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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奏响“一带一路”华彩乐章

江苏女子民族乐团《丝路潮涌》
陇海线巡演起航

本报讯 （记者 张晨晨 通
讯员 赵言娟）在共建“一带一
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市
演艺集团江苏女子民族乐团
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联手，
共同推出丝路颂———大型民
族管弦音乐会 《丝路潮涌》保
利院线巡演，将在15个省30个
城市巡演30场。日前，在淮安
正式开启“陇海线”巡演，现场
千余名观众共享视听盛宴。

音乐会在民族管弦乐《起
航》中拉开序幕，用《缘起山
海》《陆桥逐梦》《海陆交响》3
个篇章为串联，熔传统、现代、
民族音乐于一炉，提炼出了鲜
明、单纯而统一的风格，呈现

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古往今
来的商贸交流、东方大港的现
代化崛起之路。激昂的旋律、磅
礴的气势、真挚的情感与炙热
的表达，歌颂了丝绸之路上的
中华儿女勤劳勇敢、不畏艰难
的民族精神与风骨美德，诠释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探索交往、
文明互鉴的寻路历程。

据悉，在本次“一带一路”
陇海线巡演中，江苏女子民族
乐团将立足连云港“一带一路”
强支点建设，以东方大港为创
作蓝本，用音乐讲述港口奋斗
历程、时代人物故事，以期进一
步提升连云港知名度美誉度。

我市开展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联合督导

确保农民工“辛苦钱”落袋为安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通讯

员 高山）近日，我市组织开展
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联合督导， 对部分在建工
地进行现场督导， 并指出督导
意见要求限期整改。 市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面实
施 “农民工工资结清付清确认
书”机制，确保工资支付保障落
实到位， 推动各项制度落实落
细，推进欠薪问题动态清零。

为深入推进“制度运行提
质增效”专项行动，落实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月结月
清”要求，我市开展建设领域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联
合督导，本次督导主要针对全
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欠
薪线索较为集中以及实名制
系统中制度落实存在隐患的
项目，督导内容包括：农民工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四项制度”落实
情况；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
平台“降增量、去存量、防变
量” 工作开展情况；“月结月
清” 标准化台账使用情况。督

导时间一直到9月30日。
近日，联合督导组对10余

家在建工程项目“月结月清”工
作进展、“连云港根治欠薪线索
反映平台”应用、欠薪案件办理
情况、“四项制度”落实情况进
行了检查，对施工总承包单位
和分包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
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使
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现场反
馈并督促相关企业立即整改，
持续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

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督导行动将持续到
中秋节前，对督导中发现的问
题，督促项目全面整改落实到
位，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项目，各地要及时立案，严肃
查处，并举一反三，采取有力措
施，严格落实省住建厅、人社厅
联合印发的《关于扎实推进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建设领域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
知》“五清”“五严禁”工作要求，
确保工资支付保障落实到位，
推进欠薪问题动态清零。

港城延续地方文脉系列报道之一

接轨市场 开启非遗产业化进阶之路
淮盐制作非遗工坊等10家工坊被

认定为“市级示范”项目、黑陶制作非遗
工坊等5家工坊被认定为“市级培育”项
目……近日，市文广旅局、市人社局等四
部门联合公布市级非遗工坊创建名单，
成为省内首个多部门联合开展非遗工坊
建设的地级市。

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个别门
类受到现代文化冲击、 资源转化利用不
充分……在文化多元化、社交网络化、城
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 作为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系统工程， 非遗保
护仍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

日前，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面对非遗保护的严峻形势，生产性保
护势在必行，产业化开发灌入鲜活生命。

用好“社会力”
赋能集群发展

8月30日上午， 灌云县日晒制盐公
司，盐池里满是盐卤水，破碴机正在盐格
子里“浅耕”，工人们在为即将开始的原
盐秋扒做前期准备。“淮盐制作技艺是我
市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唯一的传统技
艺项目。”我市淮盐非遗传承人冯家道介
绍，作为淮盐技艺传承基地，今年公司预
计产量达60万吨，销量达50万吨。

在保护第一的方针指导下， 如何保
存好非遗的原生态样貌， 避免商业化开
发和产业化运作对遗产原真性的破坏，

是非遗产业化面临的最大问题。
早在2007年非遗资源普查时期，市

文化行政部门就提出重视非遗生产性保
护的意见和要求，科学探索“项目+传承
人+基地”“项目+园区”“传承人+协会”
等模式，助推非遗产品良性走向市场。据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我市已先后建设传
统工艺类生产性保护基地21个、 传习所
163个，多家企业单位获批省级生产性保
护基地等。

