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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深入推进对村（社区）巡察

访民情办实事让巡察与群众“心贴心”
本报讯（记者 庄婷婷 通讯员 王义

荣 张旭）“你们看， 幸福一桥护栏修好
了， 现在出行再也不用担心掉沟里了。”
日前， 赣榆区城头镇柏坨沟村村民高兴
地说。原来，市委对村（社区）提级巡察
“回头看”中，第三巡察组在走村入户时
发现，柏坨沟村幸福一桥的护栏损坏，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巡察组及时向城头镇
党委进行反馈， 要求其针对存在问题立
行立改。

“护栏虽小，却能保障安全，让老百
姓走上‘放心路’。巡察延伸至村，就是要
解决百姓身边一件件烦心小事， 以整改
成效赢得民心、守护民心。”市委第三巡
察组组长姚超说。

我市充分发挥巡察密切联系群众桥
梁纽带作用，把对村（社区）巡察作为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 向群众身
边延伸的重要抓手， 积极打造 “连心巡
察”品牌，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真正实现巡察与群众“心连心”“心贴

心”。 今年3月至5月， 市委派出3个巡察
组，对6个县区的39个村（社区）开展提级
巡察 “回头看”， 共实地走访干部群众
1300余人，谈话633人次，受理来信来访
140余件，共发现问题459个，推动为民办
实事26件、立行立改事项22件。

为提高巡察精准性， 市委巡察办运
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多渠道收集群众
诉求。在走村入户过程中，市委巡察组摸
索出 “六必到”“六必看”“六必谈”“六必
问”工作法，即老党员、老干部、企业主、
困难群体、重点信访户、乡贤代表等6类
人员走访必到，农路、民房、田地、河塘、
“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干部等6方面情况必看，乡镇党委
书记、乡镇长、纪委书记、驻村干部、村
“两委”班子、村民代表等6类人员必谈，
党组织运转畅不畅、发展思路清不清、政
策落地实不实、干部担当行不行、村风民
风好不好、为民办事快不快等6方面问题

必问，从一言一语、一问一答中找准民生
热点、难点、痛点。

“这里海滨风情浓郁，我们入住羊山
岛海岛民宿，迎接海上朝阳的升起，很美
很治愈！”日前，利用周末时间来连云区
高公岛体验小众民宿旅游的刘先生一家
表示。

巡察期间， 市委巡察组将推动市县
民宿产业规范发展作为一项重点内容。
针对巡察发现的指导服务缺失等共性问
题， 推动市文旅部门牵头开展市县民宿
产业规范发展专项行动， 引领高品质等
级民宿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针对个性问
题， 推动高公岛街道在便民服务中心增
设民宿业务窗口，明确咨询预审等8条便

民申办流程， 推动街道开展民宿安全专
项检查，保障旅客“舒心游”“放心游”。

为确保巡察发现问题整改到位，我
市切实做好市县对村（社区）巡察“后
半篇文章”，完善镇村一体整改、职能
部门协同、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
督推动的多方联动整改机制，在整改质
效中引入群众评价制度，确保巡察整改
的成果让群众满意。同时，针对巡察发
现的系统性、普遍性问题，推动开展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殡葬领域问题整治等
专项整治。通过老百姓身边点滴问题整
改和细微实事办理，用看得见、摸得着
的巡察实效，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察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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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灿 通讯员 吴函津
刘东）随着暑期旅游热潮的到来，大花果山
景区成为众多游客的避暑首选， 游客来到
这里感受旅途快乐，体验独特的阅读场景，
品味悠久的西游文化， 开启一场 “书香之
旅”。“阅读+旅游”模式逐渐成熟，并成为游
客追寻“诗与远方”的新潮流。

近年来，云台山景区以“书香花果山”
建设为引领，打造书香景区矩阵，为来往
游客提供具有西游特色的阅读体验，满足
了游客的高品质阅读需求。如何将活动与
阅读相结合， 云台山景区做了许多尝试。
今年的第29个世界读书日，一场以“走读
山海间 品鉴西游情” 为主题的活动在花
果山景区上演，多位地方文化名家与读者
一起“边走边读”，用眼睛去感受《西游记》
所描绘的世界，让读者更加深入理解这部
经典名著。

今年以来，景区通过举办“全民阅读
春风行动”“春风四月 书香云台”“寻访阅
读空间套色集章”“大花果山亲子阅读研
学”等百余场主题活动，不断提升阅读服
务水平，惠及居民游客近万人。此外，景区
积极组织机关干部、百姓名嘴、村居宣传
管理员、景区解说员等组成阅读志愿服务
队伍，分类开展全民阅读、红色阅读、特色
阅读、亲子阅读等系列活动，扩展阅读广
度，创新阅读场景，让大花果山景区脉络
涌动书香。

