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

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部署要
求，去年以来，市政协把实施委员工作室

提品工程作为重要抓手，出台《关于推进委员工作室提质增效
的指导意见》，按照定位精准化、履职特色化、建设标准化、活动
常态化的要求，市县联动，持续发力，首批建成涵盖产业发展、
文化传承、心理疏导、法律咨询、医卫保健、公益志愿 6 大类 100
个示范委员工作室，拓展了委员履职新天地，架起了服务群众

“连心桥”，形成了政协工作新亮点。现通过“政在协商”开设
《示范委员工作室巡礼》专栏，集中展示委员工作室建设的经验
做法和工作成效。敬请关注。

33 20242024//0404//0303 星期三星期三 编辑编辑：：马凌峰马凌峰 朱红川朱红川
电话电话：：8438995984389959 EmailEmail：：sqrbbwb@sqrbbwb@126126.com.com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要讲话，特别是强调提出“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要求，为江苏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
范”进一步定向领航，也为政协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履职尽责提供了根
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
准履职重点，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
共识，努力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中扛起
新使命、作出新贡献。

一是学深悟透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大意义，在思想政治引领中展现
使命担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关键要以学习跟进
带动认识跟进、行动跟进，更加自觉
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一要把准时代要求。
从 2023 年 9 月首次提出，到今年 1 月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到首次纳入
《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两会上深入阐
释、多次点题，深刻昭示了我国在新
时代背景下对构筑发展新引擎、塑造
发 展 新 优 势 的 空 前 重 视 与 迫 切 需
求。我们要深刻领悟发展新质生产
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是现实之需和重
要风口，同向聚力、靶向发力，共同解
锁向“新”而行的发展密码，助力交出
高分答卷，是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时
代课题。二要一体学思践悟。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良
好的条件和能力”，对江苏成为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寄予厚望。我们
要怀着感恩之心、奋进之情，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
历次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四个走在前”“四
个新”的重大任务以及加快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要求联系起来，做到一体领
会、一体把握、一体落实。三要做好

“学”“宣”“研”文章。人民政协肩负

着“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
任，我们将充分发挥政协“三个重要”
作用，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
引领，依托政协大讲堂、委员读书月、
委员微课堂、“学与商”云课堂等载
体，引导广大委员、机关干部和界别
群众加深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
核心要义的认识、对“因地制宜”这一
重大要求的理解、对“重要阵地”这一
目标定位的把握，进一步厚植决策落
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努力实现
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
行动上步调一致。

二是准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实践要求，在服务中心大局中贡献
智慧力量。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们要始
终胸怀“国之大者”，聚焦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精心组织
开展今年 20 项重点协商活动，自觉
当好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实践
者、推动者。一要推动科技创新“点”
上突破。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创新体
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2 年宿迁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
市以来，出台实施方案，持续推进落

实，取得明显成效。但全社会研发经
费支出占 GDP 比重、单位 GDP 能耗
下降率、科技公共财政支出占公共财
政支出比重等方面还有明显不足，创
新型城市建设水平不高。为此，今年
我们拟紧扣“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
设”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重点围
绕推进产业和科技紧密结合、提升科
技平台能级、加快重点领域技术攻
关、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等方面提出
针对性建议，助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进一步释放创新
型城市建设对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作
用。二要促进产业链“线”上发力。
为加速传统产业焕新和新质生产力
培育，我市聚焦 6个产业集群和 15条
重点产业链全面打造“615”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我们要深
刻理解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的丰富内涵，坚持议题和形式相匹
配，重点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千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重
大产业项目含新量含绿量”“构建‘智
改数转网联’新生态”“加快发展临港
产业”“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等
议题深入协商监督，精准建言献策，
助推全市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实现量的积累和质
的突破。三要助力民营经济“面”上

提质。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加大
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持续优化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事关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我们将配合省政协建
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委员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联系机制，在部分重点产业
链企业、委员企业、民营企业建立信
息直报点，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举行政情通报、
开展互动交流，深化国企带民企大手
牵小手结对发展行动和“两访两帮”
常态走访活动，持续推动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

三是建好建强助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平台载体，在推进创新创优中
提升履职质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
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
的干劲带起来”。对于政协来讲，我
们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以开展

“质效提升年”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创
新协商民主实践，丰富平台活动载
体，切实提高双向发力水平。一要全
面加强市政协改革智库建设。充分
发挥市政协“四化”同步集成改革智
库“履职轻骑兵”作用，联合市社科联
面向全国公开发布课题，密切与省社
科院、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合作，把发
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研究方向，立

