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游人在江苏农垦云台农场云水湾湿地公园观赏拍摄荷花。连日
来，云水湾湿地公园内20多个品种的荷花绚烂绽放，吸引游客争相前来打
卡观赏拍照。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殷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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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发展困难 紧盯有利条件

云台山景区：描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 徐黎一 通讯员 刘

东 王三祥）盛夏时节，大花果山景区绿
意盎然，凉风习习。周末，渔湾景区更
成了游人戏水纳凉的首选地。 为了给
游客营造全新的游览体验， 渔湾景区
开辟提升的“珍珠瀑”景点吸引了大批
游客。站在观景平台，清潭飞瀑交相辉
映，让人流连忘返。投喂锦鲤、趣味游
船……这些亲密互动也集聚了人气。

连日来， 云台山景区认真落实全
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
省市决策部署，在正视困难的同时，紧
盯发展的有利条件，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推动相关经济指标尽快恢复向好，
坚决扛起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政治责
任， 全力以赴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
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丰富发展业态，做强景区主业。“为
了顺应旅游市场本地化， 紧跟市场热

点，我们新增了房车露营基地，游客可
以在这里举办露营烧烤、欣赏草坪音乐
会，可以满足不同人群需求。”渔湾景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景区南边的渔湾游
客中心建设现场，一场主题为“大干90
天、攻坚保目标”的劳动竞赛火热开启，
本次劳动竞赛为期90天，以高效建造为
指导，以优质高效为主题，以安全生产
为基础，从施工质量、施工效率、工作态
度、文明施工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各个施
工队伍的施工成绩，确保渔湾游客中心
项目高效、优质建成，切实打造成精品
工程，为稳定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利用景区有利的资源条件， 做大
经济总盘子。今年，云台山景区党工委
研究提出了将文旅康养产业、 林下经
济产业、 养老地产业等五大产业作为
景区发展的主攻方向。 围绕景区管委
会提出的“五大产业”发展目标，南云

台林场进一步扩大灵芝种植规模，3月
起， 在孔雀湖茶场又新建8个灵芝大
棚。目前，土地整理、深翻、卫生消毒等
前期准备工作已就绪，近16000个接菌
椴木已全部部署完毕。据悉，新建的8
个灵芝大棚，预计年产灵芝孢子粉700
公斤、灵芝切片800公斤，创产值近300
万元。与此同时，为使生产的灵芝孢子
粉走向市场， 林场与知名制药企业合
作，已办理完各类市场准入手续，计划
开发灵芝新产品， 增强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占有率，促进产品提质增效。下

一步，南云台林场将以“高端化、产业
化、特色化”为目标，全力打造集种植、
加工、销售、旅游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
林下精品。

“当前正处于实现大花果山景区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景区上下将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稳住经济大盘，全力开拓新产业，发展
新模式，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云台山景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朱加刚说。

7月2日 ，市民和
游客在连云区嘉瑞
宝广场的星光夜市
消费、游玩。连日来 ，
连云区嘉瑞宝广场
的星光夜市热闹起
来 ，民族文化 、奇妙
运动 、特色美食等让
市民及游客流连忘
返 。近期 ，该区通过
营造多样化的消费
场景 ，激发文旅消费
市场的新活力 ，促进
消费市场回暖 、旅游
经济复苏。

记者 王健民 摄

“江苏好人”杨锐冰：

10年“微爱”助239名寒门学子“筑梦”大学

10年来，先后走访上千户困难学子
家庭，累计行程超过10万公里，共为239
名困难学子争取到社会爱心人士捐助
187万余元，个人捐赠3万余元……连云
港报业传媒集团的杨锐冰，2013年依
托《苍梧晚报》创办“微爱筑梦”助学公
益行， 影响并带动上万人加入助学队
伍，书写港城大爱。今年6月，杨锐冰入
选“江苏好人榜”。

“2013年，我在多次深入乡村的采
访中发现，家庭因病致贫、因残致贫是
出现困难学子的主要原因。我就想，能
否发挥媒体平台优势， 帮助他们解决
学费难题， 助推他们实现人生梦想
呢？”杨锐冰说，这个想法成为她创办
“微爱筑梦”助学公益行活动的初衷。

