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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仲文路 陈洪林
陈硕 通讯员 仲启新 梁笑）“大
娘，您应该是患了白内障，已经影响
到视力和日常生活了，需要手术治
疗。我给您开个单子，上面留了我
的联系方式，让您的孩子带您去这
里找我……”12 月 26 日下午，在宿
豫区来龙镇保安社区五魁卫生室
内，一群老人正坐在几名“白大褂”
周围。身着白大褂的秦兵将大家的
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并给出相应的
治疗方案。

秦兵，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
院务委员，医学博士。当天，他的“秦
兵专家工作室”正式“落户”五魁卫生
室。据了解，该工作室是宿迁“落户”
乡村卫生室的首个医学博士工作室。

“真好！我的这眼睛老是看不
清，但不疼不痒的，我就没有让儿子
带我去医院，如今，家门口的卫生室
来了专家，可算是解决了我的大麻
烦。”经过秦兵的诊断，74岁的张成
功得知自己患了飞蚊症，并无大碍，
对着秦兵竖起大拇指，一边感谢，一
边称赞他的医术高明。

“我们保安社区有 1 万余名居
民，65 岁及以上老人约 3500 人，许
多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疾，影响
他们日常生活质量。由于我们卫生

室的技术、人员受限，无法为他们彻
底治愈眼疾，县区医院或者市医院
又太远，所以，多数乡村老人眼疾发
作时‘能忍则忍’。”五魁卫生室主任
孙少辉说，现在好了，“秦兵专家工
作室”落户五魁卫生室，居民从此有
了“光明”守护者。

谈及为何来到五魁卫生室“挂
职”，秦兵说：“我们在治疗中发现，
老人患白内障、青光眼等疾病逐渐
增多，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很
多眼疾其实是可以通过治疗改善
的，例如白内障，只需手术治疗便
可改善视力，然而，由于地理位置
偏远、医疗资源匮乏等原因，许多
乡村的留守老人难以获得高质量
的眼科医疗服务。作为一名医者，
我希望将三级甲等医院的优质眼
科医疗资源下沉至最基层，把眼健
康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群众就医

‘最后一米’。”
在秦兵看来，来乡村“挂职”不

是举行一个仪式，挂一个牌子的事
情。下一步，他们将定期组织团队
专家来五魁卫生室，或走进群众家
中，开展“零距离”医疗服务。

当天，“秦兵专家工作室”共为
60余名群众进行了检查，并送出50
副老花镜。

宿迁首个医学博士工作室
“落户”乡村卫生室

本报讯 12 月 27 日，笔者走
进宿城区项里街道的虞姬巷，人
文气息与烟火味道扑面而来，充
满楚汉历史文化韵味的人物雕
像、墙雕、文化墙，干净整洁、秩
序井然、功能完好的街道，旅游
购物、网红打卡、小吃美食等多
元业态，构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
温馨图景。

曾经的虞姬巷空中杆线凌乱、
招牌破损危旧、道路坑洼不平、摊
点占道经营、交通拥挤堵塞、雨污
混流直排……周边居民迫切希望
对街巷进行治理提升。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2024
年，虞姬巷被列为“可爱街区”重点
改造项目，以讲好楚汉文化、虞姬
故事为目标，全面实施环境美化、
设施优化、内涵提升等系列工程，
在保留“老街巷”原始样貌的同时，
解决基础设施老旧问题，深挖历史
文化特色，着力打造依托项王故里
景区，集游玩、美食、购物等于一体
的精品旅游街区。

今年2月，宿城区按照“精简节
约、因地制宜、功能完善、文化赋
能”的总要求，对虞姬路进行综合
改造提升。新铺设沥青路面 2000

余平方米、新增地下雨污管网 400
余米、规整凌乱线缆 2000 多米、修
复破损危旧招牌 60 多块，设置休
闲座椅 4 处。同时，对街巷路名
牌、道路标识标线进行同步更新，
街区管理更加有序，街区面貌焕然
一新。

