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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市体育局承办的2024
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拉开帷幕。赛事
为期5天，全省13个市的810名选手参加，共设15至17岁组（男、女
各19项）、13至14岁组（男、女各14项）、11至12岁组（男、女各21项）
3个组别、54项比赛。开赛前，小运动员们进行了体能比赛。

记者 魏吉珂 通讯员 程秋怡 摄影报道

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
总决赛在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阳 王健
民 通讯员 李超 ）8月16日，省
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总决
赛在我市举行。本次总决赛共
设小学科学、初中生物、高中
物理、高中化学4个项目，50多
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从2022年起设立
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大赛以
来， 全省累计已有600多万学

生参与，参与率超过95%，对提
升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起
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对深化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育人
方式变革产生了较大影响。今
年以来，我市广泛发动，扎实推
动全市中小学实验能力竞赛活
动，全市15余万名学生踊跃参
与，经过层层选拔和集训，16名
学生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连云港东站启动改造升级
本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徐浩翔 刘宝庆 王宁）日前，
修葺一新的连云港东站1号站
台投入使用。 为消除安全隐
患， 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连云港东站启动了改造升
级项目， 预计到今年年底，
所有站台的地面和雨棚将改
造完毕。

笔者在现场看到，连云港
东站1号站台崭新亮相， 原有
的顶棚换成了双层钢筋结构，
地砖全部重新铺装。“2009年
东站经过改建后运营，15年过
去了，站台地面出现了下沉的
情况， 幅度达到了40厘米左
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中
铁四局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连云港东站改造项目负责人
叶锋介绍，以前顶棚下面的垫

层是单层网片，经过升级后更
牢固，地面也改成防滑的麻面
石材，旅客在雨天出行也不用
担心滑倒。

1号站台雨棚长500米，宽
11.5米，局部宽20.9米。以前，雨
棚面板为灰色镀铝锌钢板，锈
蚀严重，多处出现破漏，吊顶龙
骨也锈蚀严重。“我们把雨棚全
部改换为耐腐蚀压型钢板，厚
度是以前的3倍。”叶锋介绍，原
有的天沟、灯具等全部拆除，更
换为304不锈钢材质， 天棚钢
梁、钢檩条、钢桁架梁全部重新
刷漆。

本次连云港东站改造升
级采取分段式进行，不影响日
常运营，1号站台施工结束后，
项目部随即转到2站台、3站台
施工。

美化乡村环境 推动乡村振兴

我市上半年建成68条农村生态河道
本报讯 （记者 刘蔚 通讯员 张义祝

杨忠 王海青）农村生态河道是现代水网
的“毛细血管”，是农村水生态环境的主
要载体。昨日，笔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 我市已完成农村生态河道
建设68条，总长度331.23公里，占全市年
度民生实事任务的122%，实现“全年任
务半年完成”的目标。

赣榆区海头镇内， 兴庄河宛如一条
碧绿的绸带， 穿镇而过， 河道内流水潺
潺， 两岸树木葱郁。“我们面前的这条兴
庄河， 在海头镇境内总长度4.8公里，从
2022年3月开始， 我镇陆续投资380余万
元， 对其进行了5座支流节制闸新建、大
规模绿化种植、 岸坡修整加固及河道清
理等治理举措， 河道已于2022年12月通

过验收。”赣榆区海头镇水利管理服务站
副站长闫至刚介绍， 海头镇纳入农村生
态河道建设任务的8条河道中， 已有6条
建成，总长度达30.19公里，沿河两岸风
光秀美，成为居民休闲生活重要场所。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不仅是美化乡村
环境的关键举措， 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 我市坚持因地制宜， 精准施
策，通过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水系连通、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多元化手段，结合
水域整治与环境共治的联合机制， 持续
推动农村生态河道建设， 不断提升生态
河道覆盖率。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完
成农村生态河道385条、2124.23公里，覆
盖率47.39%， 提前完成省定 “十四五”
45%的总目标任务。

