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宿迁经开区南蔡乡新蔡村蔬
菜基地的芹菜喜获丰收。

新蔡村蔬菜基地是南蔡乡省级“菜
篮子”工程永久性蔬菜基地核心区。近
年来，新蔡村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设
施农业，种植芹菜、茄子等蔬菜，助力农
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陈少帅 通讯员 张宇婷 摄

芹菜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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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消防 防患于未“燃”
详见4版

今日导读

■ 本报记者 史雅琪

不久前，全省村庄规划工作展示交流会召开，
宿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会上就全省首家完成

“镇村联编”试点工作经验进行交流发言，分享内容
获得高度认可。

据了解，“镇村联编”是指将镇和村庄的规划编
制工作进行联合，通过统筹考虑镇和村庄的发展需
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镇村联编”
能够有效解决城镇开发边界内外详细规划缺乏统
筹、规划与土地政策缺乏衔接等问题，促进乡村振
兴和全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城镇和乡村共生共存、相互依托，处理好城乡
关系，不仅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关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6月，经省自然资源厅批复
同意，宿迁成为全省首个开展“镇村联编”规划试点
城市。

对照高水平编制村庄规划的要求，宿迁提前谋
划，制定了《宿迁市乡镇全域详细规划（村庄规
划）编制指南》，统筹乡镇发展和乡村振兴、耕地
保护和乡村建设、近期需求和长远发展，全域全
要素优化各类用地和设施布局，明确了近期建
设用地规划指标，为实施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
提供依据。

在不单独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宿
迁探索编制覆盖乡镇全域的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实现乡镇域“一张图”规划管控，在节约规划编制资
金、减轻基层负担的同时，连片推动乡村地区资源
高效整合、设施联建共享、用地精准保障、产业协同
发展。目前，宿城区王官集镇“镇村联编”规划率先
完成。

在王官集镇规划编制中，宿迁充分考虑全域综
合整治、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流量指标等，摸清乡
镇域耕地、人口、设施等家底。规划编制后，王官集
镇域耕地面积将增加3879亩，耕地将由2454块合
并为1800余块，实现“耕地有增加、生态有改善、空
间有保障”的总体目标；统筹落实369亩新增建设用
地空间指标，精准保障文创产业、特色果蔬等10余
个乡村产业项目，助力产业富民。

“乡村地区的规划管控涉及自然资源管理、建设开发和发展引导，
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科学规划、有序发展，才能实现城乡发
展一体化，促进乡村地区繁荣与进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村镇规划
处处长吴晶良说，宿迁将在高质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基础上，系
统谋划、充分发挥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定位作用，以实现乡村地区规
划管理全覆盖为目标，持续加强“镇村联编”实践总结和成果运用，探
索建立规划动态优化机制，着力提升乡村规划实效，深入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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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明

近日，宿迁绿电绿证市级平台
揭牌仪式举行，苏北首家绿电绿证
市级平台正式成立，标志着宿迁绿
色低碳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绿色是宿迁始终不变的鲜明底
色，生态是宿迁最宝贵的财富。近
年来，宿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碳达峰、碳
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建设
富有新内涵、展现新形态的“江苏生
态大公园”。

今年4月，我市印发《宿迁市碳
达峰实施方案》，将“碳达峰、碳中
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到 2025 年，
全市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和生活体
系更加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机制初步
建立；到 2030 年，全市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重
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初步建立。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市新能
源全年发电量 50.78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7.9%，全市可再生能源消
费量44.15亿度，全社会用电量313
亿 度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量 占 比
14.1%，总体新能源就地消纳率较
低。宿迁绿电绿证市级平台的成
立恰逢其时。

宿迁绿电绿证市级平台在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用能企业、政
府部门之间架起一道绿色桥梁，不
仅可以助力本地绿电消纳，实现环
境价值就地转化，促进绿电平价销
售，降低高能耗、外向型企业用能
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还
能打破以资源换项目牺牲长远利
益的路径依赖，推动资源换项目转
向绿色优惠政策引项目，进一步降
低能耗指标，为宿迁高质量发展注
入更多“绿色”能量。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全
市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既要把握
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
关系，也要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凝聚政府、企业以
及社会公众的力量，走出一条生态
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之路，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宿
迁新实践。

为宿迁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多“绿色”能量

■ 本报记者 史雅琪

11 月 6 日 23 时，一把家用按摩
椅从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的韵达华
北分拨中心发出，经过分拣、转运、
派送等环节，于次日上午送达家住
宿城区的李向华手中。

夜间下单，次日收货，这样的消
费体验对宿迁百姓来说，已经习以
为常。“今年的‘双十一’活动已进入
白热化阶段，快递行业也随之进入

了投递高峰期。保障每一个包裹安
全迅速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是快递
行业和每一位快递员共同努力的目
标。”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保障配送时效，让消费者
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提升
物流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是一条重
要路径。近期，江苏省数据局公布
了2024年江苏省数字消费创新场景
名单，宿迁“京东物流的智能无人物
流配送”项目成功入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网络购
物的兴起，快递行业迅速发展，成
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密不
可分。

近年来，国家相继制定出台《关
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快
递暂行条例》等文件，规范快递市场
秩序，提升快递服务质量。根据《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预计
2021 年至 2035 年全社会邮政快递