此外，宿城区还在街区内部
设立大型墙体铜雕 1 处、墙体石刻
雕塑 2 块、箱体美化 1 处，较好地
展示楚汉历史文化，进一步丰富街
区内涵。

虞姬巷的改造提升是宿城区
大力推进“可爱宿迁”建设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宿城区按照市政
府统一安排部署，以满足民生需
求、繁荣城市经济、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充分整合多
方资源，全面推进“可爱宿迁”建
设。年度共排定24个重点项目，按
照“小投入、大成效”原则，采取“微
建设、微改造、微修复”等方式，实
施了虞姬巷、府前现代市集、丽都
水岸可爱小区、线缆“闭环”管理等
示范民生工程，持续提升城市公共
空间功能品质，群众的获得感、满
意度进一步提升。

（殷朝阳 王守权）

宿城：小巷换“新颜”
城市更“可爱”

■ 本报记者 吴继硕 裴凌曼

泗洪县朱湖镇东南的徐洪河
上，坐落着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最大工程泗洪站枢纽。

这里投资最大，总投资 6.2 亿
元。建筑物最多，集调水、排涝、挡
洪、航运交通多种功能为一体，除了
泵站，还有徐洪河节制闸、泗洪船闸、
排涝闸、调节闸等现代化水利设施。

走进泗洪站枢纽泵站，机声低
沉，40 多米长的泵坑内，并卧着 5
个庞然大物——后置式灯泡贯流
泵，清清徐洪河水由南向北从它们
的“腹”中经过。

泵站“水利智能可视化平台”
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数据。时
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 00 分；
开 机 机 组 ：3#4#；进 口 水 位 ：
13.22米；出口水位：14.52米……

这 便 是 眼 下 正 在 进 行 的
2024—2025 年度南水北调的一个
场景。

此水源远。南水以长江为源
头，采用运河线、运西线双线输水，
串联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等调
蓄湖泊，逐级提水北上。

此水流长。13个梯级泵站，共
22处枢纽、34座泵站，翻越40米高
程，将一泓清水送入天津和山东胶
东半岛，在我国的黄淮海东部形成
了“T”字形的供水大动脉。

今年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全面通水10周年。

早在 2002 年 12 月，国务院批
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动
工实施。根据规划，南水北调工程
分东、中、西三条线路，分别从长江
下、中、上游向北方地区调水，连通

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构成我国
“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
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经过10余年建设，南水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2月全面
通水。东线从江都出发，逐级提升
长 江 水 ，调 水 线 路 干 线 总 长
1466.50千米。中线从丹江口水库
引水，全程流经豫冀京津。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
入工程现场实地考察调研，亲自主
持召开了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
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南水北调
工程是国之大事，“事关战略全局、
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

从12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十周
年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南水北调
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超767亿立方
米，惠及沿线7省市45座大中城市，
直接受益人口超1.85亿人。东线一
期工程输水干线水质稳定在地表水
水质Ⅲ类标准（地表水水质Ⅲ类及以
上标准满足饮用水水源要求）；丹江
口水库和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
地表水水质Ⅱ类及以上标准。

“2002年12月，南水北调东线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是在江苏江水北
调工程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向北延
伸，同时还开辟了一条与之平行的
运西线，实现双线输水。泗洪站枢
纽工程是运西线上第四梯级泵站。”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
司泗洪站管理所副所长呼咏说。

据呼咏介绍，泗洪站枢纽泵站
设计流量为120立方米每秒，单机设
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配套电机功率
2000千瓦，总装机容量10000千瓦。

今年11月下旬，南水北调东线
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
南水北调 2024—2025 年度调水工
作，分两个阶段计划向山东供水
11.25亿立方米。

呼咏说：“接到调水指令后，我
们再一次对设备设施进行检查。
按照公司‘远程集控、少人值守’的
试点要求，梳理可能影响安全运行
的因素，完善设备监测监控措施，
确保工程安全高效运行。”

一切准备妥当，南水北调泗洪
泵站如期开机抽水。

“置身于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重要一环，我们深知肩上责任重
大。”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
责任公司泗洪站管理所党支部书
记、所长王长亮说。

诚如其所说，泗洪站管理所自
成立以来坚持党建引领，狠抓队伍
建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担负起
南水北调的职责使命。