足宿迁发展实际，重点围绕宿迁建设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机遇和挑
战、以新质生产力释放“制造”新动
能、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地方国资平台改革的方向和路
径、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
深化政策性和对策性研究，定期编报
智库专报并举办专题建言资政会，从
理 论 和 实 践 上 提 供 高 水 平 决 策 咨
询。二要充分发挥市政协委员企业
家协会作用。围绕“新质生产力”的
破题解题举办专题讲座、商务考察
和“宿惠商”沙龙活动，扩大政、校、
研、银、企“朋友圈”，促进供需互通、
平台联通、要素融通；深入开展“多
做贡献 争先有我”主题活动，引导
委员企业家大力弘扬“四敢”精神，
坚持创新、专注实干、精准发力，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敢为善为，引领
带动更多的企业向“新”而行，跑出
发展“加速度”。三要深入推进“示
范 委 员 工 作 室 ”“ 委 员 风 采 岗 ”打
造。研究出台《关于高质量建设委
员工作室的实施办法》，有序推进

“示范委员工作室”建设和“委员风
采岗”选树，强化功能化建设和特色
化打造，把委员工作室建到企业、建
到园区、建到产业链上，广泛收集反
映生产一线的社情民意，力所能及办
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积极助力产业经
济发展壮大。

宿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冯 岩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聚力服务发展高质量

为落实委员联系群众“三
联三促”工作机制，村驻点市
政协委员、苏州宿迁工业园区
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陆永军经常入村调研，
了解到村民想通过电商渠道
打开蔬菜销路和民宿运营的
需求。结合落实党员委员联
系党外委员制度，陆永军与市
政协委员、民盟盟员、宿迁开
放大学京东电商学院院长张
举结成共建对子，联合部分区
政协委员及电商专业教师，成
立“同心助农”委员联合工作
室，着力做好“电商助农”的后
半篇文章。

“同心助农”委员联合工
作室成立以来，以宿城区蔡集
镇田洼村特色农业“平台+基

地+企业+农户”的联农创新
经营模式为基础，充分发挥自
身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每
月开展一次线下电商辅导，为
田洼及周边村民讲授网店管
理、网页制作、宣传策划、直播
带货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
智慧农业产业集聚提升，助力
农村电商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共谋发展之路。

淮河古菱齿象化石是泗洪县博
物馆收藏的最大一件文物。2016 年
4 月，泗洪县在实施石集乡柳山等村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项目
工程施工期间，在毛山村桂台附近
溧河转弯处，发现一具古象的骨架
化石，经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专
家现场考察，确定为淮河古菱齿象
化石，埋藏层位是第四系上更新统
塔兰托阶戚嘴组上部，地层沉积年
龄约 5万年，埋藏在大堤东侧排涝大
沟断流后沟底地下约 3.5 米深度。
这具古象化石是国内发现的保存最
完整的古菱齿象化石之一，包括门
齿、下颌骨、盆骨、脊椎骨、肩胛骨、
肋骨、四肢长骨等骨骼化石，集中分
布在 2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头骨位于
臼齿的前方，腿骨离肩胛骨至少有 2
米远，脊椎骨也散乱分布在四周，似
乎提示这头古象属于非正常死亡，
并且在死亡后被大型肉食动物撕扯
分食。根据其肩胛骨的大小，专家
推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个头

最大的淮河象。
淮河古菱齿象有一对长而粗壮

的上门齿，在我国东部及日本一度
非常繁盛，有不少专家认为，它们是
现代亚洲象的堂兄弟，是现代非洲
象的祖先，它们生活在距今 12 万年
至 1万年间，在晚更新世晚期突然灭
绝。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初步确定，这是
一头成年公象，肱骨长度超过 1 米，
股骨长超过 1.3 米，推算它站立时肩
高可超过 4米，生前从牙尖到尾巴长
度有 8 米，体重超过 10 吨。以此推
断，这头淮河象是世界上已经发现
的个体中最大的。根据其第 3 臼齿
磨痕判断，古象死亡年龄约 50岁，鉴
于象的平均年龄通常约 70 岁，其死
亡时已属中老年。

这头古象究竟是怎么死在这里
的呢？这就要从埋藏这具骨架化石
的地层找答案。从挖掘现场的地层
剖面可见，棕黄、棕红色含钙质结核
和铁锰结核粉砂质亚粘土层在上面，

埋藏古象化石的浅灰绿色粉砂层在
下面，是河漫滩沼泽湿地沉积。这头
古象是在此不幸陷入淤泥，在挣扎中
越陷越深，最终被淤泥埋葬。

淮河古菱齿象怎么会被淤陷埋
葬的呢？这就要从它们的臼齿说
起。淮河古菱齿象有上下左右 4 块
臼齿，一生要换 3次。随着年龄的增
长，新的臼齿会从后面长出来，向前
推动磨损掉的旧臼齿直至脱落。古
菱齿象的臼齿磨蚀到一定程度后，
齿板上的釉质环会扩大呈菱形，故
因此得名。进入中老年时第 3 套臼
齿（最后生出的一套臼齿）已磨损严
重而难以咀嚼坚硬粗糙的植物，所
以它们就偏好吃细嫩多汁的植物。
沼泽湿地是这种植物生长较多的地
方，那里也因此成为中老年象经常
出没的地方。许多时候，它们会长
期生活在那里直到死亡，往往造成
象的遗骸在这些地方比较集中。