农村河道，一头连着生态，一头接着
民生。与兴庄河的静谧祥和不同，龙北干
渠石桥镇段正经历着一场热火朝天的改
造。施工现场，工人们忙碌有序地铺设护
坡、栽种绿化，挖掘机轰鸣作业，为即将
铺设的河堤路作着准备。据悉，龙北干渠
石桥镇段全长6.7公里， 投资约2100万
元，今年3月底开工，预计12月底前全面
竣工。“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我镇3个
行政村8700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同时，通
过生态修复与岸坡绿化，进一步提升区
域生物多样性和岸线稳定性，打造更加
宜居的水生态环境。”赣榆区石桥镇水利
管理服务站副站长董斌说。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不仅要 “建得
好”，还要“管得好”。我市立足实际，联合

市县乡村制定农村生态河道“一河一策”
实施方案，明确每一条河整治内容、建设
进度、时间节点、责任主体。同时坚持建
管并重， 强化河道治理后的长效管护工
作。建立健全常态化打捞机制，实现水面
清洁、无集聚性漂浮物的目标，不断巩固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成效。 这一系列举措
不仅有效改善了农村水环境， 也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贡献了水利力量。

“防洪防汛、 灌溉引排、 水生态水环
境，每一项都关乎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
市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高级工
程师盛思远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高标
准、严要求推进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加强
河道长效管护， 努力绘写一幅 ‘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画卷。”

近期，赣榆区紫菜出口企业订单量激增，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我市紫
菜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已形成从育苗、养殖、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图为昨日，赣榆区海头镇一家紫
菜厂工人在加工出口紫菜。

记者 樊晓姝 通讯员 司伟 徐静 摄影报道

我市加速推进不动产“跨省通办”

打破区域壁垒 让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 （记者 李江 通讯员 吴琼

王亮 孟莉） 告别异地跑， 服务 “零距
离”。近期，我市不动产部门依托长三
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及“云大厅”等
平台， 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和业务协同
办理，办理多笔“跨省通办”业务，让在
外地工作不能返连或在异地有房产的
市民， 不用离开所在地就能办理不动
产业务。 全市不动产跨省服务的覆盖
区域不断扩大， 未来这一惠民措施将
继续拓展服务事项及范围。

日前，灌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接
到市民惠先生的咨询求助。惠先生此
前在安徽省滁州市工作，在当地全款
购置了一套房产，后因工作变动回到
灌南，不动产权证一直没有办理。“由
于平时工作繁忙， 且两地相隔较远，
不方便去当地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我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此寻求帮
助。”惠先生表示。了解具体情况后，
该中心随即与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依托长
三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平台，启动
了跨省通办服务机制，很快就帮惠先
生把业务办理妥当。对于这样的“零
距离”服务，惠先生连连称赞。

惠先生在家享受到了不动产业
务“跨省通办”的便捷服务，同样，在
外地工作的人如果需要办理不动产
业务， 现在也不用专门跑回来一趟
了。前不久，人在宁波高新区的东海
县山左口镇的孙先生，就借助江苏、
浙江两省不动产登记窗口的紧密合
作关系， 顺利完成了其在东海老家
农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业务。
通过远程服务、 现场审核及电子材
料传输等现代化手段， 整个业务办
理过程高效快捷，用了不到1小时便
成功登簿并生成了电子证照，纸质证
书也随后通过快递送达，为孙先生节
省了时间和成本。这是长三角区域首
例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的“跨省
通办”业务。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市不

动产交易登记跨区域政务服务合作
不断迈出新步伐。“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在今年1月发布了 《关于印发深化
长三角区域不动产登记一体化“跨省
通办”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旨在打
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保障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
窗口’的设立，正是这一改革的具体
体现，它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不仅提高了政务
服务效率，也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市不动产交易
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我
市将继续探索更多便民利民举措，加
强与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城市
的政务服务合作，拓展更多政务服务
事项的跨区域办理，为群众和企业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验。

石梁河水库泄洪量创记录
本报讯 （记者 刘蔚 通讯

员 张义祝 张涛）日前，笔者从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获悉，截
至8月12日， 石梁河水库今年
累计泄洪量达35.3亿立方米，
超过2020年的历史极值33.2亿
立方米，创下新的记录。

