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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通讯员 唐莹莹冤 全县现有高
新技术企业 162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430 家；每年兑现科技
奖补资金约 4000 万元，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认定率
达 51.6%；连续举办四届鹤乡
人才·科技创业大赛，暖阳半导
体创业团队项目获 2023 年市
总决赛一等奖……近年来，县
科技局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大力推进科技型
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创新
载体建设、科创生态优化等核
心工作，主攻最有条件、最具优
势的领域，增强企业创新动力，
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推进新
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良性互
动，聚力写好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精彩答卷。

发挥企业作用，坚定不移
做强创新主力军。该局大力
实施科技型企业倍增行动，支
持企业与院校专家“1+1”组
队，推动重点规上企业科技副
总全覆盖，计划全年新认定科
技型中小企业 500 家，新增
国家高企 40 家。开展企业研
发创新“诊断 + 提升”专项行
动，支持暖阳半导体、金刚星
齿轮等“单项冠军”“隐形冠
军”裂变成长，全年计划新培
育省市雏鹰、瞪羚企业 10 家
以上。重抓科技招商，瞄准人
工智能、精密结构、数字技术
等产业靶向发力，优先招引有研发机构和知识
产权、符合高新技术领域方向的科技企业，全年
新招引科技型项目 100 家以上。

提升平台能级，坚定不移锻造创新大载体。
该局坚持将创新元素融入产业、载体平台建在
园区，风电装备产业放大时代新材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院、CQC 新能源创新基地聚合效应，支
持远景、中车、亨通等领军企业前瞻布局海上风
电机组轻量化、海底特高压输电等新技术研发
和工程应用，打造服务全球的海上风电产业创
新策源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依托比亚
迪、立讯等头部企业，联动吉林大学汽车研究
院、清华大学物联网研究院，打造长三角地区重
要的动力电池、车载智能感知等关键核心技术
供给中心。电子信息产业园发挥拉曼半导体联
合实验室作用，打造国内一流的拉曼光谱技术
运用和转化中心。智能装备产业园放大无损探
伤产业火炬基地效应，建设高铁轮轴超声波检
测创新联合体。

促进成果转化，坚定不移释放创新驱动力。
该局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力度，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奖励项目成果
给予优先立项、重点支持，推动科研成果在射阳
转化、孵化、产业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聚
焦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融资难题，探索“科创
+ 产业 + 资本”发展路径，发挥国有公司科创基
金撬动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创立风险投资基金，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深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营造创新好生态。
该局系统梳理、精准落实各类科创激励政策，直
达快享市场主体，试点推进“企业创新积分贷”
专项金融产品，构建“银、证、保、担、基金”一体
化科技金融生态链。持续实施“黄海明珠”射阳
计划，配合组织部门探索组建人才公司，全年计
划延揽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80 人、紧缺型技能人
才超千人。释放县科创中心超级链接效应，常态
开展“名企名校高桌论坛”“政企同心创未来”等
活动，新建苏州、深圳等离岸科创中心，打通从
科研、应用到市场验证、模式创新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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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本报讯渊通讯员 董素印冤6 月 28 日，从北京刚结束的第七届政务

服务博览会上传来消息，县数据局获评“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创新优秀
案例单位”。

由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主办的第七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旨在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的指导意见》，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的重要抓手，通过改革引领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实现最大限度利企
便民。此次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效办成一件事”
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全国政务服务机构和数据管理机构广泛关注、积极
参与，经过近半年动员、申报、资料复查、公示、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和综
合评分，共征集案例 732 项（篇）；经过严格的遴选，100 个单位成功入
选，射阳县数据局名列其中。

近年来，县数据局全面推进更加惠民的政务服务增值改革，构建更
加利民的帮办代办服务体系，贯通更加亲民的公共服务供给路径，构建
更加便民的审批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不断激发“高效办
成一件事”改革动力；高效推动政务服务扩面增效，疏通堵点、去除痛
点、破解难点，以企业群众满意为工作的根本遵循，不断强化公共服务
供给，创塑帮办代办品牌，推进涉企“一类事”集成服务，全面推行企业
全生命周期增值化服务，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受到省市主管部门的肯定和推广。

县数据局获评政博会“高效办成
一件事应用创新优秀案例单位”

时下正是水稻移栽的关键时节，我县抢抓有利时机移栽水稻秧苗，
一幅生动的“夏种躬耕图”在鹤乡大地徐徐铺开。

近日，记者来到新坍镇新集村的田间地头，只见工人们正在农技人
员的指导下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水稻栽插工作。两台水稻插秧机
正来回穿梭在水田中，一人驾车、两人放秧，默契协作，伴着充满节奏的

