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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驾校“夜培”服务人气火爆
本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熊哲 葛

刘园）近段时间以来，报名驾考培训的人
数激增， 我市各大驾校迎来一年中最火
热的暑期档。 大量的年轻人选择这一两
个月时间，通过培训考取汽车驾照。为缓
解培训高峰，避开炎热的天气，市交通控
股集团权属交通驾校在全市率先推出
“夜培”服务。从7月10日至9月30日，凡在
市交通驾校报名培训的学员， 可通过提
前预约的方式， 选择晚6点至8点的科目

二“一对一”智慧驾培服务。
昨晚7时许，位于市区建设路上的交

通驾校练车场内，灯火通明。10台教练车
在学员的操控下进进出出， 反复练习着
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等项目。场内，2名
教练时刻关注着各辆车的动向， 不时地
走到车窗边指导。笔者注意到，每辆车上
只有一名学员，按照语音提示自主练习。
这一场景，在与训练场一墙之隔的“交通
e驾先锋”智慧驾培体验中心的监控大屏
上，清晰可见。教练组组长陈步刚密切关
注大屏上闪烁的车辆， 点开监控小画面
细看。“2796，你的右车头没有甩进去，往
前上一步，看后视镜操作。”他通过语音
系统向学员宋先生发出指令。大屏上，显
示着在线学员数、锁车预警、机件预警、
需辅导学员等信息。

“从去年8月1日推行智慧驾培以来，
我们的驾培服务更规范了， 严格按照上
级要求执行，学时计算都是自动的，例如

科目二需要学满16个小时。”陈步刚说。
以前十几个人轮一台车、一人学车几分
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现在学车更加规
范、安全、有序。

市民陈先生刚刚结束了晚6点到7点
的预约培训，他边喝水休息边说，“我在
公司上班，白天也没时间学，听说这边晚
上6点以后可以约车约教练就过来报名
了，非常方便。”

“因为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目前学时
只识别到晚8点，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就到
8点结束。”交通驾校党支部书记王慧敏
介绍。现在学员中不仅有很多准大学生，
还有一大部分学员都已参加工作，要腾
出练车时间很难。加上白天气温太高，夜
间练车不仅体感舒适，还能静下心来熟
练操作，增强备考信心。

据悉，自从市交通驾校推出夜间培
训服务以后，广受欢迎。10台教练车从早
7点到晚8点，天天满档，已经达到一车难

求的地步，现在一般要提前3天才能约到
晚上的档期。 为做好晚上练车安全保障
工作，驾校加强了训练场地的亮化，安排
了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员， 力争让学
员安心、舒心、放心。

市交培公司办公室主任吴小江介
绍，交通驾校是全市唯一自有科目二、三
考场的驾培机构， 也有全市首家摩托车
智能化考场， 下一步将继续提高服务质
量，进一步打响“交通e驾先锋”品牌。

灌云县龙苴镇

“文化纳凉”润民心
“我们村有两支文艺演出

队，东张桥一支，西张桥一支，
只要天不下雨，加上邻村村民
来看演出的， 每天晚上都有
300人左右， 由于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和文化站的节目编
得好，演员们演得也好，现在
每天晚上看演出的人更多
了。”近日，灌云县龙苴镇张
桥村党总支书记袁春闪对笔
者说。

据了解， 龙苴镇29个村居
每个村都有业余文艺演出队，
这些业余文艺演出队由各村
居文艺爱好者自发组成，农
闲之余，特别是晚上，大家来
到村居文体广场或者文艺爱
好者自己设立的演出地点，
运用花船、跑驴、表演唱等文
艺方式表演节目， 村民们吃
过晚饭后不约而同来到演出
地点看戏。 这些文艺演出队
来自群众，扎根群众，为引导
他们传播先进文化， 倡导健

康生活， 镇村两级专门成立
领导小组，采取网格化管理，
由镇文化站牵头对各文艺演
出队的业务给予指导和监
督。 镇文化站组织人员创作
党的二十大精神、移风易俗、
法律法规、 人居环境提升等
内容的文艺剧本提供给各文
艺演出队排演，寓教于乐，让
广大村民在纳凉观赏文艺节
目的同时受到教育。

