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经济经济】】 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 E-mail：rgrbyw@163.com本版编辑：吴志巧
A2

新 闻 纵 深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郝荣峰 汤乾玮） 1日上午，
我市举行元旦健步行活动，千余名群众以健身运动的特
殊方式告别2020年，迎着冬日暖阳，意气风发地迈向新
的一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志刚、副市长张亚鸾、
市政协副主席刘晓洁参加活动。

张亚鸾为活动致辞，并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她希望广大健步行爱好者走出好状态、走出好心
情，走出属于如皋人民蒸蒸日上的美好一年，为开启新
征程、奋力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而努力奋斗。

钱志刚宣布元旦健步行活动启动。8时许，活动鸣笛
开始，机关部门代表队及体育志愿者们挥舞着彩旗，有序
地从水绘园东门出发。本次活动路线经过主办方精心设
计，经过内外城河综合提升工程、龙游河生态廊道三期等
路段，最终到福寿路与仙鹤路交汇处结束，全程约3.6公
里。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美丽城市建设力度，逐步构
建了以“三环两带五廊多节点”的绿化生态系统格局。
通过整治提升，形成了内外城河内涵丰富的环河绿化

带、龙游河等依河而建的滨水景观带。一路走一路看，
大家在步行途中，细细体会了家乡建设成果，用心感受
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据悉，在新年的第一天举行健步行活动已经成为我
市的一项传统，它倡导全民健身、增强体质、人人健康
的理念，集中展现了全市人民饱满昂扬的斗志、创新实
干的作风，展现了一个城市只争朝夕、不断进取的精神
风貌，已成为“长寿之乡，诗意小城”重要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符号。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朱波娜）随着盐通高铁
的正式开通运营，如皋南站也进入了运行过渡
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期
间，每天运行6对车，分别是上海虹桥站至连云
港站3车次，连云港站至上海虹桥站2车次，连
云港站至上海站1车次。为保障列车的顺利运
行，我市成立了专业的支持保障团队，确保列车
安全稳定运营。

李国兵是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中队长，他这
几天做得最多的就是维持停车秩序、引导乘客进
站。他说，盐通高铁开通运营是个可以载入史册
的大事件，如皋南站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站，安全
保障工作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安保人员，同时也
是一名如皋人，他会与同事一起全力做好保障工
作。

前段时间持续的降水降雪天气给保障工作增
加了不少难度，保安公司第一时间配备了应急材
料，同时加强值班值守，全员处于应战状态。“我
们及时配备了铁锹、扫帚、草垫等防滑工具，增
加人员进行疏导。”如皋治安大队驻保安公司警务
室负责人李进介绍说。

当前，我市正以极大的热情与细致的服
务，全力抓实各项安保工作，在确保如皋南站
安全运营的同时，也让八方来客感受如皋的独
特魅力。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颖）日前，白蒲镇首
届职工书画艺术展暨诗词盆景展正式开幕。本次
艺术展以“挖掘蒲塘古意、涵养新城文化，讴歌
新时代、弘扬正能量”为主题，共展出了24幅书
画作品和近80件盆景作品，每件作品都倾注了创
作者的思考和创意，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欣赏。

近年来，伴随着全域旅游和全镇人民奋力打
造“长寿幸福古镇、宜居宜业小城”的浪潮，白
蒲镇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选择用笔墨氤氲古镇
新颜，用丹青描绘新城美景。

“这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二场活动了。”白蒲
镇职工书画联合会秘书长石春晖告诉记者，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职工书画联合会和白蒲镇
书法家协会发动全镇书画爱好者，筹划了抗疫书
画网络展，为一线的抗疫人员加油鼓劲，反响热
烈。石春晖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继续挖
掘古镇文化遗产，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倩雅 通讯员张
惠玲）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军
休干部及在职员工消防技能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日前，市军
休所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此次演练活动内容包括安全知识讲座和
实地灭火逃生演练两项。讲座现场，教官从
如何正确认识火灾带来的危害、如何正确用
电用气、如何正确使用消防器材、日常逃生
方法、安全防火常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

的讲解培训。讲座结合典型的火灾现场视
频、火灾事故案例进行了分析，让参训人员
深刻感受火灾的危害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逃生演练过程中，在消防员的指导下，
全体人员体验了灭火器材的使用。此次消防

安全演练活动，赢得了全体军休干部及工作
人员的高度认可。他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
活动既掌握了消防安全的相关知识，又强化
了消防技能，还加深了对消防安全工作的认
识。

