿元，“蒲塘”“百
岁”“粒粒香”“福欣源”等品牌大米
广受市场青睐。

做强农业龙头企业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古建筑遇上高科技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数智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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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十五届六次
常委会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