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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
市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城市工作的重头，不能见
物不见人。”回望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
初心的深刻阐述，至今仍振聋发聩。

秉承这一理念，我县全面践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
以开拓者的勇气和实干家的担当，奋力推进高质量城
市建设、精品城市打造与精神文明培育。十年来，在射
阳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交通路
网快速编织，城市版图不断延伸，市政功能持续完善、

“智慧城市”应用广泛……共同刻画出城市战略布局的
全新维度，谱写出了一曲波澜壮阔、振奋人心的城市发
展乐章。

科学布局 绘就发展蓝图
“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总书记的话语深刻揭示了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重
要性。如果说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可持
续发展的切入点和重要载体，那么城市规划则是一座
城市建设的“灯塔”和前进的“航标”。

近年来，我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大决策部署，紧密
遵循省、市国土空间规划各项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实
际，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生态环
境保护等多重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
态空间，成功编制完成 《射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坚持底线思维，科学划定“三区三线”。依据国

家和省市部署要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确保
粮食安全底线不动摇；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加大对自
然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维护生态平衡；设定“城镇开
发边界线”，促进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为城市可持
续安全发展奠定坚实的空间基础。

———面向区域统筹，优化县域空间结构。构建“一
主一副，一带两轴四区”的县域发展格局，细致规划农
业空间与工业空间的地理分布，明确各产业空间平台
功能定位，强化区域间联动发展，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
置与有序流动，有效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

———做强城区特色，提高城市品质能级。统筹布局
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安
排居住用地，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严格落实历史文化
保护线管理要求，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城
市和村庄设计，优化城乡空间形态，彰显富有地域特色
的城乡风貌。

科学的城市规划赋予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如今
的射阳，城市形态轮廓日益明确，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城区辐射力显著增强，水网绿地、建筑景观、交通路网、
文化特色等风貌要素日益完善，已然成为屹立在黄海
湿地的一颗璀璨明珠。

以人为本 提高城市能级
高楼挺立，是城市的筋骨；精神丰盈，则是城市的

灵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诉求已从对基
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

近年来，我县积极回应这一时代诉求，在聚力推动
住房、交通、医疗、水利、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基础上，进一步将丰富群众的休闲文化生活作为提升
城市品质、增强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打造一个
既宜居又宜业的美好家园。

漫步射阳城区，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朝阳智慧街
区、凤凰文化广场、全民健身中心、淮剧文化广场……一

系列现代化、高标准的城市地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
仅满足了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成为展示
射阳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在凤凰文化广场的新华书店里，市民们可以沉浸
在书海中，与名人名家进行心灵的对话；在中共华中工
委纪念馆里，人们可以深刻体悟革命的力量，传承红色
基因；在日月岛葛军艺术馆里，到访者们可以沉醉于艺
术的海洋，领略无尽的美学魅力。

与此同时，我县还依托多元化场地资源，结合新
春、中秋、国庆、暑期等重要时间节点，积极组织开展各
类文体娱乐活动，成功举办日月岛太空音乐节、第三届
江苏省青少年街舞大赛、2024 盐城黄海湿地公路自行
车赛、“十里菊香”四分马健身跑等一系列活动，让运
动、音乐、舞蹈等元素巧妙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有效
激发全县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为城市的全面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展望未来，我县将不断深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内涵
与外延，致力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每一处城市设
施都成为市民心灵的栖息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这
片热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

数字赋能 助力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要在科学化、精
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多年来，我县坚持以城市治理
现代化为主线，积极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
念创新，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初步探索出一条以数字技术支撑城市治理精细化、
现代化的路径。

以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为例，通过该平台，我
县将县城划分为 26 个责任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
职信息监督员，负责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
通秩序等城市管理问题进行巡查与上报，确保问题得
到及时响应和处理。 (下转二版)

幸福“城”长
———射阳这十年之城市建设篇

本报记者 吴君灵

本报讯渊记者 陈慧敏冤一个个重大项目落
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奋力冲刺……在经开区，到
处可见的是机器轰鸣加快施工和企业忙碌生产
不歇的场景，切身感受到的是蒸蒸日上和欣欣
向荣的发展前景。进入四季度，该区坚持链群
并举、招大引强、提质增量、民生至上，全力以赴
抓改革、谋创新、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

