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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上自习，
真能实现有效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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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秋月

旅行结婚，用公交车当婚车，骑
着公共自行车迎亲……从千篇一律
变为各有所好，从繁复流程变为轻
松舒适。如今，越来越多宿迁年轻
人在举办婚礼时，不再囿于盛大、奢
华的婚礼，而是更注重个性化定制，
把婚礼办成一场轻松的派对，可谓
简约而不失个性，经济又不失浪漫。

婚礼仪式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观
念的变化。婚姻是人生大事，一场
隆重、喜庆的婚礼是对新人开启人
生新阶段的见证，而愈发繁杂奢华
的婚庆排场却给不少家庭造成了负
担。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极简化婚
礼，体现出年轻人婚恋观、消费观的
转变。

其实，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
想要给婚礼“减负”，最需要得到的
是长辈亲人的理解和支持。

婚礼承载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和期待，让爱“轻装上阵”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简单、舒适、更具性价
比的婚礼，不仅不会给幸福“打折”，
还能让新人和家人留出更多的精力

来互相表达爱意和祝福，回归享受
幸福、收获祝福的初衷。

让年轻人在婚礼中获得更多
“主导权”，也意味着在现代婚姻中，
年轻人有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担
当，对伴侣的选择也更注重精神上
的契合。

对于婚庆产业来说，这也是一
个转型升级的良机。“小而美”的婚
礼大受追捧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消费
降级，而是新人对婚礼实质和内涵
更加重视。近几年，“天价”婚纱照，
婚宴菜价翻倍，婚礼跟拍、婚礼拍摄
视频“同质化”严重等乱象层出不
穷，越来越高昂的婚礼花费却并未
获得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是年轻人
选择“小而美”婚礼的原因之一。相
关商家不妨趁此机会，为新人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

把婚礼“C 位”还给爱情，更需
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早在
2020年1月，宿迁就正式发布了《人
情新风“宿9条”》，大力倡导移风易
俗、推进人情减负、弘扬文明新风。

宿迁年轻人婚礼仪式的变化，
也正是对《人情新风“宿 9 条”》的
生动践行。这也给相关部门提供
了一些启发，在开展移风易俗工
作的过程中，多一些正能量的氛
围营造和好做法的引导，或许可
以事半功倍。

婚礼“减负”幸福“加码”

广告

■ 吴柏啸

种子是农业“芯片”，提及农业，
绕不开种子。

近年来，沭阳县青伊湖镇持续
深耕种业领域，培厚现代种业新动
能，深入推动镇域3万余亩农田提标
改造，进一步擦亮“种子强镇”品牌。

作为青伊湖镇重点农业龙头企
业——江苏欢腾农业有限公司自主
培育的“沭优1号”“嘉优中科1号”
等水稻良种备受农民青睐，正大步

走向市场。
前不久，江苏欢腾农业有限公

司对“沭优糯81号”水稻进行收割。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一台大型
联 合 收 割 机 驶 进 稻 田 。 经 过 收
割、脱粒、除杂、折算标准水分等
工序，“沭优糯 81 号”水稻最终以
每亩产量 830 公斤交出了亮眼的
成绩单。

“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计算，
每亩‘沭优糯 81 号’水稻的经济
收益比本地主栽水稻品种的经济

收益高 700 元左右。”江苏欢腾农
业有限公司育种部门负责人李金
军说。

水泽之地，地力肥沃。青伊湖
镇的稻种有口皆碑，蔬菜上海青更
是闻名全国。

11月17日，笔者走进位于青伊

湖镇蔷薇村的江苏陀沟食品有限公
司，只见菜地里一群工人正忙着采
摘上海青。

据了解，地里的采摘工人都是
蔷薇村村民，采摘工作帮他们实现
了在家门口务工增收的愿望。

（下转2版）

青伊湖：擦亮“种子强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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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登书 张校铭