8月11日上午7时30分，随
着控制机房内按钮的按下，一系
列机械动作开始有序进行，泄洪
闸门缓缓闭合，发出低沉而有力
的声响。“自7月7日16时开闸泄
洪，至8月11日7时30分关闭泄洪
闸，石梁河水库南泄洪闸执行指
令调整闸门45次，北泄洪闸执行
指令调整闸门30次，加上涵洞泄
洪，总计35.3亿立方米，最大出
库流量3910立方米每秒， 最高
库水位24.68米。” 市石梁河水
库管理处副主任张圣文介绍。

7月初，受副高边缘暖湿气
流及台风“格美”影响，沂沭泗

水系连续发生强降雨， 累计降
水量达517.3毫米，是历史同期
的2.1倍，突破有气象资料记录
以来历史极值，沂河、沭河相
继发生4次编号洪水。 行洪期
间，我市水利部门严格执行上
级关于沂沭河洪水全力东调
的决策部署， 圆满完成5轮洪
水安全东调任务。据统计，沂沭
河洪水整体东调比例约59%，
大官庄枢纽东调比例达96%以
上， 有效减轻了骆马湖及新沂
河防洪压力， 为流域防洪保安
作出重要贡献。

“面对严峻考验，管理处科
学研判，周密部署，严格按照
‘早动、快动、小动’的要求，通
过提前干预、主动作为，最大程
度上保障了上、下游防洪安全，
为沂沭泗流域顺利度过‘七下
八上’防汛关键期筑起了坚实
防线。”张圣文说。

（上接一版）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分享治党治国理政经验，深化战略互信，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以及国防安全、经贸投资、跨境
基础设施联通等领域互利合作。共同办好明年
“越中人文交流年”，加强青年、地方交流合作，
巩固两国社会民意基础。越方愿同中方妥善管
控海上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越方支
持并愿积极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越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国际协
作，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党校、互联
互通、工业、金融、海关检验检疫、卫生、新闻机构
和媒体、地方、民生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苏林进行小范围茶
叙，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
题继续进行深入交流。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
堂东门外广场为苏林和夫人吴芳璃举行欢迎
仪式。

苏林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习近平同苏
林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越两国国歌，天安
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苏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
金色大厅为苏林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王小洪等参加上述活动。
苏林访华期间，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联合声明》。

（上接一版）“数据云”为产业发展蓄能。近
日，随着中复碳芯拉挤复合材料数字工厂的竣
工投产，新一轮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拉开序
幕。 在工厂内， 企业的复合材料检测中心依托
SCADA数据采集软件系统， 实现每条产线的数
据采集都在线上完成， 管理人员在办公室用手
机就可以实时监测所有环节的运行参数， 及时
发现问题。“目前，中复碳芯建有近400条复合材
料拉挤生产线、8条各类导线生产线，具备年产5
万公里碳纤维复合芯棒、2万公里各类导线、10
万吨拉挤复合材料制品的生产能力， 产能位居
全国第一。”企业总经理朱维新表示，该项目能
实现年产3万吨风电叶片大梁板的数字化生产。

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也标注着经济发展
的“软实力”。为全面推进项目建设，市开发区
持续优化工作机制，依托“红黄旗”评比机制，
对重点产业项目每周一督查， 晾晒项目进度
“真人照”。每月一观摩评比，颁发“流动红黄
旗”，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汇聚各方力量，推动
重点项目快建设、早投产。

一个项目“落地生根”，孕育着一个新的增
长点；一批项目“开花结果”，成就了一个新的
增长极。下一步，市开发区将持续释放“项目服
务推进群＋问题清零群＋问题清零平台”“不见
面”等服务机制效能，以每半月项目建设难题
会办、每月产业项目擂台比武为契机，让项目
方足不出“场”，即可实现“问题清零”，千方百
计、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形成人人、时时、
处处皆重营商环境的好氛围，让高质量发展的
动能更加充沛。

76个计划新建项目
全部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