“青口黑陶”“塔山柳编”等非遗项目
基地颇为引人瞩目。 成立时间只有短短
几年的金玉黑陶工艺有限公司，其开发、
生产的黑陶工艺产品，不仅被评为“连云
港十大旅游纪念品”，还成为我市工艺珍
品之一。“塔山柳编” 原本深受全球性行
业不景气影响，生产萎缩下滑，为此，各
保护单位采取加强企业合作、 让利于加
工户等措施，坚定走外销路子，有效抑止
了萎缩趋势， 使产品外销扩大到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光靠阵地，辐射力度有限，我市还探
索多途径整体保护和开发渠道。据市非遗
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会定期组
织有影响力的非遗展示展演； 全市文旅、
工信、商务等部门还共同发力，打造一批
文化旅游融合体和特色产业集群。

立足“需求侧”
赋能乡村振兴

8月30日一大早，月牙岛蔷薇河畔的
蜂场， 蜂农李龙林已忙着在树林中管理
蜂箱，“我是一个残疾人， 现在通过养蜜
蜂采花蜜致富，也是没想到。”此举得益
于我市非遗项目“蜂针堂”蜂疗服务产业
的带动。刘华松是“蜂针堂”创始人，更是

一位中国蜜蜂医疗代表性传承人。据介
绍，他们已带动300余户蜂农发展蜜蜂养
殖业，蜂农年均收入达到6万至8万元，有
效促进了果蔬种植业增产增收和乡村振
兴事业发展。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类型，非遗产业
化实质上是被作为相关产业发展要素进
行开发并逐步融入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之
中。如何拓展产业化发展空间，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

与实现乡村振兴相结合，是拓展空
间的重要思路，为此，我市将其主动融入
精准扶贫，使之转化为可创造经济社会
效益的文化产品———汤沟酒酿造技艺、
汪恕有滴醋生产技艺等，与现代经济活
动和居民生活需求联系密切，生产性保
护正在有序开展。作为本帮菜，2021年，
“朐海菜”制作技艺就获批市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据市旅游饭店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现传承该制作技艺的从业人员2
万余人，师徒传承五代。

“借势起势”也是促进非遗产业性开
发的良好契机。我市结合“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等创建认定
工作，有序开展地方“非遗特色村镇、街
区”等认定工作，全面推进“非遗进社区、
进乡村、进校园”等工作。不久前，市政府
就在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学校挂牌成
立市传统医药非遗学院，非遗社会化传
承保护渐入佳境。

深挖“转化率”
赋能“品牌进阶”

“这是我们的高山云雾茶，多次获得
省市金奖。”日前， 我市南云台林场的林
下产品亮相中国（西安）国际林产品博览

会，高山云雾茶、灵芝孢子粉等特色林下
产品，迎来商客驻足。据省乡土人才“三
带”新秀、非遗传承人王习国介绍，近年
来，林场充分提升资源转化率，打造独有
林下品牌，年产值近1000万元。仅高山云
雾茶产业就为职工年均增收3万元，并带
动周边600多户居民致富。

非遗不可再生， 但文化产业与工业
产业不同，它所依赖的资源可反复使用，
文化矿藏会越挖越多、越用越活，可作为
内容的文化拒绝模仿和复制， 创造和创
新才是活力所在。

伴随非遗的社会能见度、 群众认可
度不断提升， 非遗品牌的创新实践势在
必行。在我市，一大批非遗品牌正在崭露
头角———柳美酱醋厂推出“柳美甜闷瓜”
系列产品，不仅被评为“连云港市十大旅
游纪念品”，还打入青岛、南京等城市，年
产量达10万斤以上； 蜂针堂开发30余种
蜂疗衍生品， 开拓组建10余所蜂疗传习
所，年接待服务人数达11万人次；蜂产品
销售5000万元， 蜜蜂农业授粉增产增收
1.5亿元。

我市还将非遗保护工作嵌入“一带
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
大战略，彰显全局性发展格局。为此，我
市建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非遗保
护战略联盟，不定期开展非遗学术研究
交流活动。最近，“淮盐制作技艺”还亮
相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猴王”“古
淮”和“金淮”3个品牌得到运河沿线国
人的认可。

这样的非遗“被”需求，不仅仅是文
化自信的体现， 让传承人更加坚定守正
创新的理念，亦是文化自觉的养成，让社
会民众更加自觉地参与到非遗保护中，
成为文脉守护者。

“小市场”升级“大中心”

赣榆打造国家级水产品交易市场
本报讯 （记者 李江 通讯员 于雪）

开海后的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夜
间11时至凌晨4时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
间段，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在灯火通明
中搬运梭子蟹、海螺等各类海产品，市场
外的大卡车挤满了马路两边。未来，这里
将被打造成省部共建国家级（苏鲁）水产
品交易市场。