坚持链群并举，产业能级再提升。该区统筹
推进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
育“三大任务”，聚焦纺织、建材、健康食品等传
统产业，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实施

“智改数转网联”，加快向功能性面料、新型建
材、高端食品等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围绕

“智汽高飞”新兴产业，全力引进强链补链延链
型项目，动力电池产业链以比亚迪为龙头，带动
功能键、结构件、隔膜材料等一批上下游项目落
地。精密结构件产业链由手机、电脑等 3C 行业
向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领域渗透拓展，引进
燊雅智能终端、鼎森电子等终端企业。光电显
示产业链引进信达 LED 芯片封装，填补上游灯
珠产品空白，初步构建从 LED 芯片检测、灯珠、
封装、模组、显示终端的产业链条，全年主导产
业实现产值 150 亿元以上。

坚持招大引强，重大项目再突破。该区坚持
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积极适应招商
形势新变化，紧盯长三角、珠三角等资本和项目
密集区，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资源
招商、应用场景招商等方式，加大与央企国企、
上市公司、风投创投、私募基金以及各类科技型
企业对接力度，先后举办“上市公司射阳行”“新
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供需座谈会”等
10 多场专题招商活动，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4 个，新开工亿元项目 19 个，新竣工亿元项目
12 个。信达 LED 芯片封装入选省重大项目，11
个项目入选市重大项目，全年预计实现固定资
产投资约 100 亿元，其中高技术投资占全县
65%以上。

坚持提质增量，企业矩阵再壮大。该区重抓
实体经济，强化企业服务，推动主要指标稳定增
长，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3 家，全年新培育开票
超 50 亿元企业 1 家、超 10 亿元企业 1 家，开
票超亿元企业总数达 55 家。培育税收超 3 亿
元企业 1 家，税收超 2000 万元企业 4 家，税收
超 1000 万元企业 5 家，全年工业税收预计达
7 亿元。新增规上服务业和限上贸易企业 25
家、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 5 家。外资到账、外贸
进出口分别占全县 47%、52%。扎实抓好专精特
新、高企培育、股改上市“企业发展三件事”。华
景智慧能源新三板挂牌，杰龙麦芽获批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金戈米业获批江苏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培育星级企业 10 家。

坚持民生至上，产城融合再加速。该区围绕
建设宜居城市、打造和美乡村、塑造美丽生态，
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建设、文明城
市创建。完成县城 9 个重点地块征收，改造提
升 16 个老旧小区，惠及群众 1764 户，推动物业服务全覆盖。改
善农房 269 户，改厕 722 户。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 1.25 万亩，粮
食面积和产量稳步增长，22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达 50 万
元。把准群众关切期盼，用心写好民生答卷，实施就业增收促进
行动，全年新增就业 2000 人以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7.5%。兜稳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常态走访困难群众，推动园区商
会企业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打造“阅美‘经’开”全民阅读活动
品牌，组织文艺下乡 60 场次，受益群众 5 万余人，陈洋、桃园、合
东复评市级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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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走进晨光路雨污水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道路一侧被高
高的围栏有序隔离，围栏上悬挂的
安全标语醒目而警醒。围栏内，机械
轰鸣，挖掘机巨臂挥舞，精准开挖管
槽；10 多名工人身着统一工作服，头
戴安全帽，忙碌着铲土清淤、管道顶
进等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
象。

“目前工人们正集中力量进行
微顶管施工，包括沉井设立及管道
连接等关键环节。截至当前，晨光路
工程已顺利完成约 60%的工作量，
预计将在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完工。”
县农水集团污水提质增效项目现场
负责人岳红海带领记者深入现场了
解项目最新进展。

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并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此次
晨光路雨污水改造项目摒弃了传统
的直接开挖方式，转而采用了微顶
管工艺。这一工艺如同进行一场温
和而快速的地下污水管网“微创”手

术，相较于“开膛”式的大面积开挖，其优势显著。岳
红海向记者介绍道：“微顶管施工工艺，它包含工作
井和接收井两部分，其中工作井用于安装顶机设备。
这一工艺的最大特点是占地面积小，对环境的污染
也相对较低，同时技术成熟，能够将对居民生活条件
的影响降到最低。”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居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
积极推进污水管网提质增效工程，进一步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疏通城市地下“毛细血管”，努力
让居民美好生活不再添“堵”。据了解，此次光明路
与晨光路污水提质增效项目共投入资金 569.5 万
元，新建 DN400 玻璃夹砂管长 820 米，DN500 玻璃
夹砂管长 780 米，沉井 62 座，项目建成后，能够有
效解决区域内雨污合流以及部分区域降雨积水等问
题，减少生活污水对人居环境的影响，切实造福百
姓。

