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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星月 李雯霄）
7月19日上午，第十一期台湾青年
电子商务培训班在我市开班，110
余名台湾青年代表参加培训。

在第十一期台湾青年电子商务
培训班的首节课上，行业专家围绕

“互联网营销”主题，讲解了直播行
业发展史、抖音平台系统及品牌曝
光、产品“种草”、直播实战等方面的
知识，帮助学员们系统掌握互联网
营销之道。

据了解，第十一期台湾青年电
子商务培训班以“星光闪耀 潮起两
岸”为主题，相关课程深度融合专业
赋能与跨界体验。学员们将通过系
统学习互联网营销知识，增强直播

运营、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通过
探寻非遗手作与宿迁酒文化，激发
创意灵感；通过参访宿迁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解码头部企业的成功智
慧。培训班还创新融入 2025 年江
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观赛活动，激发
学员们的创业热情，并辅以音乐会、
瑜伽晨练等多元文体活动，构建全
方位的成长生态。

作为“电商名城”，近年来宿迁
积极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以电子
商务为牵引，不断深化宿台两地各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宿
迁已成功举办十期台湾青年电子商
务培训班，累计吸引 600 余名台湾
青年参加培训。

第十一期台湾青年电子商务培训班开班

本报记者 周 妮
■ 见习记者 王章蕴

在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以下简称“苏超”）的绿茵场上，球
员们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和鼓
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7 月 15 日，
记者采访了多位市民，倾听他们在
观赛中感悟到的“苏超”精神。

拼搏奋进：
直面困境，战斗到“最后一秒”
当日下午，在市湖滨新区运河

春天小区附近，准高中生倪宏雨正
在和朋友打羽毛球，汗水浸湿了他
们的衣服。

“宿迁队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
了，球员们‘咬着牙也要拼到底’的
劲儿太有感染力了！”倪宏雨说，

“现在遇到难题时，我会想起宿迁
队的球员们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依然拼搏的身影。于是我告诉自

己，再换一种解题思路试一试，不能
轻易放弃。”

市区一家超市的收银员班彩丽
同样是“苏超”的忠实观众。“‘苏超’
太火了！上次我带着孩子在商场里
看宿迁队和连云港队的比赛，周围
的人都在大声喊着‘加油’。”她笑着
说，别看有的球员很年轻，但是那股

“不到终场哨响绝不松懈”的韧劲
儿，比老将更让人动容。

“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精神太重
要了。虽然拼搏到底未必能赢，但
是全力拼搏的过程足以振奋人心。”
班彩丽说。

团结协作：
把“一个人”变成“一群人”的力量

市区一家汽修店的店主吴瑞在
谈及“苏超”精神时，最先想到的是

“团结”。
“在赛场上有球员受伤时，队友

会立刻跑过去帮忙。我还看到宿迁

队的球员主动扶起对方球员的画
面，特别暖心。”吴瑞说，“我认为，足
球运动的魅力不仅在于胜负，还在
于有这种凝聚力。汽修行业也一
样，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我会主动
向同行请教。大家多分享技术和经
验，整个行业才能发展得更好。”

“希望宿迁队能进入决赛，这是
所有宿迁人的心愿！”吴瑞说，等宿
迁队下一次主场比赛时，他会积极

“抢票”，争取到赛场为家乡的球队
呐喊助威。

小学生王妲萱和妹妹也在关注
着“苏超”。“从比赛开始到结束，球
员们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不停地奔
跑。”说起比赛，王妲萱的脸上满是
激动的神情。在她看来，这种“你帮
我，我帮你”的默契，比输赢更珍贵。

“就像在学习时，同学们遇到了
难题，我会主动帮助他们；我不会的
也会向他们请教。大家一起进步才
会更开心。”王妲萱说。

热爱梦想：
让“平凡日常”长出“向上的翅膀”

“开店和踢球一样，得有股子精
气神！”市区一家超市的经营者樊飞
边整理货架边说。每当有顾客进店
时，他都热情地打招呼。

“我一直关注着宿迁队。在他
们身上，我看到了对足球运动的热
爱，那股劲儿特别有感染力。”樊飞
说，“现在每天开门营业，我都像期
待比赛开场一样充满动力。将这份
热爱融入进货、理货等日常工作，我
的疲惫感就烟消云散了。”

在市区幸福路，李梅和丈夫
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店。每天天不
亮，他们就起床备料了。“累肯定
累，但是一想到梦想，就觉得有劲
儿了。”李梅说，“球员们头顶烈日
训练是为了实现梦想，我们起早
贪黑地制作卤菜也是为了实现梦
想。能让日子越过越好，再辛苦
也值得。”

“苏超”精神，宿迁人“接住了”