本报讯（通讯员陆陈实）为有效做好冬季防
范工作、应对恶劣天气，日前，如城街道蒲行社
区组织工作人员行动起来，开展雨雪天气安全防
范宣传工作。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在公告栏张贴温馨提示的
方式，提醒居民提前做好防寒防冻措施，提高用
水、用电、用气的安全意识。社区网格员对孤寡
老人、空巢老人进行逐一走访，叮嘱他们少出门
活动，有任何生活需要可以随时联系社区。同
时，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户进行了预防雨雪冰
冻天气宣传，要求各商户在雨雪天气时将各自门
前道路积雪及时扫除，消除安全隐患，以确保辖
区居民能够平安度过雨雪冰冻天气。

社区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会随时关注天
气的变化，继续开展雨雪天气安全排查工作，及
时掌握信息，全力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通讯员张春
燕）“感谢政府为我们办理综合医疗保险，给我
们的生活多了一份保障。”近日，刚从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出院的城北街道何庄社区
19组计生特殊家庭人员汤有高，收到20650元
理赔金时激动地说。

去年8月份，平时靠打零工和政府补贴与老
伴相依为命的汤有高，突感双膝麻木全身无力。
如皋人民医院诊断为脊髓占位性病变并伴有糖尿
病，建议去上级医院就诊，后其就诊于北京天坛
医院做了脊髓占位病变切除手术，先后花去3万
多元的医药费。

城北街道计生协会及时联系保险公司业务人
员组织上门慰问、了解病情、收集理赔资料、商
谈理赔事宜。保险公司开辟理赔“绿色通道”，从
接到出险报案办理理赔到给付医疗保险金仅用了
7天时间，这让汤有高一家感动不已。

近年来，城北街道计生协会注重开展“生育关
怀”活动，给辖区内181户计生特殊家庭办理了综
合医疗保险，今年已有40户计生特殊家庭合计获
得109271元的理赔金，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
实际困难，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
暖，有效地为计生特殊家庭撑起了保护伞。

“走，上农家书屋看书去。”每当空闲
时，吴窑镇的村民们就纷纷来到镇上的“农
家书屋”埋头阅读，品尝读书的乐趣。

据了解，近年来，吴窑镇大力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把农家书屋作为丰富农民群众文
化生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的重要举
措，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将
种植养殖科技知识、法律常识类书籍送到农
民家门口，不断提升农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
感。

“我把阅读当成了一种习惯”

走进吴窑镇三元社区的农家书屋，一本
本图书摆放整齐，不少村民正在这里安静地
阅读。村民缪德建说：“自从有了这个农家
书屋，我就经常过来看书，学到了不少农
业、健康知识。”

缪德建说，自从家人患上高血压、糖尿
病后，他就经常来书屋了解这些慢性病的预
防、治疗知识。不仅如此，周末他还带着家
里的孩子到书屋阅读儿童书籍，这里俨然成
了一家人的“精神家园”。

每到农闲时节，农家书屋是村里最火爆
的地方。“我镇农家书屋于2015年 5月建
成，现有藏书7.6万余册，种类达1000多
种。”该镇文明实践站站长蔡成君说，“如今

村（社区）里的图书种类越来越多，成了农
民获取致富信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渠
道。”目前，农家书屋在吴窑镇17个村（社
区）实现了全覆盖。

“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来，一待就是两
三个小时。”大石社区81岁的薛临安老人是
书屋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泡”在书屋
里，多年来，每天保持阅读习惯的他，各种
书刊杂志都有涉猎，自从农家书屋建成后，
每次从村里办完事后，他总会到农家书屋歇
息，顺便看看书。“我喜欢来这里读书，这
里的藏书种类多，环境也安静，是我们老年
人打发时间的好去处。”薛临安说。

如今在吴窑镇，全民阅读已成为新常
态。蔡成君说：“书屋实行全天候开放后，
更多村民把阅读当成了一种习惯，大家从书
本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

“小书屋点亮了农民新生活”

“现在村民们经常过来读书看报，改变
了过去闲时就打牌赌博的陋习，读书能丰富
村民们的脑袋。”平田村村民沈世祥说，村
民除了可以在书屋内阅读外，还可以把自己
喜欢的书籍借回家看。而在一些村（社区）
的农家书屋，阅览室、电脑室和培训室等一
应俱全，让村民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

“农民朋友通过看书学习，不仅在生产上
得到了实惠，也提高了文明素养。”在立新社
区的农家书屋里，前来借阅图书的农民络绎
不绝。70多岁的孙老汉一边看书，一边高兴
地告诉记者：“以前我爱打牌、爱喝白酒，自从
村里有了农家书屋，我把空闲时间花在看书
上，不仅能学到许多种、养技术，还能看到我
喜欢看的书籍，收获可不少。”