这些身高 4~5 米，体重 10~14 吨
的大家伙，当时行走山林草原，几乎

没有天敌，所到之处，狮虎狼熊纷纷避
让。却只因为最后一套臼齿的磨损，
而不得不经常要冒险进入沼泽湿地找
吃的，一不留神就命丧烂泥塘。

淮河古菱齿象曾广泛分布于华
北、华东及朝鲜等地。自 1935 年以
来，先后已有数以百计的化石被发
现，但大多是残破零星的骨骼或牙
齿，完整的骨架化石很少。这是由
于陆地动物死亡后，暴露的遗体很
容易因风化、腐烂、搬运而解体或被
别的动物分食、肢解而破坏。这次
在泗洪县发现较完整骨架化石，得
益于其特殊的死亡方式——淤陷埋
葬。由于化石发现地位于当地一条
河流内，因此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
性，那就是这头大象死于河流内，水
流导致骨骼移位。据了解，化石发
现地与距今约五万年前后的下草湾
古人类遗址时间相当，当时整个淮
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有稀疏的森
林和草原，先民们与大象、犀牛和鹿
等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

淮河古菱齿象化石

位于沭阳县沭城街道建陵居委
会紫藤花园小区内，有清代贤吏袁
枚亲手所植紫藤，2009 年被列为宿
迁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袁枚（1716—1798 年），字子才，
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
人、随园老人，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
论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才
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 年)
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

（1742年）外调江苏，五月到任溧水知
县，六月即改任江浦知县，乾隆八年
至十年（1743—1745年）任沭阳知县。

袁枚在沭阳政绩卓著，他一上
任，便重视调查研究，从风土人情、
地理环境、山丘河道，到官吏、黎民、
政事、生产等方方面面，一一进行细
致查访。此时，虽然是“乾隆盛世”，
但在沭阳民间，却正遭受多年水旱
灾害而未复苏时期，一幅生灵涂炭

的惨景，可谓万户萧疏、悍吏横行，
全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
其数”。袁枚上任后，便深入民间调
查，发现严重问题，大都做了详细记
载，并往往写诗作证。面对“路有饿
殍、哀鸿四野”的惨状，他拿起蘸着
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
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髑髅，骨瘦亦
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
他发现全县水利设施奇差，便在诗
中写道：“朱提数挺田千顷，为少如
弓水数湾。”意思是说，有钱的人光
知买地，却不修水利，既导致水患，
又导致旱灾。面对水旱蝗灾，他在
诗中咏道：“浮天水失东西路，入境
蝗如早晚潮”“十载花封烟浪里，可
无遗恨六塘河”等。基于这种状况，
袁枚发动百姓修渠治水，力求根治
灾害。

在沭阳任职期间，袁枚一手抓

生产，一手抓文化教育，注意培养和
选拔人才，并亲自编写教材供学子
使用，使当时的人民生活安定，民风
大振。在短短执政的两年中，袁枚
确也造就和举荐一批人才。在文人
学士中，有一人中进士，四人中举
人。沭阳城内的书生吕又祥少年丧
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勇于为
善，袁枚对他非常器重，在他竭力举
荐下，吕又祥任曹州府同知。

袁枚是一位对生活充满诗意的
人，他在公务之余喜欢游山玩水，观
花赏景，结交文友。关于他在县衙
院内栽植紫藤，有一段传说：在治理
姬沟时，袁枚曾与吕又祥一起到沭
阳西乡新挑河畔的胡家花园（清康
熙年间翰林院编修胡简敬家祖传花
园和松林）拜谒赏花，花园内花草繁
多，袁枚对植花插木产生了兴趣，主
人便赠他们紫藤与槐苗，袁枚带回

栽在县衙院内。经过精心培育，紫
藤逐渐长大，他看着很高兴，便留下
诗句：“谁言作令少公余，沭地真堪
奉板舆。四季种花官荷锸，六房如
水吏抄书。”

袁枚调离沭阳后，人们怀着深
厚的感情对这株紫藤长久保护。多
年以后，吕又祥之子吕昌际（字峄
亭）在袁枚 73岁时，三次写信并派人
邀请他到沭阳故地重游。袁枚来到
沭阳后居住吕府，看到亲手栽植的
紫藤根部长到五尺粗细，攀缘古槐
而上，一条条藤蔓犹如盘龙绕梁，其
叶繁茂，十分壮观，感到非常高兴。

如 今 ，每 当 大 地 回 春 、紫 燕 剪
柳时节，整个紫藤嫩叶吐翠，繁花
盛开，翠绿葱茏的藤条摇曳于微风
中，犹如一片紫色的云雾，又似一
把绿色的大伞，给人以旺发而雅致
的感觉。

袁 枚 手 植 藤
图为省政协领导调研“同心助农”委员联合工作室建设情况。

委员联系促发展
助农走上致富路

“同心助农”委员联合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