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祁秋月

连日高温让宿迁进入“炙
烤模式”，令人对清凉水景心生
向往。

需要注意的是，夏季也是溺
水事故的高发期。当悲剧发生
时，悲痛与懊悔无法挽回鲜活
的生命。学会防范溺水风险，
提高安全防范能力，防患于未
然，才是夏天安全避暑的“护
身符”。

未成年人是开展防溺水教育
的重点人群。每当暑假来临之
时，教育部门总是把防溺水教
育作为假期前的“关键一课”，
究其根本，是未成年人对自身
能力和环境危险认识不足，容
易高估自己的游泳能力，低估水
域的危险性。

这节“关键一课”，不能止步
于简单的“禁止下水”，更需要家
校合力，将不同水域、不同场景下
的溺水风险一一剖析，以真实案
例带入情境，提高未成年人辨别
风险的能力。从理论到实践的转

化至关重要，定期开设游泳技能
培训课程，在近水游玩时选择配
有专职救生员的场所，为未成年
人配置合格的游泳圈、救生衣、漂
浮板等装备，真正提升未成年人
的应急自救能力。

那么，会游泳的成年人在水
中是否“零风险”？近日，郑州一
名游泳教练在憋气训练时溺亡，
工作人员在一旁拍视频却未及时
施救，引发众多关注。一方面，成
年人在游泳、戏水时也需“量力而
行”，不做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

“极限挑战”；另一方面，游泳场馆
的经营者应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
训，引以为戒，按要求配足救生员
和相关设备，严格审核教练和救
生员的从业资格。

筑牢防溺水生命线更需全社
会合力保障。相关部门要加强水
域周边的监管和巡逻，设置警示
标识和安全设施。可喜的是，
2023年以来，宿迁市公安局部署
开展防范溺水守护工程，推动建
立 19 个市直部门和省属涉水单
位参与的涉险公共水域安全防护
联席会议制度，在重点水域建成
防溺水智能警戒报警系统，实现
了全水域感知、全天候预警、全时
段捕捉跟踪。

碧波清凉
更需安全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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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云龙
■ 实 习 生 陈春芳

数实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动能。市委六届八次全会强调，
要坚持以数实融合为重点，持续释放
数字经济赋能效益。着眼于此，全市
各地、各部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市委最新决策部署上来，围绕长三
角北翼数字经济节点城市建设，积极
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落实
新任务，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插上“数
字翅膀”。

在沭阳县，传统产业支撑作用明
显。“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
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
点。”沭阳县委书记、沭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彭伟说，全面落实市
委六届八次全会提出的“要推动产业
数字化”等要求，沭阳县正抢抓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机遇，
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推动数字
高效赋能实体经济，培育更多省星级
上云企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实现
规上企业改造转型“全覆盖”，并主动
顺应产品从生产端符合型向消费端
适配型转变的趋势，“一链一策”推动
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向价
值链高端迈进，

为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
动能，沭阳县还依托沭阳电商大厦
等载体平台，推动新一代电商规模
化、集聚化、规范化发展，充分发挥
数字技术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

动数字电商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全力打响沭阳数字电商品牌，加快
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抢抓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发
展机遇，着力做大新一代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实现产业链式
集聚和重点突破。

中国电信在数字基建、数字技
术、云网融合等方面技术实力雄厚，
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国家队
和主力军。“近年来，我们把贯彻中国
电信‘云改数转’战略与服务地方经
济‘智改数转’结合起来，聚焦云、网、
数、智、安、量子、平台七大战略新兴
业务领域，全面助力宿迁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中国电
信宿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徐焕
表示，围绕市委六届八次全会决策部
署，中国电信宿迁分公司正高效配合
大数据“一局一中心一集团”，扎实做
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充分发挥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的放大、叠
加、催化作用，实现数据多元赋能高
质量发展。