多年来，泗洪站管理所坚持
“每周一课、每月一试、每季一赛、
每年一考”，从基础理论知识和实
践操作技能双向锤炼员工队伍。

所里有个好传统，每位新进员
工都会安排一位师傅传帮带，并签
订培养协议。师傅们的言传身教，
让新员工在这里既能快速学到技
术，又能感受单位大家庭的温暖。

2015年入职的许朝瑞在师傅的
带领下勤学苦练，很快成为技术能
手。他在第八届全国水利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中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三次获得公司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
一等奖。这些年，他也步入“传帮带”
行列。2020年，泗洪站管理所还创
建了“朝瑞工作室”。

“我们发扬水利人不怕吃苦的
光荣传统，力争在自己的岗位上作
出更大贡献。”许朝瑞说。

据王长亮介绍，所里今年还完
成了计算机监控系统智能语音报警
助手、便携式河道水下断面分层水
温监测装置等4项“五小”创新项目，
并积极申报了泵站格栅检修用隔污
装置、泵站高压设备检修辅助设备
等4项实用新型专利，这为所里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驱动力。

这些年来，泗洪站管理所利用
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做好工程管理
的同时，按照“双轮驱动促发展”
的要求，承接了大型水利工程委
管、电缆标准化整理、机组检修安
装等项目。该所还主动担当作
为，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当地学校
学生到这里开展水情教育，让学
生们走进南水北调工程、了解南
水北调工程，引导他们参与到水资
源保护的行动中。

王长亮表示，泗洪站管理所将
继续坚守初心使命，砥砺奋进前行，
以大干快干的拼搏冲劲，苦干实干
的勇毅韧性，在工程管理各项工作
中求突破、求创新、求发展，为奋力
肩负起公司“东源流长、润泽四方”
的企业使命贡献力量。

冬季景物萧索，但在泗洪站枢
纽，你会有别样的感觉。清澈的徐
洪河水赋予了这里生机和灵气，蔚
为壮观的现代化水利设施群、经典
雅致的宣传廊道，还有干部职工们
激昂的工作热情，将这里装扮得更
加和谐美丽。

站在徐洪河岸，一泓清水正带
着无限的希冀北上。我们心怀崇
敬，目送！

目送目送！！一泓清水北上一泓清水北上

本报讯（记者 吴继硕 裴凌曼）
12月30日下午，市湖滨新区晓店街
道洋河滩社区居民梁纪勇正在家中
修补网箱。他在今年 11 月“起鱼”
后，便从骆马湖中收回网箱，等到明
年3月底4月初再放回湖中。

今年54岁的梁纪勇原先以捕鱼
为业，现在是“净水网箱”的养殖
户。“今年俺家的网箱养殖收益不
错，接近6万元。”他高兴地说。

2020年至2021年，按照江苏省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统
一部署，在骆马湖及其与中运河相
连水域进行捕捞作业的 1679 艘渔
船、3227 名渔民全部退出相关水
域。为了让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当地利用退捕渔民“近
水会水”“靠水吃水”的长处，结合湖
区大水面适宜发展生态渔业的优
势，推出了“净水网箱”养鱼项目。

“我们要求‘净水网箱’里只放
养鳙鱼、鲢鱼，因为这两种鱼都属于
滤食性鱼类，以浮游生物为食，不用
投喂饲料，降低了养殖成本，实现还
湖于民、生态养殖的双重目标。”省
骆马湖渔管办资环处处长张伟说。

为了规范养殖秩序，省骆马湖
渔管办制定了无框架漂浮式网箱养
殖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建立“三定
三统”工作机制，即定生产区域、技
术规范和生产限额，统一单体面积、
横竖间距和生产时间。

“各家网箱尺寸相同，网箱底部
不接触湖底，四个拐角由固定在湖
底的纤绳牵拉，鱼苗从网箱上盖放
入。”梁纪勇说。

“我们根据骆马湖生态容量，限
制网箱数量，做到日常监管与服务
并举。”省骆马湖渔政监督支队三大
队队长秦卫国说，每次放置网箱，他
们都到现场指导，保证网箱整齐划
一。“网箱上面的浮漂远看似一排排
珍珠，十分美丽。”