■ 见习记者 徐欢 云春燕 王章蕴

7 月 14 日天色微亮，在宿豫区
来龙镇玉皇村的一间工作室内，顾
秀国手执烙画笔在葫芦上创作一幅
以青松为主题的烙画作品。

1968年出生的顾秀国是玉皇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从“消防兵”到

“手艺人”，他用烙画笔在葫芦上烙
印下乡村致富的“福禄”秘诀。

1987年，顾秀国成为一名“消防
兵”，并在服役期间掌握了食品雕刻
技艺。在一次清理火场的过程中，
他发现被熏黑的墙壁上晕染出奔跑
的运动员、疾驰的汽车等图案。这
些图案让他迷上了“黑色绘画”。

2018 年，顾秀国结合记忆中的
画面查阅资料，终于与烙画“相
遇”。由此，骆马湖的风光、项王故
里景区的青砖、洋河古镇的美酒，都
成为他烙画笔下的素材。他说：“宿

迁的历史文化像泉水一样滋养着我
的创作灵感。”

利用空闲时间，顾秀国四处拜
师学艺，在烙画的世界里徜徉。从
平面到曲面，他与时间赛跑，用烙画
笔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烙画作品。

“要将烙画技艺传承下去，仅靠
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顾秀
国一筹莫展时，葫芦烙画的发展让
他看到了希望。

2024 年，顾秀国以驻村第一书
记的身份来到玉皇村。他把烙画笔
也带到了村里。他说：“要把烙画技
艺传承下去，就要让村民们看到增
收致富的希望。”

起初，不少村民有学习烙画技
艺的意愿，但是坚持下来的只有两
三个人。为了让村民们了解并掌握
这门技艺，顾秀国聚焦市场需求不
断调整作品内容和创作形式，让大
家看到葫芦烙画背后的商机。

“开展市场调研后，我发现以葫
芦为载体进行彩绘和雕刻创作的作
品非常受欢迎。”顾秀国不断了解市
场需求，为烙画作品融入彩绘元素，
不仅在创作形式上取长补短，还不
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持续更新创
作素材库。

谈及学习烙画技艺，玉皇村党
委副书记吴丹阳表示，最初是因为
喜爱，如今是为了肩上的责任：乡村
需要年轻人，老手艺需要年轻人来
传承。

在工作室里，老手艺传承的种
子已经落地生根；在工作室外，村民
们找到了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4
月，玉皇村从山东省引进葫芦苗，动
员 30 户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了 20
亩的葫芦。

顾秀国和村干部们正在围绕
葫芦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
产业链，让葫芦烙画的焦香飘出村

庄，让烙画技艺成为村民们的“福
禄”秘诀。

如今，玉皇村的葫芦烙画等产
品逐步打开销路，形成了线上、线下
融合的销售网络。顾秀国说：“村民
们创作的葫芦烙画作品，个头大的
售价上千元，中等个头的能卖 300
元，外形奇特的能卖上万元。葫芦
的‘福禄’寓意，正化作实实在在的
致富‘现金流’。”

采访手记
在采访中，顾秀国指着架子上

的葫芦藤憧憬着丰收的场景：“你
看，这些葫芦成熟了就能卖钱。只
要能掌握这门手艺，小葫芦就能给
村民们带来‘福禄’！”在他的描述
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与乡村生
产力融合而迸发出的生命力，也明
白了真正的匠人不仅有“守艺”之
心，还有“传艺”之行。

“乡村·匠心故事”系列报道

葫芦上烙印的“福禄”秘诀

本报讯 7月15日，市洋河新区
洋河镇夏洼村举办“红星故事会 书
香励我心”主题阅读分享活动，吸引
了不少孩子参与。

在活动中，孩子们通过沉浸式
阅读感受信仰的力量。从《小英雄
雨来》中“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
己的祖国”的铿锵誓言，到刘胡兰

“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英雄宣言，再
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远大抱负，孩子们被这些感人至深
的故事深深吸引。

“在《鸡毛信》中，海娃才 12 岁
就敢与敌人周旋。我要学习他勇于
担当的精神！”11 岁的张小雨激动
地说。

在绘画创作环节，孩子们以手
抄报、彩笔画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
场景，一幅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
英雄的崇敬之情。 （陈文静）

市洋河新区洋河镇夏洼村
举办主题阅读分享活动

7月19日晚，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宿迁队客场对战泰州队比赛在泰州市体育公
园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宿迁队以0∶1的比分惜败泰州队。

本报记者 肖伟伟 摄
宿迁队0∶1惜败

（上接1版）
为了规范夜市秩序，市湖滨新

区不仅科学规划了经营区域，还完
善了城管、公安等部门与属地的协
同联动机制，组建巡逻队开展联合
执法和动态巡查。在严格管理的同
时，执法人员注重柔性执法，对首次
轻微违规的商户予以劝导教育，让
商户真切感受到“执法温度”。

已经在骆马湖夜市经营卷饼摊
3年的李大姐深有感触地说：“以前
我在摆摊时心里没有底。现在政府
设置了固定摊位，执法人员经常过
来指导规范经营行为，我感觉暖心
又踏实！”