“每年走访困难学子，都是大学录
取通知书开始发放的时候， 也是一年
中最酷热难耐的季节。” 杨锐冰坦言，
10年来，面对酷暑，她都会深入我市偏
远乡村走访困难学子。 无论是东海县
山左口乡、赣榆区黑林镇等偏远乡村，
还是海州的廉租房、棚户区，都留下她
的身影。走访之路并不平坦，有一些困
难学子的家，甚至连导航都无法定位，
在路上耗费2到3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最长的一次走访， 是2020年前往灌南
一户困难学子家。由于乡村偏远，道路
泥泞，杨锐冰花了整整4个小时才找到
学生的家。

“顶着朝阳出门，披着星星回家”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这对于杨
锐冰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刚
开始的6年时间里，杨锐冰都是自己开
车前往乡村、城郊走访；每年花费数千
元的油费不说， 还发生过车轮陷进泥
泞里、迷路的情况。而这就是“微爱筑
梦”助学公益行的最大特色与亮点：到
现场去，实地挨家挨户走访，发现真正
需要帮助的困难学子，绝不错帮一个，
也不漏帮一个。

对于这份“必须到场”的坚持，有
人不理解。“让各县区报点贫困学子材
料给你不就行了？”“有必要一家家去
跑吗？”对于这些或是出于关心、或是
质疑的声音， 杨锐冰都笑着说，“不到
现场去看看，我心里不踏实”。的确，在
10年的走访中，杨锐冰发现部分“贫困
学子”的材料存在造假现象，一些不符
合资助要求的假贫困生， 都被杨锐冰
筛选排除，“我们的爱心款， 要交到真
正需要学费的困难学子手上。”

走访的路上， 杨锐冰一直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的叮嘱———

“要躬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
动真情。” 正是一次次深入实地的走
访， 她看到困难学子家的夜晚是没有
灯光的，父子俩摸黑听着收音机；她看
到孤儿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好心人
资助的8700元学费，跪在坟前，告慰天
堂里的爸爸； 她收到了困难学子寄来
的感谢信，信上写着“我要感谢《苍梧
晚报》 助学公益行！ 只有自己变得强
大，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在推进“微爱筑梦”助学公益行活
动的同时，杨锐冰还深入践行“四力”，写
下400余篇共计100余万字的报道，通过
报纸、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发布，感动了大
江南北万千读者和网友，带动上万人参
与助学活动。如今，参与助学的爱心人士
有1万多人，覆盖了大江南北，既有91岁
的爷爷，也有10岁的娃娃。2021年，90岁
的退休教师王伟在看了报纸后，资助东
海女孩胡梦莲本科期间每年1万元助学
金；80多岁的张奶奶，也持续3年帮助东

海学子， 捐助东海学子冯中玲2000元，
并送她一件冲锋衣。

“‘微爱筑梦’ 助学公益行不仅展
现了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也践行了友
爱互助的志愿精神。”杨锐冰说，它注
重帮扶实效，不仅着手解决学费难题，
对学生勤工助学、 申请学费减免和助
学金等方面也积极沟通、联系，促成社
会各界对困难学子更深入的关注与更
专业的帮扶，在全社会形成慈善意识、
公益意识的引领。 该品牌也在困难学
子心中埋下一颗感恩的种子， 并实现
困难学子由“受助”到“自助”，最终“助
人”的良性循环。

2018年1月，“微爱筑梦”助学公益
行被评为连云港市精神文明建设十大
创新品牌。2019年，“微爱筑梦”助学公
益行被评为连云港市首届网络公益项
目。杨锐冰也被评为连云港市首届“我
们身边的好青年”之“扶贫助困”好青
年、连云港市优秀志愿者。

市区环境卫生“十四五”规划出炉
到2025年，市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超75%

本报讯 （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孙
淑莉）昨日，笔者从市城管局获悉，《连
云港市区环境卫生“十四五”规划》出
炉。到2025年，全市环卫事业实现更高
水平绿色发展， 统筹城乡的生活垃圾
分类收转运和处理体系实现全覆盖，
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匹配的收运处理全
链条体系全面建立， 城乡垃圾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环卫基础设
施智能化水平、环卫精细化管理水平、
环卫服务智慧化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制度完善、运作有效、社会参与、市级
统筹、 属地负责的环卫事业管理系统
有效建立，依法行政、调控有方、监管
有力、 运行有序的政府监管与服务体
系全面形成。