幸福河湖是指实现安全流畅、水质优
良、岸绿景美、管理高效、人水相亲、共治
共管、宜乐宜游的河湖。近日，骆马湖（嶂
山闸—皂河船闸段）成功创成淮河流域幸
福河湖，“可复制、可推广的大湖治理管护
典型经验”被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列为
典型案例，在5省40个市推广。

“市湖滨新区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
最大品牌就是绿色生态，做好‘治山理
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推动幸福河湖建
设，是高质量打造‘轻美好快’宜居宜业
现代化活力新城的现实路径之一。”市湖
滨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先彦介绍，市湖滨
新区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以幸福河湖建设为主线，走出了一
条独具湖滨特色的生态融合发展之路。

生态优先，打造亮丽名片

清波绿草湿地间，落霞雾霭
遥相拥。一望无际的骆马湖、川
流不息的大运河、宁静美丽的三
里湿地……这是市湖滨新区幸福
河湖建设成果的生动体现。

为不断构建骆马湖生态系
统，近年来，市湖滨新区相继实施
骆马湖禁采、退渔还湖、“四乱”整
治、禁捕退捕、“一线一岸”整治、

“三无”船舶整治、三里湿地修复
等措施；认真落实《宿迁市骆马湖
水环境保护条例》，按照“水陆同
治、系统修复、长效保护”原则，构
建湖滨水生态大基底，沿湖生态
岸线比例达85%。

“水清、岸洁、堤绿、景美”成
为常态，湖心水质达国家二类标
准。东方白鹳、红嘴鸥、萤火虫
等出现在骆马湖水域，全区生态
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生态系统稳
定性不断增强，生物多样性更加
丰富。

科学划定骆马湖全域空间保

护范围，高质量开展罗曼园、水生
植物园、湖滨公园等改造提升项
目，串联形成开放式滨湖风光带
10多公里，大湖风光、历史长廊、
森林公园、乡村渔岛已成为骆马
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时是
景、处处是景、人人是景”目标得
以实现。

将河湖底色融入城市规划，
把水城相依融入片区开发。宿迁
学院新校区、宿迁市民中心、骆马
湖渔业风情村等重大城市功能项
目正在建设，湖滨高中建成投用；
持续深化与南通海门开展合作办
学，宿迁市湖滨海门实验学校建
成投用；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区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窗明几
净、欢声笑语”目标。

创新机制，形成治理路径

根据骆马湖部、省、市、县四
级管理机制要求，市湖滨新区认
真落实属地职责，推动大型湖泊
幸福河湖建设。建立跨界河道

“联合河长制”、“河湖长+警长”
巡湖模式、“六个一”防溺水工作
机制，为河湖管理提供坚实保障，
填补了国内大型湖泊幸福河湖共
建空白，为全国大型湖泊幸福河
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近年来，市湖滨新区持续完
善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主体的河
湖长制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市、
区领导巡河督导工作，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向

“有能有效”转变。
依托骆马湖四级湖长体系和

市湖滨新区负责的 62 个管理网
格，创新建立骆马湖管理定期协
调会办机制，常态化实施网格长、
助理员、督导员、警员“一长三员”
网格化管理，同时积极探索河湖
长制实体化运行机制，实现以河
湖长制推动河湖长治。建立骆马
湖法治基地“两庭一中心”，着力
打造集生态旅游、警示教育、法治
宣传于一体的特色生态司法保护
基地。

创新骆马湖现代化警务新机
制，围绕“生态警务·旅游警察”定
位，推动生态湖区、平安校区、魅
力景区、温馨园区、安心社区“五
区共建生态体系”建设，确保骆马
湖长治久安。投资千万元打造骆
马湖生态联勤警务站、智能警戒
防溺水系统，建成全省首个“技
防+人防+物防”三位一体的防溺
水巡防监控平台，已连续两年实
现暑期未成年人“零溺亡”，骆马
湖“防范溺水系统性守护机制”经
验做法，被省委深改委列为全省
133项改革创新案例发文推广。