入夏以来，该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和文化站工作人员
跑遍全镇40多个演出点指导
和观看演出，并现场发放党的
二十大精神、移风易俗、法律
法规、邻里和睦、家庭和谐、
人居环境提升、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内容的宣传材料，使
文体演出活动场所成为宣传
政策法规、科技知识和传播精
神文明的阵地， 让 “文化纳
凉”润民心。

（邹毅 王艮霞）

灌云县四队镇鲁河村

小葡萄串出致富“金串串”
又是一年丰收季， 又是一年果香

飘。8月的灌云县四队镇鲁河村阿福有
机葡萄园，四处弥漫着浓郁果香。一串
串的葡萄挂在头顶，压弯支架，有的粒
大油亮，有的紫似水晶，有的青碧如玉，
像玛瑙，似翡翠，颗颗鲜亮，串串饱满，
让人垂涎欲滴。 果农们正忙着采摘、称
重、打包、集中装车，葡萄园内呈现出
“甜蜜”的丰收景象。

“来， 你们尝一尝这巨燎峰葡萄，糖
度在25至27度，比巨峰更甜。”承包葡萄
园的老板阿福摘下几颗紫黑色、 布满白
霜的巨燎峰葡萄， 高兴地给前来采摘的
游客品尝，“我们这里的葡萄不仅销往农
贸市场、超市，同时供客人采摘，因为葡

萄口感非常好，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回
头客。”阿福满脸自豪地介绍。他种植的
有夏黑、醉金香、阳光玫瑰、美人指等葡
萄品种， 基本能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口味
的需求。

今年48岁的阿福于2019年从浙江
来到四队镇鲁河村流转200亩土地种植
连栋式日光温室大棚有机葡萄，通过几
年的精心打理，今年已进入盛果期。“预
计亩产量在1250公斤左右。” 看着硕果
累累的葡萄架，阿福对今年的收成充满
信心。

在采摘园内，一架架葡萄藤枝繁叶
茂， 一串串葡萄如珠似玉、 挂满枝头。
“我们请专业技术员疏果， 每串保持在

50至60粒。不仅串形、果粒漂亮，而且外
形也好看、味道正。”阿福的妻子告诉笔
者。 葡萄园紧靠242省道， 交通十分便
利，每到周末，很多周边市民驱车前来
采摘品尝。“现在每天正常销售在七八
十箱，有时团队订购会达到200多箱，葡
萄的各个品种都深受消费者喜爱。”

葡萄园在鼓起老板钱包的同时，也
给当地居民就业带来了便利，有相当一
部分周边村民常年在葡萄园务工，不仅
增加了家庭收入， 也能照顾家中老小。
“按天算工钱，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工
作也不重，离家近，省心省事。”在葡萄园
打工的妇女如是说。

近年来，鲁河村采取“党建引领+产

业发展”模式，围绕“稳就业、强基础、富
家乡”这一主题，通过出台一系列优惠政
策，鼓励和吸引众多在外经商人士、创业
成功的能人及外地客商来村里投资兴
业，发展高产高效种植产业，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除了采
摘、零售、订单、批发，阿福还通过微信朋
友圈和直播带货，为葡萄园带来人气，产
品销售一直异常火爆。如今，葡萄已成为
鲁河村村民致富路上的 “金串串”，“串”
出了集葡萄种植、葡萄采摘、休闲农家乐
等为一体的“甜蜜产业链”，也“串”起乡
村致富路。

（朱恩云 丁雪 王苏海）

赣榆区墩尚镇

推进养殖尾水治理项目 助力水环境持续改善

8月17日，赣榆区墩尚镇养殖尾水治
理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工人们

正加班加点进行固定式生物模块制作、
电缆铺设等作业，几名身穿救生衣的施
工人员正对河道中的部分悬浮式生物
模块、固定式生物模块进行日常维护作
业。岸边空地上，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模
块安装。

