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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采访组

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起势见
精神。蛇年的新征程已经全面开
启，全市各行各业接续奋斗、砥砺前
行，以奋斗姿态奔跑在新一年的春
天里。在这个春节长假，生产不停
的企业、红红火火的商超、热闹非凡
的乡村……共同拼贴出了宿迁驰而
不息的生动图景。

从工厂到田间
科技为生产注入新活力

在位于宿城经济开发区粮食物
流中心的五得利集团宿迁面粉有限
公司车间内，自动化包装生产线飞
速运转，一袋袋面粉被精准计量、封

装，通过自动传输带整齐地码放。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几乎不需要人
工干预。

五得利集团宿迁面粉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得利”）是五得利面粉
集团在全国的第七个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生产的通用粉和专用粉主要
用于制作馒头、包子、面条、水饺等
食品。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面粉加
工似乎是一个粉尘飞扬、机器轰鸣，
以人力劳作居多的行业。”五得利收
购部经理张彦增表示，传统的面粉生
产过程中，存在人工操作环节多、生
产效率低下等问题。面对传统产业
发展瓶颈，五得利通过实施“智改数
转网联”项目，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和

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满足了市
场对产品的快速供应需求。目前，该
公司拥有2个生产车间，日加工小麦
2700吨左右，年加工量达到80万吨。

“工厂进行智能化改造后，只有
很少的环节需要人工操控。”张彦增
介绍，工厂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
念，应用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对原有
生产制造流程进行改造，达到车间
设备网络全覆盖，并通过布勒MES
系统管控整个生产流程，实现不同
区域设备的远程实时监控、程序集
中管理以及实时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数据分析、定制报表、故障报警
等数字化检测功能。

通过实施“智改数转网联”项
目，五得利实现了客户、销售、计划、
生产、质量、包装、物流等环节的高
效协同。面粉出粉率上升 2.3%，产
能提高 11.89%，生产运营成本降低
12.3%，生产效率提升了10.4%。

科技的魅力同样体现在宿迁的

农业生产上。“室内温度 26.9℃，湿
度75.8％，光照强度2.7万Lux，二氧
化碳浓度800ppm……”在宿豫区京
东农业科技示范园智能化玻璃温
室，头顶正前方跳动的提示牌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

“这里我们采用了无土栽培和
立体栽培方式，利用技术手段模拟
作物生长所需的生长环境，可以大
幅提高小番茄的产量和土地利用
率。”京东农业科技示范园行政经理
江洪说。

作为宿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项
目，京东农业科技示范园综合技术
领先、智慧化程度高，依托现代智能
化、数字化等技术，重点围绕温室环
境监测、联动控制系统、农业大数据
中心三大智能系统，新建智能化玻
璃温室、装配式日光温室、连栋薄膜
温室等智慧农业设施设备超20万平
方米。

（下转2版）

奔跑在奋进的春天里
本报讯（记者 刘海）新春“走北边”，共祈幸

福年。1月30日下午，2025宿迁“走北边”民俗巡
游精彩亮相宿城区西楚大街北广场，促进节日消
费，奏响节日欢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浩出席
民俗巡游活动。

“走北边”作为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是宿迁
南北移民社会特点和城市变迁特色的见证。据
了解，早期的“走北边”主要仪式有踏青、走桥等
活动，到清代中期，大运河的繁荣贸易促进了宿
迁多元文化融合，“走北边”也逐渐增添了吃马蹄
糕、提灯笼、摸石狮子、走桥、扣百子等众多仪式，
成为大众参与的节日习俗。

此次“走北边”民俗巡游由宿迁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宿迁市传媒集
团）、宿城区人民政府、宿迁文旅集团共同主办。
作为春节期间宿迁文旅活动的重头戏，此次活动
把体育、表演、祈福、美食打卡等相结合，开展了
点灯祈福、花灯巡游、非遗展演等活动。特别是
花灯巡游活动阵容强大，包含了民俗主题方阵、
神话主题方阵、英雄主题方阵、非遗主题方阵以
及群众方阵，约230人参与。各个方阵通过精心
策划、设计、编排，打造出一场极具时代气息、深
具本土特色、内容丰富多元、看点亮点纷呈、群众
互动性强的民俗文化盛会，全方位展现宿迁特色
民俗魅力。