高质量深化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适合连云港实际的垃圾分类模式
全面形成，全类别、全链条、全覆盖的
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基本建成， 生活垃
圾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回收
利用率达到35%以上。

高标准建设运行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 城乡一体化环境卫生管理机制和
各类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全面
建立；城乡统筹、能力充足、技术可靠、
环保达标、 管理高效的各类生活垃圾
收运设施建成投运， 生活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超过75%。

精细化提高环境保洁作业服务水
平。公厕等级得到提升，城区二类及以
上公厕比例70%， 环卫保洁规范化作

业得到进一步完善， 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大于92%。

深入打好环卫行业污染防治攻坚
战。 按照国家和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决策部署， 加强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运行监管和污染防治， 提高环卫
清扫保洁精细化管理水平， 坚决打好
环卫系统污染防治攻坚战。

智慧化提升环境卫生事业发展水
平。以推动环卫行业转型升级为主导，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现代环境卫生治理体系，
实现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
激励有效、 多元参与的现代化环境卫
生治理体系。

系统性谋划环境卫生行业重点工

程。“十四五”期间，完成晨兴生活垃圾
焚烧厂1座750吨/天炉排炉建设，后续
根据生活垃圾产生量和环保要求酌情
考量第二座750吨/天炉排炉建设，完成
700吨/天赣榆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解
决区域垃圾处理能力不足问题， 新增
垃圾焚烧能力1300吨/日；扩建金驰餐
厨废弃物处理厂， 新增餐厨废弃物处
理能力155吨/日；新建全市厨余垃圾处
理厂， 新增厨余垃圾处理能力200吨/
日； 配套建设30万立方米赣榆飞灰填
埋场； 启动连云港固废循环产业园建
设，新建60吨/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场，新建50万立方米飞灰填埋场。新建
精品公厕50座。 持续改造一批垃圾转
运站，完善除臭和渗滤液预处理系统。

我市联合盐城、南通、泰州
共同走进济南推介旅游

本报讯 （记者 徐黎一 通讯员
马炜杰） 近日，由我市文旅部门牵
头，连云港、盐城、南通、泰州四座
城市共同举办的2022江苏旅游新
干线联合推介会在济南举行。济南
当地旅行商、新闻媒体等代表，与4
市文旅企业负责人出席活动。

江苏旅游新干线是由连云港、
盐城、南通、泰州4市于2006年全力
打造的区域旅游经济联合体。 多年
来，通过共推文旅产品、共拓客源市
场、共创区域品牌等方式，合力推出
了神山仙鹤长寿慢生活之旅， 并作
为江苏省主打旅游品牌之一， 在客
源地市场颇受市民游客的青睐。

活动现场，江苏旅游新干线特
邀国家高级导游，结合夏季旅游热
点， 倾情推介了4市各具风情与特
色的文旅资源及产品，受到了参会
旅行商的广泛关注。江苏旅游新干
线坐拥良好的生态和人文资源，夏
季海滨避暑胜地———赴神奇浪漫
之都连云港，游大圣故里、赏西游

胜境； 舒爽美丽的湿地之都———在
自然盐城，打开心扉，与丹顶鹤、麋
鹿邂逅 ； 江海平原上的森林氧
吧———往灵秀南通赴一场江海之
约、 森林之旅； 岁月静好的水乡古
镇———去水城泰州体验慢生活，感
受健康名城的尘世幸福。

此外，4市还集中整合推出了
多条 “一程多站式” 精品旅游线
路，除主打的“神山仙鹤长寿慢生
活”之旅以外，还有“不忘初心跟
党走”“诗画田园绘美好”“闲养旅
居慢生活”“一城一味品盛宴” 等，
不仅涵盖海滨游、古镇游、水乡游
等文旅消费主流， 还包含了露营、
乡村休闲、红色研学等时下消费热
点， 让缤纷暑期与 “诗和远方”相
伴，满足了新常态下市民游客多层
次的出游需求。连云港《西游记》文
创、盐城发绣、南通蓝印花布、泰
州兴化船娘IP等各具文化特色、创
意独特的旅游商品现场集中展
陈，分外吸睛。