“在花果山建设书房是文旅融合的一
次新的尝试，我们以市图书馆设置的‘种
子库项目’为契机，通过将阅读与文旅、写
生、美食等结合，把书房有限的实体物理
空间变成更宽广的文化交流平台，为大众
带来沉浸式西游阅读新体验。” 花果山书
院负责人介绍。花果山书院坐落于花果山
之巅，宜人的风景与建筑相映成趣。走进
书院，浓浓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琳琅满
目的书籍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 阅读区、
休闲区、文创区等分区满足了游客不同的
精神需求。 在渔湾欢乐城阅读新空间，来
景区游玩的张女士正带着孩子在此看书，
“没想到欢乐城里有这么好看的阅读空
间，可以静静地在这里读书、歇息，缓解在
山上游玩的疲惫。”花果山书院、渔湾欢乐
城阅读新空间等阅读地标的建立，为游客提供自助式阅读、阶梯
式阅读空间。

“云台山景区将不断整合阅读资源， 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模
式，不断完善‘阅读+旅游’‘阅读+非遗’‘阅读+科技’‘阅读+讲座’
等模式，把理论宣讲、文艺展演、志愿服务等活动融进阅读，通过
‘阅读+’模式实现多项工作的跨界融合，在探索中不断扩展阅读
边界，打破时间、空间樊笼，让阅读不只停留在书上纸上。市民游
客在青山碧水间也可以感受‘书意’、闻到‘墨香’，真正实现文化
惠民，做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云台山景区相关负责人说。

广告

深挖“土”、做精“特”，延长产业链

“土特产”托起致富“金饭碗”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土产。灌云芦蒿、

桃林西红柿、张店葡萄……“土特产”来
源于特定地域， 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
独特的生产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农产品。

在港城广袤乡村， 一个个看似普通
的“土特产”，正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
面面旗帜， 变成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新引
擎，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器。

挖“土”做“特”
破解农民致富难题

“主要种西红柿， 夏季种了些丝
瓜，一个大棚一年收入十多万元，在家
能有这样稳定的收入， 我很知足。”在
东海县桃林镇后皇村， 村民王加亮正
在忙着采摘丝瓜上市， 他毫不掩饰对
现在生活的满意。

这一切的起源， 在20年前就开始酝
酿。20年前，党员王文成种下了北芹村第
一棵西红柿苗，如今，北芹村是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亿元村，全村蔬菜种植面积约
4000亩，家家种植西红柿、西葫芦、丝瓜
等蔬菜，带动周边南芹、顶湖、各庄等近
10个村发展蔬菜种植， 面积达1.8万亩，
这里的西红柿更是全国文明的蔬菜“明
星”。

北芹村的土壤、 光照条件十分适合
西红柿的生长，这是先天优势，但是一个
产业的发展，只有先天远远不够。小小西
红柿，如何能成为百姓致富果，这正是在
挖“土”做“特”上，不断破解农民致富难
题。

早在2008年，王文成组建了北芹村
蔬菜合作社，目前拥有580多户社员，通
过统一流转土地、统一建设、统一种苗供
应、统一管理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
式，逐渐走出了这一特色之路。

最近几年，北芹村依托合作社，先后
建起了占地超过3000平方米的蔬菜交易
市场4个，吸引周边山左口、双店等乡镇
菜农前来交易，蔬菜市场年交易额突破4
亿元。家门口蔬菜产业的发展，不断吸引
年轻村民回流。

接“二”连“三”
延长产业链打造新业态

炎热的夏季， 站在花果山玉女峰向
北眺望，眼前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山下
朝阳水库旁环绕着成片的桃林， 白墙红
瓦的农家小楼错落有致， 这正是在申报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韩李村。

虽然紧邻著名景点花果山， 但是地
处山北的韩李村， 原先并没有这样的绿
水青山，山穷人穷村也穷。

改变正是从种树开始。这些年，韩李
村大力度种植油桃、黄桃、山楂、杏子、李
子、葡萄等，其中黄桃种植规模最大。60多
岁的村民李传利正在自家桃园中将刚刚
采摘的黄桃装车， 作为韩李村最早种植
黄桃的“尝鲜者”，现在他的果园已经扩
大到300多亩，不仅
种植黄桃， 还有杏
子、李子、山楂等，
一年收入能有二三
十万元。繁忙季节，

果园一天需要雇用20多个劳动力。
但是让韩李村实现彻底转变的，并

不是“一产”的黄桃生产，而是在黄桃上
接“二”连“三”深耕细作，实现加工业的
“二产”，连接休闲农业的“三产”，这才打
牢了产业根基，实现农业效益提升，村民
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目前，韩李村联合3家水果罐头加工
龙头企业以及制罐厂、 纸箱厂等配套企
业形成了种植、加工、包装、出口一条龙
产业链，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年对外
销售罐头近3万吨，出口创汇2000多万美
元。借着农文旅发展的东风，在休闲旅游、
生态观光上做文章，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地。去年，韩李村生态旅游基地营
业收入135万元， 村集体收入385万元，农
民人均收入4.22万元。

