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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街道

本报讯（记者 周妮） 近日，宿
迁经开区改革创新暨营商环境建设
大会召开。副市长、宿迁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张辉在会上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市工作要求，笃行实干
抓改革，对标一流优环境，勠力同心
开新局，切实以改革之“进”，促环境
之“优”，铸发展之“势”，为全区高质
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强大动
力。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朱长途主持会议。

张辉指出，深化改革创新是高
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优化营
商环境是增创发展新优势的内在要
求，改革创新和营商环境考验的是
干部担当作为。要坚持改革为要、
环境是金，坚定不移增强深化改革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深刻把握发展形势的
新变化、区域竞争的新态势、市场主
体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把改革创新
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开山

斧”、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一号工程”，坚决破除思
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坚定

“勇当探路者”的信心勇气，拿出“不
做跟随者”的过硬举措，争当经开区
换道超车的“开路先锋”。

张辉强调，改革创新是开发区
的基因和灵魂。要坚持改革赋能、
环境提优，坚定不移蹚出高质量转
型发展新路径，高水平建设“五个新
高地”。聚力打造服务企业新高
地。坚持以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为主
平台，以创新推进利企惠企服务集
成改革为主抓手，突出项目落地高
效化、惠企政策集成化、行政执法规
范化，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聚
力打造招商引资新高地。深化招商
体制改革，坚持“全员招商+专业招
商+国企招商+市场化招商”四轮驱
动，招商方向向“新”而行、招商方式
与“时”俱进、招商考核以“绩”为先，
全力激发园区发展新活力。聚力打
造国企改革新高地。深入推进国企
经营管理、选人用人、薪酬待遇市场
化改革，全面激发国企干部职工干

事创业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区域一流国企矩阵。聚
力打造社会治理新高地。坚持以改
革创新赋能增效，着力提升数智赋
能引领性、社区治理系统性、风险防
范前瞻性，切实增强广大企业和群
众的归属感获得感。聚力打造人才
发展新高地。全面创新选人用才机
制，着力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深化
专业人才选用改革，探索基层干部
选聘改革，创新年轻干部培养模式，
推动更多发展干将在转型发展的舞
台上展现风采、建功立业。

张辉强调，深化改革创新、优化
营商环境，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全区上下必须坚持目标同向、行动
同步，进一步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持续强化能力提升、担当作为、创优
争先，坚定不移以一流作风保障营
商环境建设，争当改革创新和营商
环境建设的“尖兵”“闯将”。

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朱
长途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立足岗
位职责，明晰改革创新工作新任务，
明确营商环境建设新要求，系统谋

划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突出改革
为要，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发
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凝聚“摒弃惯
性思维、打破路径依赖”的思想共
识，强化“勇做探路者、不做跟随者”
的行动自觉，加速释放改革创新发
展新动能。要强化环境提优，以全
市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为契
机，以打造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为主
线，升级涉企服务，优化法治环境，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新高地。

会议通报了 2024 年全区改革
创新工作情况和 2025 年改革创新
重点工作，通报了2024年全区营商
环境建设工作情况和 2025 年全区
营商环境建设重点工作。相关单
位作了发言。

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全
体成员，区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区各部门各单位、驻区各
单位副科级以上人员；各集团公司
副总及以上人员；各乡（街道）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各金融机构主要负
责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
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宿迁经开区改革创新暨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召开

聚焦主责主业 深化改革创新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新高地

本报讯“小王，家里已经改
造好了，现在特别方便，谢谢你帮
我们申请！”近日，家住宿迁经开
区黄河街道梨园小区的马永桂给
社区网格员王亚楠打去电话，欢
迎她去家中看看新完工的适老化
设施。

今年 72 岁的马永桂患有慢
性病，加上腿脚不好，站起蹲下都
觉得有点吃力。“起床或者上完厕
所起身的时候特别费劲，现在有
了扶手方便多了。”在马永桂家，
卫生间、卧室床边安装黄色起立
扶手杆很是显眼。

去年，黄河街道民生事务局
工作人员为马永桂安装了包括可
折叠洗澡椅、床边扶手、助行器在
内的适老化改造“三件套”，如今，
这些适老化设施给他帮了大忙。

“看，我每天推着助行器锻炼身
体，把步数都记在这个本子上。”
马永桂展示他在家“散步”锻炼的
记录。

看似微不足道的适老化改
造，却能让老年人的生活有着实
实在在的改善。居民姜灵华是一
位独居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通过前期入户评估，工作人员对
其进行了家庭适老化改造，安装
一键呼叫器、智能马桶等智能化
设备，方便老人发生危急情况时
联系社区网格员。“有了一键呼叫
装置，像有人守护在身边，我独自
一人在家也非常安心。”姜灵华老
人说。

一键呼叫装置一头连着老

人，一头连着一键呼叫服务平
台。梨园社区网格员王亚楠介
绍，“平台绑定了社区高龄老人
的姓名、电话、具体位置、健康状
况等信息。只要按下 SOS 红
色按钮，即可进行紧急报警。预
先设置的三个联系人也会依次
接到电话，确保第一时间回应老
人的求助。”

