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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 守护成长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

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能力，
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建设，筑牢
未成年健康成长的安全法治
防线，近日，新海派出所民警
杨警官走进市交通控股集团
权属交通技工学校，开展“法
治护航，守护成长”教育讲座。

杨警官累计为技工学校
1000余名师生讲授法治相关
知识。 针对中学生的成长特征
和行为特点， 杨警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从青少年犯罪现状、
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校园诈骗
等多个角度讲解法律知识，以
案释法， 用同龄人的案例向同
学们讲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

点，诠释了法不可违，向同学们
提出遇到犯罪行为时应该及时
向老师家长寻求帮助， 拿起法
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同时
向学生们详细讲解了未成年人
常见的违法犯罪类型， 分析未
成年人犯罪原因以及预防违法
犯罪的方法等， 引导未成年人
提升自身法治意识。

此次法治教育讲座，增强
了学生的法治观念和防范意
识，下一步，交通技工学校将持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切实加强青少年法治
教育力度，做好校园安全的“守
护者”和法治教育的“引路人”。

（曹奕然）

海味儿乡村振兴的赣榆实践

10月25日夜，在赣榆区韩口港码头，刚靠
岸的远洋捕捞船前很快挤满了本地的电商主
播，随着新鲜鱼蟹卸货，各大小直播间的“家
人”们也开始了抢购狂欢。耀眼灯光下，汽笛
声、吆喝声、海浪声组成了海边渔村独特的振
兴交响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但对不同的乡村而言，“振兴”却有着
不同的释义：是依靠旧渔网变废为宝摘掉了穷
帽子的生活富裕，是一片紫菜走出小镇销往全
国的产业兴旺，是生计不改、青山绿水常在的
生态宜居。在赣榆区，不同的乡村虽有着各异
的振兴故事，却在刚起步、发展中和产业升级
时等各环节都与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用心服务 帮助渔村摘掉穷帽子
赣榆区西棘荡村是位于江苏最北端没钱、

没路、没产业的三市临界村，经历了漫长的贫
穷后，成功撕下过去“穷村”“乱村”的标签，成
为全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工业经济强村。
对靠海吃海的西棘荡而言， 这看似华丽的转
身，却是植根地方的阵痛成长：过去靠一张渔
网吃饭，现在全村利用旧渔网创造超20亿元工
业总产值。

1999年，西棘荡时任村书记钟佰钧为了脱
贫，带领村民种红提、栽洋葱进行多种尝试，却
多以水土不服告终。面对村民渐冷的热情和质
疑的声音，钟佰均没气馁，接着带村干部跑市

场、搞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周边渔村
考察时，他发现了废旧渔网的独特价值———发
展尼龙颗粒加工产业。

“我们连云港靠海，有废旧渔网资源啊。”说
干就干，钟佰均背上煎饼，三顾茅庐邀请客商前
来考察建厂。被诚意打动的浙江客商发现，整个
西棘荡的生产动力只有一台柴油机， 根本没有
电！由于柴油机功率较小，将渔网压制成粉末有
余做成颗粒不足， 以这样的条件建工厂无疑是
天方夜谭。“给我3个月，缺什么补什么，包你满
意。”钟佰钧向客商打了保票。

为了西棘荡能摘下穷帽，顺利建成第一个
加工厂， 时任西棘荡供电所所长李祥晓立刻配
合钟佰钧， 组织人员进行场地勘察和测算建设
尼龙颗粒加工厂所需用电量，加快审批走流程，
申请免费为村内安装一台315千伏安的变压器。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设备到位的施工前夕，几场
大雨让西棘荡的土路烂得人走人滑、牛踩牛陷。
为抢抓时间， 西棘荡供电所调整起初的梯队工
作组，全所人一起上，和西棘荡村出动的义务工
配合，愣是肩扛手抬把设备运了进去，快速完成
了这台315千伏安变压器的安装。

西棘荡供电所帮钟佰钧兑现了“3个月”的
保票。崭新的变压器、整齐的电缆帮西棘荡拉
来了100多万元的投资， 加工厂当年便盈利40
多万元。

旧渔网加工尼龙颗粒的技术门槛低、投资
少、见效快，短短几年村里就发展起了140多家
尼龙颗粒加工厂。2007年起， 连云港西棘荡村
每天可生产尼龙颗粒105吨， 日产值达131万
元。2009年起，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又陆续为
西棘荡新上400千伏安公变42台、专用变130多
台。