墩尚镇针对区域内鱼塘养殖尾水
规划实施了尾水治理项目，加快推进
鱼塘养殖治理，助力养殖尾水污染物
达标排放，目前区域内3000亩鱼塘养
殖尾水治理项目已开始施工。自今年
5月上旬开始河道清淤拓展工作，前

期已完成所有河道清淤拓展工作并
全面开展施工，目前已完成所有填料
制作安装及设备安装工作，现在正在
进行电力施工， 预计该项目9月底能
全部完工。

“我们主要通过生物舱、悬浮式生
物模块、 固定式生物模块为微生物提
供繁殖生长的栖息场所， 在整个过程
中可以去除尾水中的有机物、 总氮、
总磷及悬浮物， 经过整个治理区处理
完毕后， 出水完全达标排放， 排入范
河。” 墩尚镇养殖尾水治理项目技术

负责人李伟科介绍。 墩尚镇养殖尾水
处理项目主要是利用 “微生物+三水
共治” 工艺来处理3000亩鱼塘养殖尾
水。

据了解， 墩尚镇养殖尾水治理项目
总投资1135.36万元，项目建成后，水产
养殖主产区池塘养殖尾水将实现处理达
到江苏省《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中二
级标准后排放， 能够切实加强养殖污染
管控，助力水环境持续改善，促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发展。

（张南宁 樊艳飞 秦梓钧）

灌云县人社局

帮办代办全力办
贴心服务获群众点赞

今年5月， 服务对象仲先
生在工作时从高处坠落，因其
伤势严重每天都需输血治
疗， 用人单位支付的2万元
看病费用对他来说只是杯水
车薪 ， 仲先生的家人向省
12345平台提交了求助诉求。
灌云县人社局获知情况后，
安排专人全程指导其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同时积极督促
用人单位及时支付治疗费
用，解决伤者后顾之忧。在后
期办理工伤认定事项时，因服
务对象腿脚不便，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推着轮椅将其引导至
调查室内进行调查取证；在当
事人病历材料不全、部分材料
有误的情况下，考虑到服务对
象目前伤势较重，并且当天下
午还要返回老家养伤，无法前

往相应的医疗机构调取就诊
材料，工作人员主动为当事人
提供材料辅导和帮办服务，帮
助办事人备齐各项材料。整个
办事过程中，灌云县人社局工
作人员全程热情接待、贴心服
务，仲先生对工作人员的服务
连连称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
奖。近年来，灌云县人社局实施
一系列优化帮办代办服务机制
的举措，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
工作水平和服务意识，持续推
进帮办代办服务细致化，为办
事群众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
办理等服务，以优质、高效的人
社服务提升办事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杨静 谢明宇)

日前，东海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局工会、公路港航科、质监等部
门相关负责同志赴310国道养护大修、 战备路改建工程等重点交
通项目建设工地，慰问坚守项目建设一线的工作人员。图为慰问
现场。 （李娇）

市审计部门创新方式

推动绩效审计纵深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通讯

员 周洋）今年以来，市审计部
门积极调整部门预算执行审
计内容， 结合省级下达的各
类专项资金， 重点关注历史
文化保护相关专项资金和科
技创新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和绩效。

围绕专项资金分配和绩
效管理情况， 市审计部门牵
头组织7个县（区）审计局实
施上下联动贯穿式审计。在
历史文化保护相关专项资金
审计中，以推动专项资金提质
增效为目标，按照“摸清家底、
强化管理、揭示风险”的工作
思路，重点关注项目绩效目标
的设置、监控、评估和结果应
用等情况，对短板弱项深入分
析并及时提出立行立改建议。

在科技创新发展政策落
实和资金绩效审计中，以促进
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健全、规范
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为目标，重点关注绩效目
标的设定、动态掌握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绩效评价结果
的运用等情况，对绩效评价一