据徐焕介绍，在去年技术支持江
苏虞美人纺织品有限公司、江苏称意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宿迁企业入选
工信部《2023 年 5G 工厂名录》、促进
全市234家企业推进“上云、用数、赋
智”转型的基础上，中国电信宿迁分
公司今年将进一步发挥云网融合优
势，积极打造多样数据应用平台，加
快宿迁产业数字化发展步伐，重点聚
焦全市“615”产业体系，助力实施“龙
头带动、百企智造、千企上云、万企联
网”四大工程，并突出创新引领，夯实
基础设施、强化数据赋能、优化发展
生态，在宿迁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中贡献电信
智慧。

（下转2版）

数实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在打造‘重要阵地’中彰显宿迁担当”系列报道

■ 张立婷 骆游

重大项目有力推进，产业经济加
速崛起，创新创业活力迸发……6月
的洋河，出征的战鼓在夏日奏响。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市洋河新
区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八次全
会精神，锚定上半年攻坚目标，拧
紧弦、拉满弓、铆足劲，以“作出更
大 贡 献 奋 力 争 先 进 位 ”必 胜 信
心，发力二季度、决胜上半年，确
保交出优秀的“半年答卷”，在时
序轮转中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

聚链成群 链群发展稳步推进
仲夏时节，市洋河新区一派火热

的生产景象，浓郁的酒香随风飘散。
5 月 31 日，为深化省级县域白

酒电商集聚区建设，“电商公共服务
全省行”洋河站活动在市洋河新区
举办。

活动现场，市洋河新区发布了
产业集聚发展、示范载体提升、产
业项目培育等行动 12 条，并举行白
酒产业带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宿迁市商务局局长杜陆军
表示，希望市洋河新区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促进白酒电商产业链各环

节要素快速集聚，建设在全国具有
鲜明特色和示范引领的白酒电商产
业带。

酒 以 城 名 、城 以 酒 兴 。 作 为
“中国酒都核心区”的市洋河新区，
近年来，白酒产业首位度愈发凸
显，立足产业基础和品牌优势，推
动酒业集链成群，做强包装配套
产业，拓展白酒电商、商务会展等

相关产业，加快建设白酒庄园，着
力打造“世界一流的优质酿造产业
集群”。

如今，穿行在市洋河新区各项目
建设现场，到处都是一派竞相发展的
景象：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人员忙
碌，一个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大项目、
好项目令人期待。

（下转4版）

市洋河新区：项目聚势热潮涌

■ 殷朝阳

日前，笔者来到宿豫区井头翻水站机
房，只见清澈的水流随着开启的闸门奔腾而
下。“我们提前制定了人员值守计划，并对设
备进行检修、巡查，确保翻水站高效运行，全
力保障农田灌溉。”宿豫区井头翻水站站长
陈卫兵介绍。

夏收不松劲，夏种紧跟进。当前，夏收
即将收尾，夏种也在有条不紊进行，宿迁各
地充分发挥农田水利设施作用，全力以赴让
农田“喝饱水”。

井头翻水站是宿迁大型泵站之一，负责
宿豫区来龙灌区及沭阳部分乡镇近60万亩
农田的灌溉用水。为了确保灌溉效果，井头
翻水站加强与各镇域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农
田灌溉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放水时间
和流量，保证水稻顺利栽插。

宿豫区大兴镇一处田间，农户李金平正
在地里插秧。“以前种地就是靠天吃饭，遇到
干旱天气只能通过肩挑背扛的方式来运水，
身体劳累不说，运输起来还非常不方便。”李
金平说，如果灌溉不及时导致粮食减产，那
损失就大了。

灌区作为粮食生产的“中流砥柱”，一头
连着国家粮仓，一头连着百姓生计。曾经的
来龙灌区二干渠渠道破旧还有淤塞，处于灌
溉渠末端的耕地很难“喝到水、喝饱水”。
2020年，来龙灌区被纳入“十四五”大型灌区
改造范围，计划改造总面积643平方公里，设
计灌溉面积44.6万亩。目前，已整治渠道5
条、排水沟2条，实施配套建筑物26座。计
划到2025年，该灌区灌溉保证率达到85%，
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3.1万亩。