稳定的电力为西棘荡的尼龙颗粒加工产
业输入了强劲动力。近年来，西棘荡投资1.2亿
元建成占地面积1036亩的赣榆区柘汪镇西棘
荡循环经济产业园，“吃下”了全国80%以上的
废旧渔网。为配合环保要求，助力西棘荡村产
业升级，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帮助西棘荡将原
先的90多台总容量3.6万千伏安的400千伏安
公变、80~250千伏安专变整合成8台1250千伏
安的变压器，总容量下降到10000千伏安。用电

量小了，经济效益却显著提升：2022年，全村工
业总产值20亿元，上缴税收从六七百万元增加
到312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2522万元。

“以前的西棘荡很穷， 现在成了各地过来
参观学习的‘明星村’。在家门口剪旧渔网每月
能赚7000多元，年底还有分红，这些放在以前
真是想都不敢想哩。” 在园区上班的50岁女工
张梅说。

创新服务 促进产业全面升级
西棘荡的成功有其个性，同时也有着这片

土地上乡村发展的共性：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逐年改善的催动下，对水
产品的需求大大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

作为全国最大的条斑紫菜生产基地，“中
国紫菜之都”连云港每年约有70万箱烘干的紫
菜销往世界各地，每年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紫
菜单品超5亿元，带动水产类电商销售额超100
亿元。为更好地集约化发展紫菜产业，连云港
在赣榆海头镇建设了江苏省最大的紫菜绿色
加工产业园———占地约326亩的柘汪紫菜产业
园，可容纳180套紫菜初加工生产线，年产紫菜
可达50亿张。

因海鲜产业，海头镇的乡村振兴散发出强
劲活力，该产业烘干、制作、存储等各环节都高
度依赖的稳定供电也在创新服务模式。国网连
云港供电公司连同供水、供气、通讯公司提前
介入，制定了柘汪紫菜产业园电水气讯网架方
案，提前将电源、水气管道、通讯基站全部布
好，让园区企业实现“电水气讯开门通”。同时
开创“电水气讯”上门联办服务模式，“从最初
的业务报装开始，‘电水气讯’全程提供上门服
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同步报装、同步
勘察、同步验收、同步投运的优质服务。”赣榆
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王济发说。截至2022年
11月2日，赣榆区“电水气讯”联办业务已受理
22户产业园用户，顺利完成20户投运工作。

“我们还没入场的时候， 供电公司的工作
人员就和我们联系了，我们入场后，他们就上
门给我们提供服务，线路更是提前就铺到了我
们厂房门口，不仅给我们减少了成本，还给我
们节约了宝贵的时间。”日前，入驻赣榆区柘汪

紫菜产业园区的一家紫菜生产加工企业负责
人盛丽娟说。

紫菜仅仅是海头镇的名片之一， 对虾养
殖、现捕海鲜，都是它“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
顶流之路上的勋章。目前，海头镇有直播网红
3000多名，粉丝过百万的71户，一年卖货可达
50亿元， 吸纳了当地2万多人就业。 今年1至5
月， 赣榆实现电商交易额77亿元， 同比增长
35.7%， 快递上行量5629.6万件， 同比增长
34.68%，快递中生鲜件2784万件。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网红经济浪潮中，海头
镇的海鲜养殖、加工、储运等企业不断增多。从
2016年到现在， 海头镇投资在400万元以上的
集养殖、货品收集、冷冻加工包装于一体的规
模化海产品加工企业， 由原来的4家增加到了
54家，冷链加工厂由17家增加到100多家，库容
容量也已达8万吨。2022年，海头镇用电量超过
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海鲜产业的用电
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7.3%。

为护航海鲜产业发展，国网连云港供电公
司加大电网基础建设投资。 针对海头镇养殖
户、冷库用户突然增多的情况，已新增输电线
路超100千米，并同步开展线路迁移改造，对用
电需求大的企业进行双回路改造。2022年7月，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完成“公变户户通”工程，
增设海头镇公变117台， 为海头镇海鲜产业发
展保留充足用电裕度。

为保障突发状况下海鲜储存、加工等环节
的电力供应，2022年10月，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
在海头镇推广建成70Ah的储能单元，实现削峰
填谷的同时，还能参与需求侧响应，即便线路故
障，储能单元还可以持续供电半个小时。