在点灯祈福仪式上，群众代表为舞狮点睛。
随后，汇聚舞龙、舞狮、跑驴、高跷，“项羽”“八仙
过海”“五路财神”“城隍老爷”以及非遗动态类项
目花挑舞、钱杆舞的巡游表演队，排着整齐的队
伍，从西楚大街北广场出发，过阳春门，沿幸福路
向北走，在名人馆广场尝“百籽宴”，到新盛街西
广场交灯祈福，最后在英雄主题方阵的带领下，
民俗、神仙、非遗等方阵共同献上精彩演出，一路
上欢呼声和掌声不断，市民游客尽情享受民间民
俗文化大餐。

据悉，为传承弘扬春节文化，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今年春节期间我市围绕“民俗迎
新春 欢喜过大年”主题，精心组织开展“文艺演
出类”“非遗民俗类”“社教研学及展览类”三大板
块共计100余项重点活动，努力以形式多样的群
众文化活动、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供给，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市领导王晓东、武倩，市政府秘书长骆志弘
参加民俗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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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

一年春作首，万象始更新。浓
浓的年味还未散去，宿迁大地上，

“滚烫”的发展场景随处可见，折射
出热气腾腾、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映照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起跑决定全程，起势关乎胜
势。蛇年“奔跑鼓”已经敲响，我们
要抖擞精气神，以崭新的面貌和饱
满的热情踏上蛇年的崭新“征程”，
力夺首季“开门红”，决胜高质量发
展“全年胜”。

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发展
不等人，“开门红”就是稳、就是进，

“红”的成色就是“稳”的成色、“进”
的成色。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市
上下牢牢把握“省内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奋力争先进位”目标定位，坚持

“四化”同步、彰显特色优势，抢抓一
揽子增量政策机遇，全力推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顺利完成年度主
要目标任务，“强富美高”新宿迁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2025年，
宏观经济形势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
难和挑战，我们既要充分估量，也要
辩证看待，努力于危中寻机、化危为
机，在综合施策中有力应对。正如
市委书记盛蕾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上所强调，我们要深入研判时与势、

辩证把握危与机，抓住一切有利时
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努力把各方
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我们
要用足用好政策叠加机遇，真正把
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用足用
好动能积蓄之势，持续巩固提升向
上向好的发展态势；用足用好团结
协作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宿迁新
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拼出首季“开门红”，才能实现全
年“满堂彩”。一季度是全年经济的
风向标，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黄
金期”，开年经济形势对社会预期、市
场信心乃至全年走势都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提
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7%以上来组织
各项工作，加快推动26个列省、424
个列市重大项目以及今年排定的新
增长点项目建设，用足用好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全力激发新春消费市场活
力，努力以一季度“开门红”为全年经
济稳定增长打下扎实基础。

只有拼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
来的辉煌。“开门红”红在项目、产业
和发展，更红在精神、状态与作风。
新年新气象，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

“比”的劲头鼓起来、“拼”的状态提
起来，进一步坚定首战告捷、首战必
胜的信心和决心，锚定目标，尽锐出
战，鼓足干劲，加速奔跑，奋勇争先，
再创佳绩，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首季“开门红”，以此引领
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年胜”。

抖 擞 精 气 神
拼出“开门红”

近 日 ，人
民日报社《民
生周刊》杂志

记者联合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记
者，对宿迁市持续深化“主动发现”
工作机制，推动社会救助从“被动救
助”向“主动救助”转变的经验做法
进行了深入采访，相关报道在人民
日报社全媒体平台推出。本报今日
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贾伟
本报记者 王 晨

■ 见习记者 骆伯玮

春节临近，年味浓浓。年前的
这些天，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古城
街道居民陆涛（化名）就要搬进新

家。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积极协调
下，陆涛的亲戚为他提供了新住
处，让他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了温
暖的家。