般或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监
督整改。

审计过程中， 积极运用
“大数据”审计方法，坚持数据
先行，向信息化要资源。通过采
集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单位财务账套等数据，大力运
用信息化审计技术方法，采用
灵活多样的审计方法进行数据
叠加分析、比对研判分析、疑点
筛查确认和时效比对，做到精
准判断，切实提高绩效审计效
率。审计发现3个县（区）5个历
史文化保护利用和特色风貌塑
造项目未建立绩效目标管理机
制，未设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2个县（区）对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上报的数据审核把关不
严，74家企业绩效自评价报告
不真实。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
审计局向市政府和省审计厅提
交2篇审计专报，进一步促进相
关单位建立健全绩效目标机
制，发挥绩效激励约束作用，对
绩效自评价严禁审核走过场、
流于形式，提高了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

我市法院万里执行电诈案追赃挽损
本报讯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张

晓晓 何春蕾）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获
后， 追赃挽损工作往往也随即展开。近
日， 我市法院对一起涉电信网络诈骗的
执行案件开展刑事涉财产执行专项行
动，8天辗转万里跨越多省追赃挽损，保
障被害人权益。

在这起涉案金额4100余万元的执行
案件中，被告人20人，被害人250余人，人
员遍布全国各地。在立案执行后，执行法
官迅速梳理出各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
扣押在案的财产信息，并通过网络“总对
总”平台、委托户籍地法院对被执行人名
下财产进行双重调查， 根据反馈确定其
中5名被执行人名下登记有房产，分别坐

落于上海、湖北、湖南和广东。
“虽然路途遥远，情况复杂，我们还

是决定啃一啃这块硬骨头。”负责此案的
赣榆区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告诉笔者。执
行干警迅速委托房产所在地法院进行查
封裁定、执行公告的张贴，紧接着制定执
行路线，研究执行策略、应急方案。

执行团队首站抵达上海闵行区，至
案涉房产处走访调查， 邀请物业见证执
行， 与被执行人家属谈话告知案件执行
情况，对房产进行现场勘查、张贴公告等
相关材料，然后又到物业、社区居委会调
查被执行人家庭成员情况。 第二天乘坐
高铁出发赶往湖北。

湖北仙桃市被执行人张某的案涉房

产无人居住，执行干警将相关材料张贴
在房门上，通过小区物业调查张某家庭
成员信息、查询其家属在物业登记的电
话号码。因电话打不通，案涉房产无人开
门，执行干警邀请当地派出所民警见证
执行，由开锁公司进行强制开锁、换锁
后，对房产进行现场勘查，将拍卖公告等
相关文书张贴在案涉房产门上，并请物
业协助后续通知被执行人的家属。

在湖南攸县，被执行人张某名下房
产实际居住人是其父母。当执行干警告
知对方，法院已依法查封该房产，后续会
进行司法拍卖后，对方较为激动，表示该
房产是其二人在张某上学期间购买的，
一家老小在此居住，只是登记在被执行

人张某名下。执行人员释法说理，安抚对
方情绪的同时，告知救济途径，可将执行
异议申请材料邮寄到法院。

广东省梅州市的被执行人蔡某、邓
某名下两套案涉房屋均无人居住， 其父
母及近亲属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 情绪
激动。执行干警通过详细解释、沟通，并
告知其权利救济途径。 最终确保房产勘
查及执行公告、拍卖公告、拍卖裁定等相
关材料张贴顺利进行。

该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执行，法
院干警从连云港出发到全部工作结束共
8天时间。截至目前，已查控被执行人银
行存款等200余万元，被执行人亲属代为
退赔20余万元，查控房产5处。

日前，在岗埠
农场捕鱼现场 ，
工作人员正在
展 示 刚 刚 捕
获的鲤鱼 。
近年来，江
苏 农 垦 岗
埠 农 场 不 断
优 化 养 殖 结
构，推行“轮捕轮
放”“鱼虾混养”等
新技术 ，采取 “一次
放足，分批捕捞，捕大
补小” 的放养模式，确
保全年都有鱼上市。主养
鲤鱼的池塘平均亩产“淮河牌”商品鱼2200公斤，示
范塘口最高单产达2600公斤。

记者 张泽瑞 通讯员 陶桂军 王贵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