小改造可以带来生活的大
变化。双侧无障碍扶手，帮行动
不便的老人解决洗漱难题；在卧
室和客厅等老年人频繁活动区
域装上红外感应探测器后，可
以探测老年人活动情况；适老
化桌椅让老年人减少磕碰，更
加安全……“每一项改造都事关
老年人的安全和健康，改造虽
小，但带给老年人的是满满的幸
福感。”黄河街道民生事务和便
民服务中心负责人卢金菊表示，
去年以来，该街道聚焦老年人如
厕难、出行难、洗澡难的问题，共
计完成适老化改造 22 户，有效
解决和降低老人在家中发生意
外的风险，为老年人“定制专属
幸福”，让老有所养的“质感”不
断增强。

据了解，针对老年人的实际
需求，黄河街道在改造过程中，注
重“一户一策”精准实施，用心打
磨每个改造细节，确保改造方案
更加专业和实用，让更多老年人
由居家“养老”变为“享老”，把民
生实事做到老年人心坎里。

（王媛）

适老化改造
助老年人乐享晚年

在南蔡乡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上，工业化的浪潮正以前
所未有的力量，为乡村振兴注
入崭新活力。依托工业化思维
的精准导向、系统布局与创新
驱动，南蔡乡各村（社区）积极
对接市、区企业需求，通过“村
企+名企”的联动模式，深度挖
掘乡村特色资源，精心构建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

在宿迁市南徐藤编家具有
限公司，工人们灵巧的双手在藤
条间穿梭编织，各式各样的沙发
椅在他们手中逐渐成形。73 岁
的张子龙和老伴张美平一直在
厂里工作，张子龙感慨地说：“我
们年龄大了，在这里上班离家
近，还不耽误干农活，我们老两
口每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目
前，该公司已吸纳本村20余名村

民就业，人均月增收 2000 元至
3000元，实现了群众就近就业与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双赢。

趁着“万企联万村”行动的
东风，徐庄村推动该公司向股
份制转型。完成改革后，该公
司与艾比户外用品宿迁有限公
司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承
担产品包装、藤编制作、喷塑处
理等关键工序，预计每年能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 40 万元的收
入。2024 年，徐庄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363万元。

在南蔡乡，像这样的村企合
作案例不胜枚举。其中，范庄村
成立宿迁六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承接了宿迁经开区辖区部分
企业的保洁及绿化管护业务，不
仅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稳定的
收入来源，更有效解决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问题。
近年来，南蔡乡按照“产业

旺、乡村兴、百姓富”工作思路，
出台专项方案，在招商引资、招
财引税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
励各村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
业，建设家门口的“就业车间”，
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让更多村
民吃上“产业饭”。2024年，南蔡
乡 10 家股份制公司带动全乡村
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1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足
音铿锵，集体经济发展动力澎
湃，共同富裕图景延展在前。”何
新刚表示，南蔡乡将在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上不断领题、持续
破题，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以实
干实绩书写集体经济发展新篇
章，交好乡村振兴“南蔡答卷”。

南蔡：壮大村集体经济 赋能乡村振兴

完善顶层设计
建立村企合作共赢制度

初春，在宿迁经开区南蔡乡新蔡村，一
座座覆被式全钢架结构的日光温室大棚，在
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大棚内，茄子植株枝繁
叶茂，绿莹莹的果实挂满枝头，沉甸甸地诉
说着丰收的喜悦。

新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母长才
介绍，目前新蔡村已建成37座现代化日光
温室大棚，种植茄子、西红柿等农产品，成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柱。

2023年5月，新蔡村实施村集体股份制
改革，由村集体、村支两委成员及部分群众
共同出资，成立宿迁市裕新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投资520万元建设蔬菜产业园。通过引
入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新蔡村赋能现代
设施农业，推动“育苗+果蔬”种植的规模化
发展，有效增强村集体的“自我造血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蔡村坚持集体资产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将集体经济部分收入用
于民生福祉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
建 2000 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市场，日均交易
量超50吨。通过“强特色 亮品牌”双轮驱
动，新蔡村蔬菜销售链已延伸至江浙沪，年
外销蔬菜量超 20000 吨，切实让群众的“菜
篮子”拎出满满幸福感。

2023年以来，南蔡乡将顶层设计的科学
性与基层实践的灵活性紧密结合，通过不断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制改革，由村集体控股成立村办企
业，村干部、村民入股，实行“自管、核算、分
红、共担”模式，动员有专长及有意愿的村民
入股，实现全员联动。

“我们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
功能，为集体成员和经营主体提供多种服
务，破解产业发展中‘无本办事、无业成事、
无人管事’等难题，全面激活生产要素。”南
蔡乡党委书记何新刚介绍，随着改革的深
入，南蔡乡各村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积极盘
活闲置资产，形成了资源开发型、资产收益
型、产业带动型、生产服务型等多种形式的
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农民通过集体纽带与
龙头企业、合作社紧密联结起来，推动产业
增效益、农民增收益、集体增实力，实现集
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同向而行。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
的“牛鼻子”，也是发展集体经济
的“金钥匙”。作为全省闻名的