“以往农闲，村民们不是窝在家里，就
是凑到一起打牌。现在赌博的少了、搞封建
迷信的少了、游手好闲的少了、打打闹闹的
也少了，村里的治安好了、邻里关系好了、
村容村貌也好了，学科学、用科学的多了，
致富的也多了。”提起农家书屋带来的喜人
变化，蔡成君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一间间溢满书香的农家书屋，成
为了乡村群众接触信息的重要途径，在扶智
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点
亮了农民的新生活。

“这里是我阅读的新乐园”

“我种了几十亩的桃树，有时桃树生病
了，就来这儿翻书查阅资料，小毛病基本都能
在这儿找到防治的方法。”沈徐村村民沈小军
一边翻阅书架上的书，一边笑呵呵地说，“有时
间就到书屋来看书、学技术，为自己‘充电’。”

原来，两年前沈小军承包了村里的60
亩地，种植了18000棵桃树。刚开始由于自
己没有种植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桃树苗栽种
的成活率不高，即使是那些种活了的桃树，
也因为不懂得什么时候该给它们浇水施肥、
剪枝修整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知识，导致桃子
生长较慢、挂果率不高，他心里非常焦急，
但又无奈。

“怪不得我种植的桃树长势不好，原来
科学种田的学问这么多，桃树栽培、修剪、
施肥、病虫防治等都是有讲究的。”现在，
沈小军成了农家书屋的常客，也成了村里种
植桃树的“土专家”，正如他自己所说：“有
书屋当‘后盾’，书本当‘老师’，我种桃树
的技术已逐渐成熟，心里有底气。”

“归根结底，农家书屋既要‘建’起
来，更要‘活’起来。只有不断提档升级，
农家书屋才能够发挥最大效应，不仅满足广
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
求，还能增强农民的脱贫致富本领。”该镇
党委书记袁天明说。

□通 讯 员张 鹏 蔡成君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我市举行元旦健步行活动

盐通高铁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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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保护伞

农家“小书屋” 精神“大粮仓”

市军休所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如城街道蒲行社区
做好雨雪天安全宣传工作

笔墨氤氲古镇新颜
丹青描绘新城美景

连日来，市城管局与如城街道联合行
动，对老小区福星新村多处违建进行了集中
拆除，这是去年我市规模最大的老小区违建
拆除行动，共计拆除了违建30处，面积共
计500多平方米，也为该小区下一步改造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违建拆除了，小区敞亮了，住着也舒
服！”福星新村始建于1992年，由原来的集贤
小区和西皋新村合并而成，共计17栋，建成
后一层住户入住时普遍存在利用门前与屋后
的空地违建的问题，最早的违建部分已长达
30年，主要用作居室、厨房、卫生间等。

“我们小区一层住户的违建早就存在
了。住在一层的住户都想利用天井的空间，

导致一进小区就感觉空间很拥挤，环境脏乱
差。”“违建拆除了，小区敞亮了，住着也舒
服。现在就期待政府能尽快拿出规划，把天
井和围墙设计漂亮了。这样，亲戚朋友来了
脸上也有光。”这是该小区不少居民的心声。

不难看出，该小区违建存在时间长、数
量多、矛盾大、拆除难等问题。对此，市城
管局与如城街道将工作做在前头，主动放弃
休息时间，加大前期宣传引导力度，利用
早、中、晚等业主可能在家的时间，挨家挨
户上门征询业主对老小区改造、拆除违建的
意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执
法软环境。

“拆除的是违建，建起的是服务理念。”在

拆除行动中，如城街道属地社区和市城管执法
大队作为拆除行动的实施单位，充分考虑到小
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

拆除过程中，考虑到一些房主在外地工
作、年迈的房主行动不便，一线作业人员主
动帮忙将花木盆栽、桌椅、电器等物品搬移
至空地，尽力减少房主的损失。拆除结束
后，市城管执法大队安排了清运工人及车
辆，用了两天时间对拆除现场进行了清理，
尽量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些细微之处
让此次拆除行动更加顺利，并且得到了小区
居民对城管工作的认同。

目前，福星新村主干道两侧违建均已拆
除。市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小卫告诉记

者：“在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很多居民向我
们求助，比如防水没做好、下水管道没安装到
位、场地没铺好影响通行等问题，我们都会及
时与改造施工方联系，切实解决他们的问
题。”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大队进一步了解到，
城管部门与街道将继续加强联动，针对福星
新村内不在主干道两侧仍未拆除的历史违
建，稳步推进查违、治违、拆违工作，从根源上
遏制违建的回潮、滋生和蔓延；同时，加强与
住建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定福星新村小区改
造规划，让为民办事项目真正落到实处。

□通 讯 员黄晓娟 周永宏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我市加大治违力度 助推小区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