“2024 年，污水提质增效项目预计投资 2.7 亿
元，旨在全县城范围内改造 75 个地块。截至目前，已
有 20 个地块完成改造，还有 55 个地块正处于紧锣
密鼓的施工阶段。一旦全部改造完成，将极大地改善
我们县城周边河流的水质，有效提升居民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岳红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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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我县共有 3 家单位入
选。其中，县文化馆凭借其出色的射阳评书保护工作，成为我
县唯一入选的曲艺类保护单位。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射阳评书
艺术价值的认可，更标志着我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评书，这一源自汉代的古老艺术，以北方语音为根基，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形式，因其独特的魅
力，历经千年而不衰，更在射阳这片多元文化交汇的土地上
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成为一张彰显地方特色的亮丽文
化名片。几十年来，得益于县政府的持续鼎力支持，射阳评书
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评书队伍不断壮大，节目质量显著提
升，演出足迹遍布全省乃至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了评书的独特魅力。

县文化馆作为射阳评书保护与传承的中坚力量，始终站
在文化传承的第一线，以其独特视角和创新举措，深入挖掘
射阳评书的艺术精髓，精心策划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演出活
动，为射阳评书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2023 年 6
月，评书《丰碑》在首届中国大运河“曲艺民星”评选活动中精
彩亮相，不仅展现了射阳评书的深厚底蕴，更让县文化馆荣

获“优秀组织奖”。而评书《风雨宋公堤》更是从众多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中国大运河优秀少儿曲艺作品展演奖。“这是对
射阳评书艺术造诣的高度赞誉，更是对我们传承与推广工作
的最好回馈。”县文化馆馆长顾东升满怀深情地说道。

走进评书的演出现场，立刻被演员丰富细腻的面部表情
所吸引，紧接着，表演者用那抑扬顿挫的语调、生动形象的语
言，将故事娓娓道来。无论是古代的英雄豪杰，还是现代的市
井百姓，都被他们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伴随着“他举
起了迎风的膀子，旋风的筷子，托住了大牙，垫住了底气，抽
开了肚子头儿，甩开了腮帮子，吃得是鸡犬伤心，猫狗落泪！”
生动台词的响起，一个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的“吃货”形象瞬
间跃然于观众眼前，令人忍俊不禁，同时也感受到了射阳评
书那无与伦比的活力与独特魅力。

然而，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射
阳评书等传统曲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
需求变化，县文化馆积极行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组织
专业人员对射阳评书进行深入挖掘与系统性整理，将那些优
秀的传统曲目与精湛的表演技巧以文字、影像等形式记录下
来，确保这份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与传承。同时，还大力开
展培训、公共演出、专题讲座等活动，激发广大民众对射阳评

书的兴趣与热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射阳评书传承人。
县文化馆还携手知名传承人王立志，创办了江苏省首家

“刘兰芳少儿评书培训基地”。这一举措不仅为射阳评书的传
承注入了新鲜血液，更让评书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
芽。“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学习到评书的基本技巧，还能领略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的表演虽然稚嫩，但那份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决心却让人感动不已。”看到越
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射阳评书的学习中来，顾东升深感欣慰
与自豪。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
间正道是沧桑。”这句台词，不仅是对评书艺术功能的精准概
括，也是对射阳评书传承与发展的美好愿景。在县文化馆的引
领下，射阳评书正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越来越多的
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更是传承与创新的典范。

“如今，射阳评书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
化符号，一种精神力量。它见证了射阳人民的智慧与勤劳，也
承载着射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县文化馆馆长
顾东升表示，我们将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
射阳评书的保护与传承，让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舞
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惊堂声声续古韵 射阳评书焕新彩
本报记者 吴君灵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益
海渊盐城冤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大豆尧菜籽尧水稻等农产品生
产加工尧仓储及销售袁拥有 10 万
吨级以上仓储能力袁先后获得野全
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冶野江苏名牌
产品冶野江苏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
业冶等荣誉遥 图为企业忙碌的生产
场景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