“哒哒哒”声，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插秧机秧盘上滑落，一排排整齐的秧
苗便扎根大地，农田渐渐披上崭新的“绿装”。

“我们育供秧基地有大型拖拉机 4 台、小型拖拉机 3 台、插秧机 6
台、无人植保机 3 台、有人植保机 1 台，现在已全部投入工作。”新合村
村委会副主任陈昌春告诉记者，该村去年 8 月建立育供秧基地，专为本
村和邻村的种植大户提供育秧、栽插及配套田管服务。基地有 10 多位
工人，分别负责起秧苗、运输秧苗、驾驶插秧机和植保机等农机，现在工
人们正齐心协力抢抓农时，确保插秧工作顺利完成。

放水、打田、运秧、装机、插秧……采用水稻播种机进行移栽，不仅
有效提高栽种效率，还节约了栽种时间和用工成本，提高了成活率与整
齐度。“机插特别方便我们后期田间管理，可以减少除草次数，节约成
本，促进水稻高产稳产。”种田大户陈昌尧说起机插秧的好处，更是赞不
绝口。

据了解，新坍镇今年预计水稻种植面积为 7.5 万亩，其中机插秧面
积 2.4 万亩。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科学田管做好各项工作，及时查苗补苗、上水
护苗，以水增温、促进返青。同时，结合化学除草，早施分蘖肥，促进早分
蘖、多分蘖。”新坍镇农业农村局技术员夏阳星说。

沃野披“绿装”
本报记者 陈慧敏 张天济

本报讯渊记者 陈慧敏 通讯员 单雪艳冤日前，县
妇联携手上海银康老年公寓挂牌成立“驻沪射阳好阿姨
之家”，一方面，加强与上海家政企业互动，贯通人员输
送及品牌共建渠道，推动我县巾帼家政品牌融入上海市
场；另一方面，通过联系好、服务好在沪家政员，增强她
们的归属感，真正将妇联组织的关心关爱落实落细。

近年来，县妇联着眼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家
庭，构建政府统筹、国企带头、社会广泛参与的巾帼家政
发展模式，倾力打造“射阳好阿姨”巾帼家政服务品牌。

统筹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我县连续两年将家政服
务业发展工作列入全县重点民生实事工程，设立家政发
展专项引导资金，累计投入 3850 万元，主要用于激励
行业发展、企业培育、人员培训、品牌建设等。妇联、人
社、商务、教育等 11 家单位建立家政服务联席会议制
度，设立“射阳好阿姨”培训学校，建成融技能培训、考试

考核、就业指导、劳务中介于一体的人力资源产业园，已
有 15 家重点巾帼家政服务企业入驻。打造 3 个省级巾
帼社区家政服务社区工作站，建成居民生活 15 分钟家
政服务圈。建立县域家政企业发展联合体，指导成立射
阳家政服务促进会，通过完善沟通机制、建立地域标准、
构建诚信平台、提供法律支持，推动巾帼家政百花齐放。
成立龙头家政企业———射阳县家政服务中心，示范带动
全县 132 家小型家政公司协同发展。

深耕服务标准与品牌延伸。2009 年成功注册“射阳
好阿姨”品牌，编制《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规范》《病员（养
老）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等地方标准，于 2021 年 7
月作为盐城市地方标准进行发布并在全市推广，2022
年获批江苏省首家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目前已
进入项目验收阶段。2024 年“射阳好阿姨”入选全国首
批家政劳务品牌典型案例，并先后亮相省市县职业技能

大赛、长三角家政品牌建设论坛、“创响江苏”创新创业
大赛、劳务品牌发展大会等活动，知名度与美誉度得到
进一步提升。

推进社区嵌入与融合发展。鼓励巾帼家政企业利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建立服务网点，创建并逐步推
广普及巾帼家政社区工作站，在提供标配服务基础上，
设置 4 大类 12 项服务内容，开设“家政服务超市”，提供
代购代买、保洁整理、送餐服务等项目。免费为 0—3 岁
家庭提供育婴育儿指导，聚焦中小学生家庭开办家政暑
期夏令营 3 场 217 人次。针对部分老旧小区老年群体
较多，对居家养老服务、家务照料需求较多的实际，将巾
帼家政技能培训直接送到社区站点。重点面向未就业女
性、因生育中断就业妇女，采取按需定培，开设养老服务
课程并推荐就业，提高妇女培训与就业的适配度，实现
从站点培训到家门口就业的“无缝衔接”。

县妇联精心打磨“巾帼家政品牌”

“又丑又萌”的鮟鱇鱼是什么味道？刚捕捞上的梭子蟹有
多“透鲜”？“滩涂三鲜”的烹饪方法有何“玄机”？海鲜大卖场里
隐藏着什么“宝藏”……射阳的地理、人文造就了别具风格的
人间美味，成就了令人神往的魅力风情。

