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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登书 张校铭 杨广兵

近日，中国文明网发布了《中央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复
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
家庭、文明校园的通报》，市湖滨新
区皂河镇八井村获评“全国文明
村”，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据
了解，八井村的位置较偏远、资源相
对匮乏，经过近几年发展，该村先后
获得“先进单位”“省级绿美乡村”等
荣誉，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几何
级数增长”，更让环境美起来、村民
腰包鼓起来、乡风文明新起来。

八井村的美丽蝶变，正是市湖
滨新区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的生动缩影。近年
来，市湖滨新区持续践行“两山”理
论，立足“东部农旅、西部水产”的
产业发展定位，积极打造一批集生
态观光、文化创意、农事体验、高端
康养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
示范产业项目，不断放大生态资源

汇聚叠加效应，做强“美丽经济”，
让群众靠着“家门口”的优质资源
鼓起腰包。

乡村振兴百花齐放：皂河镇深
挖历史文化底蕴，借助皂河龙运城、
乾隆行宫等景区，结合张老鹅、乾隆
贡酥等非遗美食，打造了“皂河龙王
庙会”“皂河大集”等文化体验与美
食旅游相融合的特色品牌。此外，
皂河镇的霸王蟹养殖产业更是蓬勃
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金
字招牌”；晓店街道以“舌尖经济”为
突破口，依靠宿迁骆马湖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打造了集“晓店大豆脑”

“船菜馆”等于一体的美食体验带；
井头街道依托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等生态资源，打造了“巨开心螃蟹王
国”主题乐园、三台山葡萄酒庄等农
文旅综合体，形成“游、购、娱”一体
化产业链……全区上下立足资源禀
赋，通过农文旅融合既盘活了乡村
资源，又丰富了旅游业态，让田园变
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为旅游
商品，实现了农旅互促、城乡共荣。

市湖滨新区农文旅融合何以取

得如此显著成效？宿迁骆马湖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效
应是关键。自宿迁骆马湖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创成以来，市湖滨新区把
推动百姓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当作
实现湖滨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
要途径，宿迁骆马湖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高质量建设与乡村振兴联系得
更加密切。

骆马湖水上运动基地、沐晨太
空舱度假营地、湖畔渔歌、钟吾游乐
城等文旅项目火爆运营，骆马湖音
乐节、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环湖马
拉松、大运河自行车公开赛、骆马湖
沙雕艺术展、大运河勇士赛等文体
旅项目精彩纷呈……这些都为乡村
振兴注入不竭动力。市湖滨新区依
托宿迁骆马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
影响力，打造“吃、游、玩、建”四维联
动的发展模式，正努力把“人流量”
变成“人留量”。

在美食体验方面，市湖滨新区
不仅培育了骆马湖啤酒、霸王蟹等，
还深入挖掘鱼头饺子、皂河贡米等
特色产品，引入了潮正和牛肉火锅、

骆马湖辣椒炒肉、海底捞露营火锅、
麦当劳餐厅等；在观光游览方面，市
湖滨新区精心规划了农业休闲旅游
路线，将闲置农地改造为特色家庭
农场，发展民宿、帐篷露营、采摘等
业态，打造花海、稻田画等景观打卡
点，提升旅游吸引力；在互动娱乐方
面，市湖滨新区策划了丰富多样的
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开发农业文创
产品，增强游客的参与体验感；在基
础配套方面，市湖滨新区不断完善
旅游配套设施，推进智慧农业建设，
推广绿色种养模式，实现了产业发
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打造了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宿迁骆马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
进了乡村资源“焕发新生”、特色产
业蓬勃兴起，市湖滨新区这片热土
正展现出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传
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激情碰撞、生态
优势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一幅以
农文旅融合为笔，以绿水青山为墨，
展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壮美
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市湖滨新区：农文旅融合
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 本报记者 裴凌曼

6月4日，泗洪县界集镇后钟洼
村的麦田里一片丰收景象，6 台收
割机正在紧张作业，收割、脱粒、装
车一气呵成。

74 岁的村民陈伏波骑着电动
自行车路过此处，不禁感慨：“自从
家里 17 亩土地托管后，我就成了

‘甩手掌柜’，现在还成了村里的一
名志愿者。”

去年10月，陈伏波不仅把自家
土地的耕、种、管、收、售等所有农活
全程托管给泗洪县翔达供销有限公
司，还动员其他几个兄弟把50多亩
土地也一起托管出去，他们当时就
拿到了每亩地900元的保底收益。

其实，让陈伏波当上“甩手掌
柜”的，是泗洪县供销合作总社在
后钟洼村试点推广的“土地托管”
模式。

“‘土地托管’就是一部分不愿
耕种或无能力耕种的农户，把土地
托管给供销社及第三方服务组织，
并由其代为耕种管理的做法。”界集
镇后钟洼村党支部书记陈超说，后
钟洼村是典型的“空心村”，很多年
轻人外出务工，留下的多为年老体
弱者。为了解决“谁来种地”的问
题，后钟洼村把农户组织起来，进行

“小田并大田”，供销社及第三方服

务组织接受农户委托对耕、种、管、
收、售等所有农活进行全程土地托
管，不仅提高了粮食的单产量、提升
了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户和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还解决了“谁来种
地”的问题。