前置服务 实现经济生态双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正的乡村振兴

不仅经济发展一个维度， 生态宜居不可或缺。
截至2020年， 小口村对虾养殖已全部大棚化、
电气化。2021年， 该村南美白对虾年出售量超
10吨， 相比2016年超40倍。53岁的养殖户王以
春指着大棚柱子上的测温仪说：“海货卖得好
不好，过去看渔网，现在靠电网。这里所有设备
都是用电的， 一个月光电费就要1.4万至1.5万

元。但收入也比以前多了起来，赚得更轻松。”
随着全电气化养殖的到来，2020年起小口

村用电需求骤增，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为其新
架设线路27千米，新增配变72台，有效保障了
养殖户稳定供电。相比较过去依靠大量化学制
剂保证虾塘含氧量的养殖方式，电力支撑的增
氧机可以24小时持续运作，从源头上杜绝了对
虾养殖带来的乡村水体污染。

在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
电力成了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选择。2021年4
月，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与国网连云港供电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利用数据密度高、采集
范围广、准确性强且与经济社会活动联系紧密
的电力大数据“鹰眼”，监控乡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采用
时间序列等算法模型梳理中台内用户用电数
据，筛选出连续30天平均用电量为零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设备， 监测出全市216台治污设备
未正常运行。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连云港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
75%，为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核查整改提供了
有力支撑。

赣榆生态环境局王祥波表示：“虽然目
前的筛选条件比较粗犷， 但整治的效果明
显。我们还计划根据常住人口数量、居民用电
量、设备用电量等多维数据，分析乡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备非正常运行时的电量特征，研究更
加细化判定条件，准确合理地监控设备运行情
况。不断改善和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建设美丽
宜居新农村。” （丁桃红 孙岩）

被害人变被告人，“擦边球”打歪了

“我只是为了追回我自己的钱，却
被人引诱， 误入歧途， 走上了犯罪的道
路，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声泪俱下
的吴某懊悔不已，但已无力挽回，只能自
食恶果，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

2020年2月初，二手车个体户吴某经
人介绍认识了在某洗浴中心上班的王
某。 王某将租赁来的车辆质押给吴某进
行借款，吴某因为疫情期间收入甚少，觉
得有利可图便欣然答应。随后，王某陆续
从南通租赁了玛莎拉蒂、保时捷、宝马、
奔驰等高档品牌轿车30多辆， 共从吴某

手中拿到140万元左右的抵押款，王某如
约按月支付高额利息给吴某， 二者相安
无事。

2020年5月底，陆续有车主和租车公
司找到吴某，要求返还车辆。他才意识到
王某质押的轿车来源有问题， 同时吴某
发现， 王某质押来的借款实际上被他的
老板李某所用。李某是某洗浴中心股东，
受疫情影响，资金链出现问题，这才让王
某去租车质押，获取资金以接续资金链。
但此时李某已负债累累， 根本无法赎回
质押在吴某手中的车辆。

经沟通，李某向吴某承诺，待6月初
收到工程款后，他会先还吴某50万元，但
吴某要先将其抵押的车辆返还给来找车
的车主，损失由李某自己来承担。吴某信
以为真，将车辆按约返还，但李某承诺的
工程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吴某要不回借
出去的钱， 李某等人抵押的车辆也被车
主和租车公司一一追回。 赔了夫人又折
兵的吴某恼羞成怒， 多次找李某讨要说
法未果。

讨债无望的吴某最后和李某等人达
成协议， 由李某和王某继续通过租豪车
向别人抵押套现的方式，骗钱还给吴某。

于是，李某、王某通过伪造假的行驶证、
车辆登记证书、身份证等证件，进行租车
抵押套现。在此过程中，吴某也积极参与
联系租车、帮助开车、陪同租车，甚至出
资讲价、帮助伪造手续等，协助李某、王
某进行租车诈骗。

这一团伙在连云港境内疯狂租车，
导致连云港本地许多租车公司对他们避
之唯恐不及。于是，声名狼藉的他们又到
南通、泰州、南京等地继续他们的“租车
之旅”。直至2020年9月案发前，吴某参
与的租车共有11辆，价值合计人民币300
余万元。

2021年4月16日，东海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依法对吴某提起公
诉。此后，东海县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判处吴某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