如今，汩汩活水缓缓注入李金平家的田
地里。“现在有了来龙灌区的‘加持’，水源十
分充足，今年我计划种植400亩水稻，希望秋
天可以‘大丰收’。”李金平开心地说。

近年来，宿迁大中型灌区的灌溉面积不断提升，目前共有大中型
灌区21处。2023年，宿迁新增沂北灌区、濉汴河灌区、运南灌区、蔡圩
灌区、嶂山灌区和新华灌区6个国债灌区项目。这些灌区将在今年夏
种中发挥作用，努力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助力全市绘就新
时代“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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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心，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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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可 陈明明

2023年全省营商环境考核中，沭
阳县成功进入“全省第一方阵”；通过

“沭阳智能导办”微信小程序，以“不见
面”咨询方式代替传统线下窗口咨询，
目前已累计服务9000余人次，大厅窗
口业务咨询量减少50%以上；“驻厂帮
办员”常态化深入一线为企业排忧解
难，开展“家家访、户户到”问题化解活
动，共梳理化解问题109个……

今年以来，沭阳县聚焦市场主体
关心关切，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持续
增效年”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不断优化“沭事速办”，打造“三
全”帮办品牌，强化帮办服务效能，以

“小举动”优化营商“大环境”，全面提

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大力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

线上线下融合，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沭阳县在线上开通了“沭企通”惠
企政策平台，汇聚国家、省、市、县相关
政策120余条，线下设立惠企政策窗
口，实行“统一发布、统一咨询、一窗申
报”，让企业咨询政策、享受政策更便
捷。同时，建立“招商帮办员”“驻厂帮
办员”等机制，主动精准为企业推送惠
企政策，努力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
策找企业”转变。

6月14日上午，在沭阳县政务服
务中心“一件事”窗口，市民葛先生正
在咨询开书店需要哪些材料，窗口工
作人员一次性告知了该项业务所需
的材料和办理流程。在看到葛先生

行动不便之后，该窗口工作人员主动
提出为其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并通过
超级管理员系统调用了相关电子证
照，以“沭阳远程勘验”微信小程序代
替现场勘验，整个业务全流程办理仅
耗时1.5个小时。

快速的商事登记如何炼成？答
案是不断完善“企业开办一件事”服
务，设置开办企业一件事专区，提供
全流程服务。截至5月末，沭阳县共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13870 户，均在 8
个小时内完成办理。

此外，沭阳县以“刀刃向内”的精
神，在拓展惠企便民措施上还进行了
诸多探索。创新推广使用“沭阳智能
导办”微信小程序是其中的一项。该
县梳理出县、乡、村三级260个与企业

群众密切相关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群众通过微信小程序等渠道，以

“不见面”咨询方式代替传统线下窗
口咨询，减少跑动次数、缩减办理时
间，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更高效、便
捷、规范的服务体验。

“在沭阳办企业确实省心省力，
帮办服务直接做到‘全方位、保姆式、
零距离’。”宋和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侯广南说。

市场主体对环境的变化体验最
为直观。今年以来，沭阳县着力打
造全过程、全方位、全心全意“三全”
帮办品牌，“驻厂帮办员”常态化深
入一线查找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共
梳理问题109个，并会同相关职能部
门及时处理。（下转2版）

沭阳：帮办服务“小举动”优化营商“大环境”

近日，在位于宿豫区的宿
迁中玻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智
能化生产车间内，机械臂正按
照设定的程序完成各项关键
工序。

近年来，宿迁市坚持把“智
改数转”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
展的“关键一招”，统筹实施“龙
头带动、百企智造、千企上云、
万企联网”工程，全力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
展，加速绿色转型升级。

王帅甫 摄

“智改数转”
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