（下转二版）

连云港元素
亮相马来西亚

本报讯（记者 张明兴 通讯员 刘维海）8月9日至
11日，以“服务共享，贸易共赢”为主题的江苏国际
服务贸易展览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举办。
我市8家企业参展， 来自东海县的水晶制品和手工
穿戴甲成为展会亮点。

本次展会设置数字贸易、特色文化产品、中医
药文化、美食文化与国际旅游、知识产权服务、国际
教育服务、商务服务7大展区，展区面积逾5000平方
米。 展会同期举办江苏—马来西亚数字贸易对接
会、中医药服务贸易对接会、江苏优秀影视及动漫
作品展映、中华礼乐文化展演、江苏特色文化展演
等多元推广活动，让亲临展会现场的观众可“食”、
可“赏”、可“玩”。

“我们这次带去的手工穿戴甲款式新颖， 充满
国潮国风元素，极具东方美学，在穿着汉服的模特
展示下，更是成为展会中的一大亮点，吸引了大量
客商洽谈合作。”东海穿戴甲协会副会长鲍帅介绍，
本次参展的穿戴甲企业既有江苏图婳这样的领头
羊企业， 也有专注于儿童甲的鲍式美妆和恩朵、三
只狗、悦诺等潜心耕耘穿戴甲产业的协会企业。“在
众多企业的努力下，上半年东海县的穿戴甲产业销
售额完成40亿元，穿戴甲已经成为该县富民增收的
重要增长极。”鲍帅说。除了美轮美奂的手工穿戴甲
亮相马来西亚，匠心独运的水晶制品也展示了我市
水晶制作者的高超技术和艺术水准，吸引了众多中
外客商驻足观看与咨询洽谈。

“马来西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聚集地，也是‘一带一路’上文化
交流的重要国家，水晶制品和手工穿戴甲是我市的
特色产业和优势项目，此次在马来西亚展示将有利
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促进我市与
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市商务局服
贸处相关负责人胡可艳表示。据悉，为助力企业境
外参展开拓市场，本次展会已经被列入2024年江苏
省贸易促进计划重点展会，将按有关规定对参展单
位的展位费给予补助。

“星星相吸”

15日火星、木星极近
新华社天津 8月 12日电

（记者 周润健）8月的 “星空舞
台”又要推出一幕“大戏”了。
15日凌晨，火星、木星极近，上
演“星星相吸”。天文科普专家
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适宜观测
的天象，不要错过。

如果天空中两个天体在
某一时刻靠得特别近，具有相
同的赤经或黄经时，便可以被
称为“合”。合，既可以发生在
太阳系的行星之间，也可以发
生在行星和月球之间、行星和
太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太阳
系天体和遥远的恒星之间。

“当行星相互靠近时，就
意味着有机会用望远镜同时
观赏到它们。” 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说。

最近一段时期， 木星、火
星一直出现在黎明前的东方
天空， 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
近，直至发生相合现象。

“本次相合发生在14日23
时左右，但这时火星与木星隐
藏在地平线以下， 无法看到。
15日凌晨1时左右， 两颗星以
极近的距离‘携手’从东方升
起， 一同位于金牛座的两只

‘犄角’中间，二者之间的角距
离只有18角分左右，也就是比
半个月亮稍宽一些。到日出前，
这幕‘星星相吸’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观测。”杨婧提醒说。

两颗行星相距这么近，如
何分辨？杨婧建议，一是从亮度
上看 ， 火星 0.9等左右 ，木
星-2.2等左右， 木星明显比火
星要亮。二是从方位上分辨，火
星位于木星的左上方。

通常情况下，木星是排在
月球、金星之后，夜晚中第三
明亮的自然天体， 它是太阳
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 火星
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
星， 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
最多的行星。

“两颗行星如此‘靠近’是
难得一见的，如果天气晴好、观
测时机得当，我国各地感兴趣
的公众凭借肉眼就能看到二者
‘同框’的画面。有条件的公众，
如果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
测， 还可以看到火星的相位和
木星的四颗卫星。”杨婧说。欣
赏这幕星空“二人转”不限于15
日凌晨，14日和16日凌晨同样
可以看到，只不过这两颗行星
之间的角距离稍大一些。

我市认证首批旅游民宿

以“荷”为媒
释放夏季消费活力

昨日， 满载40万
吨铁矿石的新加坡籍
“远宝海”轮靠泊连云
港新苏港码头88号泊
位。 该轮长362米、宽
65米 ， 载 重 40.6万
吨， 铁矿石是从巴西
马 德 拉 港 装 船 出 发
的。 这是今年以来新
苏港码头靠泊的第15
艘40万吨级货轮。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朱文褀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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