“菜篮子”基地，近年来，南蔡乡
紧扣“农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
任务，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延伸拓展农业产业链条，跑
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在南蔡乡范庄村温室大棚，
一簇簇、一丛丛肥美的熊掌菇如
雨后春笋般竞相破土而出，它们
顶着硕大的菌盖，憨态可掬。
2024年11月，范庄村携手郑州久
鑫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成功引
进熊掌菇种植项目，并将其作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重点培
育。范庄村党支部书记陆晓东表
示，熊掌菇市场前景广阔，他们将
以种植熊掌菇为突破口，积极引
导村民有效利用闲置的土地、资

金等资源，推动形成规模化种植，
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进一
步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在南蔡乡徐庄村，一块高标
准农田正诉说着农业生产的新变
化，孕育着农民增收的新希望。
这里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
能灌、涝能排，田园风光美不胜
收。2023 年 8 月，徐庄村大力实
施土地股份制改革，采取“村集体
经济组织+种植户”的经营模式，
成立宿迁市南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流转土地660亩，以稻麦种植
为主导业务。公司充分利用大田
规模种植优势和机械化生产手
段，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
步鼓起种植户的“钱袋子”，夯实
集体经济“家底子”。

南蔡乡苏圩村成立宿迁市德
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把中草药种

植基地作为村股份制改革项目，致
力于打造管理规范、绿色引领的中
草药标准化生产基地，为南蔡乡农
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

推动“各展其长”的产业振
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所在。漫步南蔡乡，多元化发展
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依托“南
蔡芹菜”“南蔡青茄”“南蔡胡萝
卜”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
南蔡乡不断强化产销衔接，拓宽
销售渠道，全年蔬菜销售总额突
破亿元大关。同时，南蔡乡还坚
持“农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
药材加工与休闲农业等新兴产
业，大力提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自身发
展水平和带动能力，形成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
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 激发地方特色产业优势

借势工业“东风”探索村企多元发展路径

找准“路子”搭好“台子”夯实“底子”

■ 本报记者 王晖

逐梦田园乡村兴，春风浩荡满目新。
一个个富民产业兴旺发达，一个个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随着2025年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在宿迁经开区南

蔡乡，一粒粒种子正蓄积向上生长的力量。
近年来，南蔡乡锚定“美丽特色田园乡村”目标，心无旁骛抓发展、抓建设、抓民生，持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聚焦“生产、生态、生活”

三个维度，积极培育新质农业、发展生态产业、编织和美生活，全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美好愿景。
【 】

本报讯（记者 周妮）人勤春
来早，企业开工忙。近日，记者刚
走进江苏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大门，一股热火朝天的气息扑面
而来。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在开
足马力运转，各项工序紧锣密鼓
地推进，工人们各司其职，各在其
位忙着赶制产品订单，切割、焊
接、打磨、喷塑、编藤……争分夺
秒迈出生产“第一步”。

江苏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铭度户外用品”）成立
于 2017 年，主要从事高档家具、
户外用品制造销售，产品远销美
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可
达2.5亿元。

“目前，我们公司订单十分
充足，已经排单到今年 6 月份，
除了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今年还开拓了新市场，年产值有
望比去年再上一个台阶。”铭度
户外用品安全环境总监王卫告
诉记者，正月初八复工后，为按
时完成订单交付，公司合理安排
生产计划，优化生产流程，提高
生产效率。

记者走进一旁的焊接车间，

只见 15 台焊接智能机器人高效
运转，工人们专注调试设备，一条
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开足马力，
奋力冲刺“开门红”。

“焊接智能机器人是产品生
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助
手’，工人只需把材料放到机器固
定位置，就可得到一件焊接成
品。”王卫说，焊接智能机器人凭
借效率快、噪声小、安全性能高等
特点，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还减
少了因为误差问题造成的损失，
产量也比传统人工提升 5 倍以
上。当前满产状态下，每月可生
产 5 万件以上产品，年产可超60
万件。

一张张充满希望的订单，一
幅幅奋进实干的生动画面，一
项项令人欣喜的转型成效，汇
聚 成 经 济 昂 扬 向 上 的 发 展 之
姿。“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王卫
满怀希望地说，新年首季，公司
将拧紧发条、争分夺秒、只争朝
夕，把各项工作往前抓、往前推、
往前赶，全力跑好“第一步”、打
好“第一仗”，实现一季度经济的
良好开局。

铭度户外用品：

全力以赴赶订单
奏响开工“奋进曲”

一年春作首，万象始更新。宿迁经开
区大地一派繁忙，企业车间机器轰鸣，项
目现场工人紧张施工，实验室里科研工
作有条不紊，干劲“满格”的生动图景跃

然于眼。即日起，本报开设《实干争春早 奋进开新局》专栏，展现
宿迁经开区大地生机勃勃、实干争春的万千气象，讲好新时代宿迁
经济发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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