6 月 30 日 20:00，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商务部联合摄
制、央视综合频道制作的大型美食文旅季播节目《三餐四季》
江苏篇登陆央视综合频道，由撒贝宁、张馨予带领的寻味团走
进我县，探寻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的至鲜风味，享受美味在舌
尖的绽放，看烟火人间的画卷徐徐展开。

天赐良港，依海而生。我县位于北纬 33 度的东部沿海，
境内气候温润、水丰河多、咸淡相融，浩浩荡荡的黄海夜以继
日拍打着长达 107.8 公里的海岸线，加之诸多内陆河流奔腾
入海，造就双洋港、射阳港、黄沙港等 4 座天然良港以及万亩
滩涂湿地，成为水草、鱼虾、贝类等 100 余种潮间带底栖生物
生长的“天堂”，先后获评“中国蟹苗之乡”“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射阳大闸蟹苗”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认定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黄沙港被评为国家中心渔
港，渔业经济总量长期位列江苏前列、盐城市第一位，“天下渔
场、鲜活射阳”的名片愈加响亮。

节目播出当天，黄沙港镇的渔档长街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2024 首届“泊心”欢乐水世界暨“透鲜”黄沙港海鲜美食季
热辣开启，大屏上播放的央视节目《三餐四季》犹如一股清流

涌入人们的视线，节目中的美食、风景、人物深深吸引着大家。
“今天特地来感受一下黄沙港海鲜美食节，没想到我们家乡上
了央视节目《三餐四季》，内心很自豪，我会向我的同学推介我
的家乡。”刚刚返乡的大学生陈远航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激
动。

渔档长街的摊位上，节目中的醉泥螺、腐乳汁呛条虾、红
烧鮟鱇鱼、螃蜞豆腐、射阳大米等美食悉数登场，摆满了食客
的餐桌。“射阳人对鮟鱇鱼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其美味，更因
为名字取自‘安康’的谐音，寓意美好。”“这些菜的食材特别新
鲜，尤其是炒泥螺，我们射阳是新鲜的，其他地方都是罐装的，
口感肯定比不上我们！”热情好客的射阳人一边饶有兴致地观
看节目，一边迫不及待地向外地游客推介着家乡美食。

“醉泥螺、呛条虾、红烧鮟鱇鱼这几道菜在我们这特别受
欢迎，外地游客来这边就喜欢吃，相信《三餐四季》节目播出
后，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黄沙港餐饮店老板李成表示，今
后要在味道、质量、卫生等各方面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了解
射阳，把射阳的美食推向全国。

寻舌尖美味，也是挖“城市文脉”。鹤乡射阳，有美食，也有
故事。食时令海鲜，饮几杯潮起潮落，品人生百味，让内心恬静
自然，那些平日里被忽略的烟火漫卷、细微之暖、传统之美在
镜头下一览无余，勾连美好记忆，呈现人与城的浪漫相遇。

在射阳，海鲜不单是美食，它代表了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居民对生活滋味的执着追求。醉蟹呛虾的做法源自世
世代代的渔民为长期保存海鲜生出的“智慧”，本地滩涂上最
不起眼的“黄蟹子”经捣碎、蒸制等做法，“摇身一变”成了豆腐
般嫩滑的螃蜞豆腐……最新鲜的食材配上朴实的做法，烹制
出最纯粹的鲜味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追求本味，清鲜平和，
这也是淮扬菜最被人称道的精髓之一，也代表了射阳人最朴
实的性情。

美食既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缩影，也是游客体验风土
人情的窗口。近年来，我县策应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廊道建
设，深度挖掘、整合沿海生态旅游资源，系统推进世遗观光、儿
童研学、农事体验、海鲜美食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打造日月岛
康养旅游度假区、泊心黄沙港景区等一批世遗核心景区，真正
让“追光而遇·最美射阳”成为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2023
年全年接待游客 5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1 亿元。

“我们将以节目播出为契机，大力推介和弘扬我县地方特
色美食和风土人情，探寻射阳人三餐四季的故土记忆、文化传
承和精神归属，激活民众消费的内生动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
融合，助力实体经济、民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愿君常来射阳，把美食寻味，把
市井逛遍，与一座港城相亲，枕星河之梦入眠。

射阳味道“透鲜”《三餐四季》
本报记者 贾凡

位于长荡镇
的东云全自动造
型机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袁 致力
于铸造设备的设
计尧生产及服务袁
是精密结构件产
业链中的终端产
品遥当前袁该项目
一期已竣工投
产袁 项目全部建
成后袁 年可实现
开票销售 1 亿
元尧税收 300 万
元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