（许伟伟）

【检察官提醒】
本案中，吴某原是被害人，却一步步

地沦陷，最终变成了被告人。广大社会公
众要增强法律意识，常怀敬畏之心。在经
济交往过程中， 要充分了解对方的真实
信息和经济实力， 必要时对合作项目进
行实地考察。 在发现自己利益受到侵害
时， 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
益，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打法律的擦
边球，知法犯法，否则最终面临的将是法
律严惩的苦果。

（检察官说法第97期）

本期出镜检察官：俞中平
（东海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策划：范伟义 杨占厂

“镜观城变”海州印记展开展
俞德春新作《记者 记着》首发式同时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晨晨） 昨
日上午，“镜观城变”海州印记
展暨俞德春新作 《记者 记着》
首发式在我市云台美术馆举
行。此次活动由连云港报业传
媒集团、市文联、海州区委宣
传部主办， 海州区社科联、市
云台美术馆、连云港市指南针
文化传播中心承办，旨在通过
摄影记者的视角，展现城市发
展的变迁，纪念海州解放75周
年。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日。

据悉， 本次展览共展出90
多张海州新旧对比图片， 均由
连云港日报社主任记者俞德春
拍摄， 图片拍摄时间从1990年
横跨至今， 并采取同一地点新
旧照片对比展示的形式， 给观
者以巨大的年代对比和反差，
彰显了我市在近30年历史变迁
中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

本次展览的图片是俞德春
新作《记者 记着》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该摄影集分为 《西进东出》
《强基固本》《靓丽新城》《绿水金
山》《文教兴市》《以人为本》6个
篇章， 共收录200多张历史与现
实对比照片， 从不同历史方位、
不同镜头视角、 不同社会领域
等，全景式展现了港城改革开放
以来的巨大城市变迁和社会发
展成果，涉及亚欧第一列国际货
运专列开通、西大堤合龙、徐圩
新区石化产业基地建设、港口开
发、海州古城复兴等珍贵的历史
瞬间， 彰显了我市在产业开发、
生态改善、民生建设等方面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用生动的图画勾
勒出了“强富美高”新港城的万
千气象。

俞德春是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曾任《连云港日报》摄影部主
任、 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视觉
中心主任，作品多次在全国、省
获奖。

昨日，灌云县下车镇楼庄村，村民喜领不动产权证。连日来，灌云县采
取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分步实施、上门发放等方式，做好农村“房地一体”
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目前已累计发放不动产权证7万多本，切实维护和保
障农民群众合法财产权益，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指数。

记者 张泽瑞 通讯员 正祥 张东恩 摄影报道

港城建成460个省级垃圾分类达标小区
位列全国中等城市第17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孙淑
莉 邵尉致） 垃圾分类是民生福祉的“关
键小事”，也是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大
事。日前，笔者从市分治办了解到的一组
数据让人眼前一亮：全市已建成省级垃
圾分类达标小区460个，“四分类”垃圾分
类小区614个，覆盖率达86.3%，同时撤
除1300余处分散垃圾桶点，新建420个集
中投放点，在25个小区开展提质增效试
点工作。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位列全
国中等城市第17名，定档为成效较好的

二档，超过全国80.2%的同类城市。
近年来， 为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

务，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我市深入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加快构建 “党建引
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城乡统筹、全员
参与”的垃圾分类工作体系，已形成较为
完善的生活垃圾、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
等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 先后出台实
施 《连云港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修订 《连云港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强化定时定点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源

头减量等刚性约束。 制定垃圾分类示范
创建指引、评估办法等配套措施，强化全
方位、全流程技术支撑，推进垃圾分类走
向精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 我市相关职能部门
还制定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塑料污染治
理、 限制住宿餐饮业等一次性消费用品
使用等多项措施，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垃
圾分类”要求，共同推进源头减量、源头
管理、分类处置。

为了宣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培

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我市通过组织开
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生活垃圾分类手
工艺品大赛、生活垃圾分类短视频大赛、
微电影大赛、大型广场宣传活动，让老百
姓“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学得会”，同
时在每个县区建成1个垃圾分类宣传教
育基地，充分发挥以奖代补、小手拉大手
等作用，关注老人、学生等垃圾分类“易
感人群”，通过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进
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努
力形成全民参与、人人分类的良好氛围。

昨日，一台台运土机和挖掘机正在对灌南县田楼镇大蟒牛村
境内废弃沟塘进行土地复垦作业。目前，该镇已对田楼、耿冯、林
丰、东盘等村废弃沟塘进行复垦，累计新增耕地面积120余亩。

记者 樊晓姝 通讯员 王华 龚文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