“净水网箱”给骆马湖退捕渔民
带来了增收新路径。“我家的网箱位
置好，鱼长得肥，今年收入有10万多
元。”同属洋河滩社区的退捕渔民杨
修买说。

据统计，骆马湖宿迁水域现有标
准化“净水网箱”规划区6处，总面积
56.6 万平方米，惠及 462 户养殖户。
随着“净水网箱”的推广，骆马湖成为
全国鳙鱼供应稳定的生产基地。

今年9月，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
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公布了“长江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典型案例，“江
苏省骆马湖：引导退捕渔民发展网
箱养鱼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
丰收”赫然在列。案例介绍显示，骆
马湖每年“净水网箱”优质鳙鱼总产
量可达5400吨，年产值超过7200万
元，带动每户退捕渔民年均增收5.6
万元。“净水网箱”养鱼，还起到固氮、
固磷、消耗蓝绿藻作用，净化了水质。

不用投喂饲料还能净化水质

骆马湖退捕渔民“净水网箱”养鱼生财

本报记者 裴凌曼 马凌峰
■ 见习记者 欧怡娜

12年前，他响应学校号召，主动
接下江苏省宿迁中学新疆部负责人
这份“苦差事”。

12 年来，他带领新疆部教师集
体学说维吾尔语、学跳新疆舞，用实
际行动与少数民族学生打成一片。

他传授书法、创办校内刊物，激
发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写作的积极
性，让他们通过一笔一画领略汉字
之美、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他精心策划“励志卓越之旅”
“感恩回馈之旅”“包容看海之旅”
“珍爱和平之旅”，让少数民族学子
真正实现“躬行”于祖国山川。

……
今年9月，他被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称号。他就是江苏省宿迁中学新疆
部主任黄朝松。

真情化雨“润花蕊”
援疆工作一直是我国一项重要

战略。2011年，宿迁市委、市政府积
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教育
援疆的重大战略决策，正式在江苏
省宿迁中学创办新疆部。次年8月，
黄朝松接下了这份重担，成为该部

负责人。
在首批新疆学生中，维吾尔族

学生超过八成，学习普通话难度大，
交流成了大问题。

主动出击打破“沟通之墙”。为
了拉近与少数民族学子之间的距
离，黄朝松带领新疆部教师集体“开
小灶”，共同学习维吾尔语、学跳新
疆舞。经过一个多月的“补习”，少
数民族学子主动接纳了他们，并主
动向教师们寻求帮助。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
慧》、维吾尔族的百科全书《突厥语
大词典》……黄朝松指着这些泛黄
的书籍告诉记者，正是这些书籍打
开了他对新疆的“认知门”，也由此
叩开了少数民族学子的“心门”。

于是，在校园长廊中，常看到他
与学生促膝谈心的身影；在社团活
动中，常听到他对学生鼓励的话语；
在教室、食堂、宿舍中，常见到他与
学生共学、共餐、共宿。

“我是一名思想政治课教师，我
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尤其是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种学生
心田。为此，我以国学为基，通过开
设书法社团，让少数民族学子能够
真正写好方块字，做好中国人。”黄
朝松说，新疆部已先后创办了书法、
象棋、舞蹈、绘画等20个国学社团。

朵朵花开“向阳生”
在黄朝松眼中，这些远道而来

的孩子，就像天山上的雪、赛里木湖
的水一样纯洁、纯粹。12年来，黄朝
松以校为家、倾注所有。

他带头实施全员“导师制”结对
活动，让每个学生思想、学习、生活、
身体和心理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教师
全方位的关爱：在春节期间，他与少
数民族学子一起写春联、贴春联、包
饺子、吃团圆饭；在疫情防控期间，
他连续陪护发烧学子48个小时；在
闲暇之余，他把困难学子接到家中
同吃、同住，给予支持鼓励。