将党的救助政策及时主动送到
困难群众身边，把政府部门的救助
服务延伸到每一个困难家庭。近年
来，宿迁市民政局持续深化“主动发
现”工作机制，推动社会救助从“被
动救助”向“主动救助”转变，及时发
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确保“应救
尽救、救助及时”，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聚焦“急难”对象，早发现、早介
入、早救助

39 岁的陆涛是名智力障碍患
者。因父母离异，他自幼跟着奶奶

生活。2024 年，相依为命的奶奶病
逝，陆涛从此无依无靠，居无定所。
后来，有热心群众在小区车库给他
腾出一间房，让他暂时有了遮风挡
雨的地方。

陆涛属于中度智力障碍，只能
以简单方式与人交流，平时靠给人
干红白喜事做杂工维持生计。

宿城区古城街道新苑社区社
会救助协理员钮生侠得知这一情
况后，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开展入
户调查摸底，并为陆涛申请低保、
临时救助，让他的生活有了基本
保障。

不止于此，钮生侠还主动联
系陆涛的亲戚，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努力说服其更好发挥监护人
职责，为陆涛提供一个干净整洁

的固定住处。目前，陆涛的“新
家”正在打扫整理，计划农历腊月
二十四入住。

“这不，小陆再过几天就可以住
进新家了，在新家过新年了。”钮生
侠说。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泗阳县
李 口 镇 其 虎 社 区 村 民 魏 敏 的 身
上。“多亏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
们渡过了难关！”看着来家里回访
的社会救助协理员顾华明，魏敏激
动地说。

（下转8版）

江苏宿迁市推动社会救助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救助”转变

确保困难群众应救尽救、救助及时

省城大戏
进村来

2 月 3 日，“茉莉花开”
文艺直通车开进沭阳县桑
墟镇条河村。省淮海剧团
的艺术家们在这里露天演
出淮海戏经典传统剧目《三
拜堂》，受到当地村民热烈
欢迎。

丁华明 摄 宿迁开展农村居民
建缴住房公积金试点工作

详见6版

■ 徐可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帮办专员
协调厂房约2000平方米，帮助宿迁
市神龙家纺有限公司解决企业仓库
用房紧张问题；市科技局帮办专员
主动为江苏卡米特激光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市场订单减少问题“支招
献策”；市农业农村局帮办专员积
极协调帮助企业建立优质稻米订
单生产基地，保证企业优质稻米的
供应……一个个帮办案例背后，折
射的是宿迁在涉企服务领域的持续
深耕。

营商环境，对于宿迁而言，是
引以为豪的王牌和底牌。在近年
来的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宿迁多
项指标和民营企业满意度位居全
省前列。2024 年以来，全市上下认
真贯彻国家、省、市决策部署，不断
优化为企帮办服务，持续优化区域
营商环境，全力帮助企业解难题，
有力保障了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形
成了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问题化解
高效快捷、企业发展稳中有进的工
作局面。

服务企业并不是一个新话题，
但能不能做到“常态化”，差别很

大。常态化的沟通，能确保信息及
时传递、问题快速解决。为此，宿迁
建立了政企挂钩帮办机制，由市领
导带头挂钩帮办15条产业链龙头企
业，各级政府部门“一对一”挂钩全
市3000余户规上企业，通过定期走
访、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不断
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政企沟
通体系。

在一片荒地上仅用了500天建
成全球最大的再生纤维生产基地，
盛虹新材料（宿迁）产业园的建设
速 度 刷 新 了 国 内 化 纤 行 业 的 纪
录。“建设那么大的项目，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据盛虹新材料（宿迁）
产业园负责人孔文龙说，宿迁及时
安排人员驻点帮办，把难题考虑在
先、解决在前，全方位保障项目快
建设、早投产。

在宿迁，能享受到与盛虹新
材料同等“帮办服务”的企业比比
皆是。

“面对面”问需、“手把手”帮扶、
“点对点”服务，常态化走访调研，及
时协调解决企业在项目审批、生产、
流通、销售等环节存在的困难现已
成为“驻厂员”“帮办代办员”的常态
化工作，（下转2版）

擦亮“帮办服务”品牌，构建营商环境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