业务量仍将保持年均6.3%左右的增
长。快递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必将
产生更多的快递末端配送需求，如
何优化配送路线、提升配送效率，应
对复杂的配送场景，保障快递业健
康规范可持续发展，成为物流配送
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此，京东物 流 围 绕 提 升 配
送 质 量 和 客 户 满 意 度，正全力促
成配送服务从“汗水型”向“智慧型”
转变。（下转2版）

数智赋能，让物流配送从“汗水型”向“智慧型”转变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全
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坚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
前提和基础，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
近平同志围绕自然资源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28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贺
信、指示等15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 王逸鸣

道路平坦宽阔、停车位整齐划
一……11 月 8 日晚，位于宿城区
项里街道的虞姬巷街区逐渐热闹
起来，前来消费的食客络绎不绝，
构 成 一 幅 充 满 烟 火 气 的 温 馨 图
景。从前些年的“脏乱差”到如今
的干净整洁，虞姬巷街区实现了
华丽转身。

虞姬巷街区的改造提升是宿城

区大力推进“可爱城市”建设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宿城区以满足民
生需求、繁荣城市经济、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坚持“小
投入、大成效”，充分整合多方资源，
引入社会资金，全力推进“可爱城
市”建设。数据显示：2024年，全区
共排定24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
完成 17 个重点项目，7 个重点项目
正在进行扫尾工作。

街道干净整洁、大型墙画栩栩

如生……位于宿城区古城街道的府
前街区是人们逛街游玩的好去处。

“经过近几年的改造提升，环境有了
明显改善，来逛街游玩的群众明显
增多，大家逛得安心、吃得放心，我
们做生意也舒心。”小吃店经营者赵
雅淇满意地说。

今年是实施《“可爱宿迁”城市
建 设 管 理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4—
2026年）》的首年，宿城区聚焦“可爱
城市”建设，在实现“城市高颜值、生

活高品质”目标上精准用力、持续发
力，一体推进功能完善、特色打造，
让城市更具特色、更有内涵。宿城
区通过集中整治车辆乱停乱放、私
自占用车位等问题，进一步提升街
容街貌，确保街区环境整洁有序。
同时，秉持“文化引领、完善功能、
特色鲜明、注重保护、有利发展”理
念，不断对特色商业街区进行改造
提升。

（下转2版）

宿城：以“绣花之功”精雕城市之美

■ 本报记者 张云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宿
豫区规上工业产值、规上工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10%、12.9%；实施设备
投资超千万元技改项目35个，已竣
工项目18个，完成投资11.35亿元；
重点产业链实现产值 418.15 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的54.4%；新增7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亮眼的数据展现了宿豫区工业
经 济 之“ 稳 ”、产 业 优 化 升 级 之

“进”。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和“助推器”。近年来，宿豫区立足
自身产业基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奏
响产业集聚、企业转型、技术创新主
旋律，工业强区、产业兴区的步伐铿
锵有力。

新型工业化向纵深推进、高端迈进
“我们持之以恒抓工业、上项

目，努力把新型工业化推向纵深，

以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推动高
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宿豫区委书
记、宿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殷其
国说。

近年来，宿豫区聚焦项目引建
“主战场”，深耕工业“主阵地”，坚持
外引内培双轮驱动，全力以赴扩增
量、优存量、提质量，推进新型工业
化不断向纵深推进、高端迈进。

日前，宿迁高新区北斗智联（江
苏）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全
自动贴片机不间断地运转，一个个
电子元器件主板顺利下线。

“每块应用于北斗导航产品的
主板上大约有1400颗电子料，每条
贴片生产线每天可以贴合600块左
右主板。”该公司党支部书记王万家
介绍，公司现拥有专利58项、软件著
作权136项、知识产权逾700项。

以北斗智联（江苏）科技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
宿豫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
手。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

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质生
产力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巨大空间，
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
体。宿豫区坚持向“新”而行，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靶向施策激
发创新活力，全力提升园区发展能
级，力争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上迈出更大步伐。

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宿豫
区共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268家、高
新技术企业145家；获批省级瞪羚企
业 4 家、省级潜在独角兽企业 2 家、
省级独角兽企业1家；拥有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

加装“数字引擎”从制造迈向“智”造
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机器隆隆作响，生产线上，
只有寥寥数位工人在忙碌。据悉，
该公司每年研发费用超6000万元，
引进了多套世界先进的高端、智能
和数字化设备，是宿豫区目前单体
投资规模最大、亩均投资强度最高
的工业企业。

百威（宿迁）啤酒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生产机器高速运转，只需几
秒钟，十几瓶啤酒的灌装和压盖就
已完成。在智能化、自动化的流水

线上，只需数名工人便可维持生产
线的正常运转。

在江苏三元轮胎有限公司，
各个工序基本实现“无人操作”，
硫化、检测车间已经达到“黑灯工
厂”的水平。工厂整体装备智能
化率超 90%，仓储物流智能化率
超 80%，实现产品 100%在线自动
检测。

……
在宿豫区，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的企业不胜枚举。近年来，宿
豫区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强基工程，
加快先进智能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为企业加装“数字引擎”。

据统计，2023年，宿豫区实施设
备投资超千万元技改项目66个，获
批省级智能工厂1个、省级智能车间
4 个、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1
个、市级智能车间10个。

“数字化、智能化”作为一种新
质生产力，已成为企业实现生产方
式变革的重要力量。宿豫区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因地制宜推进工
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
型”，推动众多企业拥抱数字化新
浪潮。

（下转2版）

——宿豫区工业经济发展观察

“新”潮涌动 量质齐升

为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
注入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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