“我们没有抢到‘苏超’的比赛
门票，听说在骆马湖沙滩公园里有
足球啤酒嘉年华活动，就赶来看赛
事直播了。这里有骆马湖啤酒、
烧烤，还有乐队表演，氛围非常
好。”宿豫区的球迷小李笑着说，

“主办方设置的互动游戏让大家玩
得尽兴！”

为了汇聚人气、繁荣夜经济，市
湖滨新区积极策划组织了骆马湖沙
雕艺术展、2025“可爱湖滨可爱你”
骆马湖第四届全民K歌大赛、骆马
湖“玩夏”足球啤酒嘉年华等活动。
其中，骆马湖“玩夏”足球啤酒嘉年
华活动不仅设有赛事直播大屏、骆
马湖啤酒专区和美食市集，还安排
了本土民谣乐队表演、专业DJ表演
和互动游戏等。

近期，市湖滨新区在骆马湖沙
滩公园、骆马湖沐晨太空舱轻奢度
假营地等地开展“苏超”赛事大屏直
播活动，有效聚拢人气，带动周边群
众共享“夜经济”红利，让“碧湖银
滩”成为群众的“金滩银滩”。

“夜经济不仅关乎民生福祉，还
体现了城市的治理水平。”张先彦表
示，未来将持续优化管理、完善设
施、创新场景，在规范中提升服务水
平，让夜市既有“烟火气”，又有“文
明范”，打造更具活力的夜间消费新
生态。

（上接1版）“超级管理员工作室”提
供41.7万次证照材料免提交服务，
推动高频服务事项“立等可办”，持
续擦亮“宿迁速办”服务品牌。同
时，工程建设领域审批、企业就近办
税、建立 12345 热线与“宿企通”线
上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等工作取
得进展。

坚持全方位保障，推进要素赋
能更加坚实有力。为全市384个重
大产业项目完成用地保障。增加数
据、算力、绿电等新要素供给，全省
首家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成并投入
使用，“数据标注赋能电商产业”获
评全国优秀案例。建设微电网、虚
拟电厂、零碳园区等绿色能源示范
试点工程，截至6月底，我市累计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达41.8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4.4%。助企降本减负，
今年以来减免收取保证金 223 亿
元。推动构建“港口+航道+保税+
班列”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坚持全身心服务，推进助企帮
扶更加贴心周到。我市强化宿商赋

能培育，今年已举办宿商讲坛、非公
企业家恳谈会等活动 13 期。印发

《宿迁市“宿商服务卡”实施办法（试
行）》，已发放“宿商服务卡”225张；
发布宿迁“青年人才 12 条”。院校
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冠名班”
260 余个，输送技能人才 8000 余
人。优化企业挂钩“驻厂员”制度，
实现3200余家规上企业全覆盖；上
线“警企通”，为全市规上企业全部
配备警企联络员。积极开展工业企
业大走访活动，已解决各类涉企问
题560个。同时，全市各地、各部门
均加强涉企服务。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我们将持续加强统筹协调，加
强跟踪问效，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对
任务推进和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和评
估，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不断优化涉企服务，推行更多具有
宿迁特色的涉企服务举措，努力推
动宿迁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更大的成
效。”徐华强说。

（田海宁）

我市“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
半年成绩单“出炉”

（上接1版）
今年以来，全市统战系统聚焦

15条重点产业链，大力开展“十链百
企千人”调研活动，目的是全方位、
深层次了解企业的发展痛点和需
求，为精准施策提供坚实依据。仅
上半年，全市统战系统已开展调研
走访90余次，走访企业340余家，收
集企业需求180余个。

本次供需对接会的举办，是市
委统战部深化产业链统战工作、服
务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实践。围绕

激光光电产业链企业需求清单，市
委统战部通过搭建企业与企业、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有针对
性地解决产业链上下游“信息不对
称”“供需不匹配”等问题，让调研中
发现的需求从“纸上清单”转化为

“落地成果”。
从实践成效来看，“产业链+统

战”工作新模式，特别是举办供需对
接会，既解决了影响企业发展的问
题，又促进了产业链技术共享、长效
合作。在供需对接会上，江苏华工

蓝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马
方正展示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激
光切割系统。该系统通过机器学习
优化切割路径，可大幅提升材料利
用率，引起了多家下游企业的关注。

“如今，我们与上下游企业的关
系由‘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
江苏恒宇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波对“产业链+统战”工作新模式
赞不绝口。他表示，企业在宿迁发
展，不仅有“专属朋友圈”，而且“专
属朋友圈”越来越大，推动企业不断

做大做强。
坚持把企业感受作为第一标

准，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借
力“产业链+统战”工作新模式推动
产业链协同合作乃至跨链融合，强
化优质服务供给，努力为推动全市
激光光电产业链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充分发挥统战系统在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中的优势作用，继续在纾困解难上
下实功，在提质增效上出实招。”市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胡赣江说。

“链”上聚力，搭建企业“专属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