小作坊提档升级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这家小作坊，布局合理，干净
整洁。”昨日，海州区仲华军米线加
工厂来了一批特殊客人———海州
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他们进入生
产操作间，从环境卫生、生产过程、
制度建设等方面逐一查看后，对加
工厂的改造进行了肯定。

在现场， 绿色的地面上有黄黑
相间的醒目分界线， 不锈钢质地的
米线机干净锃亮， 墙上挂着食品小
作坊生产管理制度和食品安全自检
自查制度等， 工人们戴着蓝色的无
纺布头套和口罩， 穿着白大褂正在
加工米线。 浸泡后的大米沥干水后
磨成细腻的米浆， 放入米线机后经
过螺旋高温高压挤压熟化， 一把把
洁白的米线就形成了。

“刚拿到登记证的时候，由于投
入资金不足、管理水平有限，诸多方
面存在不足。今年，我们工厂能提升
档次，多亏了监管人员的指导，帮助
我们合理布局， 最大限度利用空间
区域，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加工厂
负责人仲华军说，“现在好了， 我们
加工厂完全按照生产企业要求，铺
设了环氧地坪，更新了机器设备，还
制定了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

“与之前相比，改造后的小作
坊更加规范化，生产的产品质量更

加稳定， 同时按照要求建立了进货
查验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
制度、进销存记录制度，做好进货、
生产、出厂等台账记录，在保持产品
原有风味特色的基础上， 从源头控
制了产品的食品安全，销售、效益较
之前都有了质的提升。”海州区市场
监管局食品科科长庄钦博告诉笔
者。

为确保广大市民吃上放心的食
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以
来， 海州区不断加大食品加工小作
坊产品的抽检力度以及食品加工小
作坊的提档提优升级工作。 严把登
记许可关，对新办、变更地址的小作
坊，邀请业务专家进行把关。利用小
作坊登记证期满延续的契机， 靠前
指导作坊主改造生产环境， 提升硬
件设施水平， 对辖区食品加工小作
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此外，还与市
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计量部门联
系沟通， 免费为辖区作坊主的计量
器具进行定期校验， 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为作坊主排忧解难。截至目前，
打造了4家江苏省名特优小作坊、3
家连云港市名特优小作坊。

石梁河水库今年首次长时间泄洪
本报讯 （记者 王怀诗 通讯员

李军 高德应） 受连日来强降雨影
响，石梁河水库水位上涨迅猛，6月
28日1时水位22.83米，到6月28日11
时涨至23.84米，仅仅10个小时上涨
了1.01米，并持续上涨，至6月30日8
时，水位上涨至24.37米，超过汛限
水位0.87米。 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调度指令，石梁河水库管理处于
6月28日11时开启南泄洪闸， 泄洪
每秒300立方米，6月30日先后加到
每秒800、1000立方米，7月1日7时
加大至每秒2000立方米。截至7月1
日11时， 石梁河水库已泄洪72小
时， 累计泄洪水量1.5亿立方米，这
也是石梁河水库今年首次长时间
泄洪。

石梁河水库地处苏鲁两省的
东海、赣榆和临沭三县区交界处，
是沂沭泗流域洪水东调入海的枢
纽工程和最便捷通道， 也是江苏
最大人工水库和我市最重要的防
洪保安工程。 水库最大水域面积
90.9平方公里，总库容5.26亿立方

米， 是一座具有综合功能的大Ⅱ
型水库。6月26日以来， 我市本地
和上游的沂沭河流域普降暴雨，
沭河上游已形成今年第1号洪峰，
6月28日8时， 石梁河水库入库流
量达到每秒1180立方米， 随后入
库流量动态调整，截至6月30日20
时30分， 水库入库流量仍达到每
秒587立方米。

为确保水库枢纽工程安全，在
发挥水库调蓄洪峰效益的同时，市
水利部门下达调度指令，要求石梁
河水库6月28日11时起开闸泄洪，泄
洪流量不断动态调整并持续加大到
每秒2000立方米。在泄洪期间，石梁
河水库下游新沭河沿线东海、赣榆、
海州等县区已安排800余人上堤值
守，市县区水利部门加派技术力量，
做好堤防巡查。石梁河水库管理处
及沿线的太平庄闸、三洋港挡潮闸
等市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干部职工
24小时坚守岗位，密切关注水雨情
变化，确保水库、河道、排水口门行
洪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