（下转4版）

■ 赵璐瑶 程西鹏

11月18日下午，笔者来到位于
宿豫区的宿迁万亩籼米基地，一望
无际的高标准农田里，嫩绿的麦苗
已破土而出，点亮了黄褐色的土地。

在宿迁万亩籼米基地不远处，
分布着新型农村社区、宿豫区粮食
产业园、中国农批宿迁市场等设施
场所，在这里，一粒籼米“足不出
区”，便能完成从科技研发到标准化
种植，再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展
示交易的“产业链之旅”。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农业产业链越长，农产品
销路才更广、产品附加值才更高。
2011年，原农业部下发《关于认定第
一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通
知》，76个园区获评第一批国家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宿迁运河湾现代
农业产业园（宿豫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榜上有名”，成为宿迁市首个国
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近年来，宿豫区持续放大国家
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效应，以促进
农民增收为主线，以农业产业化为

抓手，从生产端、加工端、流通端、供
应端、销售端等五端发力，加快农业
产业链提档升级，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劲支撑。

“聚焦精深加工型肉禽、标准化
果蔬、优质籼米三大特色主导产业，
我们积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
产业化发展模式。”宿豫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负责人戴光远说，宿豫区以
建设“长三角中央厨房”为目标，先
后引进正大食品（宿迁）有限公司、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行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
集饲料加工、种鸡饲养、
鸡苗孵化、肉鸡养殖、屠
宰分割、熟食加工、有机
肥生产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发展格局；通过“双十共进”工程
（10万亩绿色果蔬基地与10万亩休
闲观光农业核心区），建成2000亩成
方连片生态高效农业基地28个，全
区已培育果蔬专业合作社135个，果
蔬类家庭农场105个；抓住“纬度最
高宿迁籼米”的特殊区位优势，以建
设“全国优质籼米全产业链开发样
板区”为方向，探索出一条从田地到
餐桌、从种子研发到副产物利用的
产业化发展新“稻”路……

宿豫区正在驶入农业产业化发
展“快车道”。

2011年，宿迁市首个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花落”宿豫——

驶入农业产业化发展“快车道”

10部门发文强保障
将给3亿农民工带来哪些新变化？

详见4版

本报讯（记者 王艳珅）他们用
朗诵扣人心扉，他们用音乐会“代
言”宿迁。11月22日晚，由江苏省
戏剧家协会、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
宿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宿迁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共宿迁市委
洋河新区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酒都宿迁 雅颂华章”晋省专场朗
诵音乐会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剧场举行。宿迁和来自原总政话
剧团、省话剧院等全国著名表演艺
术名家一同为南京市民倾情送上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当晚7点，活动在原创作品《用
诗歌拨响城市的风铃》中拉开帷幕，
正式开启宿迁朗诵艺术的诗意之
旅。本次活动分为《文明之光》《热
血厚土》《醉美酒都》和《水润名城》
四个篇章。从8500年前的顺山集文
化，到穿越古今2700多年的《千年楚
韵 江山春好》，这些风华之作充分

展现了宿迁作为“江苏文明之根”的
深厚文化底蕴。《信·念》《留住乡愁》

《母亲河 母亲湖》等原创作品，带领
观众重温历史，感悟信仰力量与家
国情怀，为宿迁的巨大变化喝彩！
整场活动共有16个节目轮番登场，
带领观众跨越千年，深度了解宿迁。

“酒都宿迁 雅颂华章”晋省专
场朗诵音乐会集合了诗朗诵、歌舞、
独唱等艺术形式，演职人员以专业
素养将一首首诗歌演绎得淋漓尽
致。在朗诵《这里是酒都 这里是洋
河》时，他们细腻温婉，如同山间清
泉，体现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在朗
诵《热血·热土》时，他们激昂澎湃，
如潮水般涌动，表达着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与此同时，或悠扬或激昂
的交响乐随之奏响，与这些朗诵节
目相得益彰。现场的掌声与欢呼声
经久不息。

（下转4版）

“酒都宿迁 雅颂华章”晋省专场
朗诵音乐会在南京圆满举行

水水

图为朗诵音乐会现场图为朗诵音乐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