“市场的海鲜贸易分为线下批发和
线上电商两部分。其中，电商每天旺季快
递约20万单，淡季约10万单，线上贸易量
达到21.4万吨。手机直播，下午开始直播，
大部分持续到夜里11点左右，有的直播到
凌晨一、二点。”海头镇党委副书记孙中伟
介绍， 海头镇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南北中

间，2019年就是全国海鲜第一镇， 加上遍
布全国的水产品经纪人，吸引了北到东三
省、南到广东省的贸易商来到该镇进行海
产品交易。 眼下正是梭子蟹上市时节，下
午到晚上许多商户通过手机直播带货，市
场梭子蟹的年贸易量达到5万吨。

近年来， 赣榆区海鲜电商蓬勃发展，
现有的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于2004
年10月建成营业，占地面积40亩，经营户
362户，是江苏省重点农贸市场、江苏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未来，新市场总
占地面积将从现在的40亩扩大到420亩，
打造成全国水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价格形
成中心、产业信息中心、品牌培育中心、科
技交流中心和会展贸易中心，构建“线上

经济+数字产业+国际贸易+文化创意”新
型业态与传统交易市场相融合的全国水
产品产业核心生态圈，将带动江苏海洋渔
业转型升级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成后，省部共建国家级(苏鲁)水产
品交易市场将进一步强化其全国海产品
集散中心市场地位，将为连云港海产品贸
易带来跨越式发展机遇。货源更多，配货
方便，将有一定的定价权，对海鲜电商提
供更大的支持，大幅度提升销量。人才集
聚效应也将放大，吸引更多的网红来这里
带货。”孙中伟说。除了现在的海产品贸易
方式，新市场的产业信息中心将带动线下
的对手交易扩展到线上数字交易，贸易商
可以不来现场直接在线上平台进行大宗

交易。大量的交易数据，也为探索海产品
期货交易提供了数字基础。

据了解， 目前市场的搬迁工作已进
入扫尾阶段，拆迁280亩共涉及的55户已
签约54户，腾空交房50户，拆除40户，完
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及成片开发方案
公示，用地请示已报赣榆区政府审批，赣
榆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出具用地审查意
见。其中一期计划投资7.7亿元，占地约
280亩，建筑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
包括水产品交易区4.2万平方米、金融结
算中心2.6万平方米、产业链托管区2.5万
平方米等，同时配有美食餐饮区、质量检
测中心、中央厨房、冷链仓储以及420个
车载交易位等。

昨 日 ，在 连
岛 拍 摄 的 火 烧
云景观 。当日傍
晚 ，港城上空出
现火烧云景观 ，
绚烂多彩 、变幻
莫 测 的 霞 光 与
大海相映成趣 ，
美不胜收 ，令人
如痴如醉。
记者 王健民 摄

（上接一版 ）考察团成员
在这里再次碰到了阿米托娃。
“卸货”间隙，他在陈勇的协助
翻译下， 侃侃而谈，“现在，中
国的汽车在我们国家越来越
受欢迎，几乎每天都有从中国
来的汽车， 今天就有 400多
辆。”

陈勇补充道，自2020年开
展车辆换装业务以来，无水港
累计换装车辆突破5万辆大
关。今年上半年就达到2.7万多
辆，同比增长265%，创历史最
高水平。

阿米托娃的这份工作 ，
也彻底改善了他的家庭生
活，“我以前做点小生意，又
苦又累，赚的也少，到这边工
作后，工资也涨了，还开上了
又快又环保的中国新能源汽
车。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家
人去旅行， 最近刚去过全球
第二大峡谷———恰伦大峡谷
呢。”

如今，“霍尔果斯—东门”
经济特区为当地创造了2.5万
个就业岗位，培育出一批新型
现代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听

了阿米托娃的讲述，袁洪菲知
道，来对了。

无水港的工业调度中心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当天各铁
路线的实时运转情况， 各项
数据不断跳出来。背景墙上，
一幅精细的轨道路线图铺展
开———目前港内已建设10条
铁轨，可同时容纳6列火车进
行换装。

陈勇说，目前，无水港系统
正推进与哈国铁各系统间的技
术对接，实现作业所需数据源
的自动采集，优化了作业流程，
提高了作业效率，降低了劳动
强度，同时规避了人工操作带
来的风险，口岸通关和物流的
可视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极大
提升。

“看得见”的速度提升背
后，有“看不见”的智慧升级。

这个距离连云港4000多公
里的无水港，爆发出的连锁效
应不止于此，中国的电子产品、
汽车轮胎、家居建材等，绵延不
断地出现在哈国大街小巷，哈
国的矿产、农作物等陆陆续续
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一个无水港的连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