“到宿迁求学感觉很安心，黄
爷爷的陪伴和关怀让我感觉很温
暖。”新疆部高二（2）班学生米合尔
哈依说。

12 年来，黄朝松累计送出十届
20 个班 850 余名毕业生，本科上线
率超过 90%。他与 792 名毕业生保
持联系，时常留意着他们的动态，给
予他们关心和支持。在少数民族学
子眼中，虽然“黄爸爸”变成了“黄爷
爷”，但是他的爱一直都在。

籽籽同心“结硕果”
民族团结教育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久久为功、持续创新。
如何让少数民族学子真正融入

宿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民族团结、交融共进？这是黄朝松
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带着这个课题，黄朝松一直在
探索。

“不能让孩子们‘困在’课本里，
要引导他们走出去。”于是，黄朝松
精心策划一次又一次研学之旅。例
如，去看一次大海，培养学生们的包
容精神；去参观一次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引导学生
们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去游览一次
项王故里景区，让学生们沉浸式感
受西楚文化的魅力。

“走出去并不是随便走，而是向
着明确的目标出发。”黄朝松说，这
些活动都是在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把
民族团结的种子播种在他们心中。

12 年来，在黄朝松的带领下，
江苏省宿迁中学新疆部开展了一
系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助力
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发展，建成了

“红石榴之家”工作室，成功创建省
级课程基地，获评“红石榴家园”精
品单位。

如今，黄朝松和新疆部的教师
们依然在探索嵌入式学习生活路
径，让民族团结的种子生根发芽，让
一朵朵“石榴花”绽放在宿迁大地。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获得者黄朝松

红石榴花开映宿迁

■ 东睿

据新华社12月29日报道，针对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
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国务院食
安办于12月27日联合教育部、市场
监管总局约谈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约谈要求，本溪市
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食
品安全这根弦，切实增强做好本地
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发生在本溪市的这起事件，其性
质十分恶劣，暴露出当地食品安全监
管方面的不足。这起事件再次给各
地敲响了食品安全警钟。食品安全
大于天，食品安全工作无小事。2016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确保食品安全
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
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各地、各部门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
不扣地落实在工作之中，落实在行动
之上。

如何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笔者认为，当下应在发力、
生力、聚力三个方面下功夫。

多向发力，扛起责任担当。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对食品安全工作
高度重视，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发
力不松懈，是食品安全工作应有之
态。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抓好
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以及学校等
重点领域监管，教育各生产经营主
体、责任单位强化食品安全意识，有
效预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尤其是
市场监管部门，应多深入现场、多检
查，主动及时发现危害食品安全的
线索和苗头性问题，有力打击食品
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通过纵向和
横向的持续发力，多举措构建强有
力的食品安全保护网络。

发力就要竭尽全力、不留余

力。有的地方、部门，明明有能力将
食品安全工作做得更好，却明显“藏
力”，不追求食品安全工作高质量，
不主动出击，不“自寻烦恼”，得过且
过，心存侥幸。天天祈祷“平安无
事”，却不愿付出更大努力，让“安
全”祸根因疏于管理而滋长。

自我生力，消除本领恐慌。食品
安全工作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但现实中，常见一些部门的部分
人员有着乏力的表现。有些人管理
能力不足、业务不精，接到工作常束
手无策，呈现本领恐慌。即便如此，
他们还安于现状，工作几年、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没有增强，与工作相匹配的能力仍
不具备。由于他们的能力不足，导致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食品安全工作力
量薄弱，形成整体本领恐慌。

因而，扭转这些人的工作状态势
在必行。对于这些人员，唯有通过制
度建设增强其自身的危机感，唯有通
过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其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唯有通过业务培训提升
其业务能力，从而让敢干事、能干事、
办成事人员不再形单影只，让整支队
伍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

积极聚力，动员全民参与。食
品安全关系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
要密切配合，长期做好食品安全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全
民食品安全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主动投入维护食品安全的社
会行动中，积极向有关部门提供食
品安全线索，让危害食品安全的不
法不当行为无处躲藏，全面形成齐
抓共管、协同合作、社会共治的治理
格局。

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样的
案例并不鲜见。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事前预防，主动防范化解风
险。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凝聚
共识、主动担责、全民参与，定可形
成强大的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

发力·生力·聚力

陈玉陈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