据了解，该托管服务采取“村党
组织+供销社+农户”的模式，由村
级党组织汇聚土地资源、供销社及
第三方服务组织进行托管服务，提
升服务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风险防
控能力。同时，该托管服务还采取
了“保底收益+盈余分红”的分配模
式，托管服务组织在向服务对象提
供土地保底租金的基础上，对超过
保底收入的部分收益按一定比例在
农户、村集体和服务组织之间进行
分配，实现农户、服务组织以及村集
体三方共赢，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
时，还能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
民收入。

“通过实测实收，小麦亩产量近
600公斤，比去年增产100多公斤。”
陈超说，“土地托管”模式能够在保
证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
收益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托管服
务实现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
化生产。这种模式不仅能够节约成
本、提高粮食产量，还能够解放农民
的双手，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从事
其他工作。

“土地托管”让农户当上“甩手掌柜”

6 月 3 日晚，暮色笼罩大地，宿迁市区被璀璨灯火“点亮”，在光影交融中散发着迷人的色彩，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夜色画卷。
近年来，宿迁系统推进亮化工程建设，通过科学规划、智能设计，将地标建筑、生态景观与人文特色有机融合，不仅使流光溢彩的夜景成为城市

魅力的“新窗口”，也在实质上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肖伟伟 摄

光影绘就“夜画卷”

本报讯（记者 王艳珅） 6 月 4
日，记者从宿迁市公安局获悉，《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
法》将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那么，“数字身份证”在什么场景下
使用？有啥好处？宿迁市民该如何
申领？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据宿迁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
科副科长程麟介绍，“数字身份证”
是以网号、网证方式呈现的，今后我
们在使用互联网应用服务过程中需
要认证个人身份时，可以使用“数字
身份证”授权办理相关事项，替代了
原来真实身份证号的使用。比如，
注册购物网站时不需要填写身份证
号，仅需提供网号、网证即可完成身
份核验，操作便捷，而且降低公民个
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APP中查看历史认证记
录，也就是近期在各个互联网平台
上的认证情况，具有可追溯性。如
果公民身份信息被不法分子盗用，
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
快速冻结虚拟身份标识，并追溯身
份核验记录，协助相关部门追查违
法犯罪行为。

那么，大家该如何申领“数字身
份证”呢？程麟告诉记者，首先要在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APP，按操作提示，通过NFC
方式验证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

并采集活体人像和身份信息，经后
台核验成功后，即可获得个人网号、
网证。在使用网络应用需要认证身
份时，可以直接调用“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APP，通过动态验证，就可以
完成匿名化认证，方便快捷。

据了解，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已对接 400 余款 APP，
包括各大互联网平台和政务服务、
金融征信、教育考试、文化旅游、卫
生健康等行业领域的线上应用，在
账号注册、一键登录、密码找回、手
机号变更、会员管理、预约购票等众
多场景均可使用。

“从公安工作角度来看，推进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
设，是应对公民个人身份信息泄
露的关键策略。以往传统的身份
认证方式具有分散性，导致各互
联网平台会重复采集公民个人身
份信息，而各互联网平台对数据
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参差不
齐，而且网络传输环境复杂，只要
有一个互联网平台无法应对预防
泄露或窃取的威胁，或者故意盗
用、贩卖个人信息，公民的个人信
息就会长久失控。”程麟说，使用

“网证网号+动态认证”的方式，可
以避免相关互联网服务提供方过
度采集、留存个人身份信息，从源
头上大幅降低个人身份信息泄露
的风险。

“数字身份证”来了
宿迁警方手把手教您申领

本报记者 倪家乐
■ 见习记者 王章蕴

“虽然我失去了视觉，但是我坚
信，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6 月 4
日，记者在沭阳县桑墟镇的集市上
采访了盲人猪肉摊主彭志安。

彭志安的摊位前总是人头攒
动，大家安静地排着队，等待着他
割猪肉。只见彭志安熟练地用左
手轻抚猪肉，迅速分辨部位，然后
右手持刀精准割下所需部分。随

后，彭志安用左手摸起杆秤，麻利
地挂上猪肉，右手则滑动秤砣绳，
直至秤杆稳稳平衡，整个过程行云
流水。

每当称重后，彭志安总会额外
割一小块肉赠送给顾客，他的慷慨
让乡亲们深感温暖。村民彭朝彩
说：“他家的肉足斤足两，从不弄虚
作假，附近乡亲都爱来买。他虽然
看不见，但他的心比谁都亮堂！”

彭志安今年 61 岁，幼时的一
场高烧让他双目失明。然而，面

对生活的困境，他从未放弃过希
望。为了谋生，他曾尝试开设小
卖部，尽管生意一度陷入困境，但
他并未气馁，最终毅然决定改行
卖猪肉。

2004 年，彭志安正式在集市
上摆起了猪肉摊。对于一位盲人
来 说 ，这 无 疑 是 一 项 巨 大 的 挑
战。然而，彭志安凭借惊人的毅
力和不懈的努力，逐渐掌握了割
肉、摸秤、算账等技能。21 年来，
无论天气如何，他都坚持每天赶

集，用诚信经营赢得了乡亲们的
信赖。

割肉、摸秤、算账……这些看似
简单的动作背后，是彭志安在家中
的无数次苦练。他用一双勤劳的手
精准地判断部位、称重、收钱，得到
了乡亲们的信任与尊重。

尽管失去了视觉，但在彭志安
的心中，他的世界依然温暖而光
明。彭志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目
盲心不盲”的真谛，书写了一段感人
至深的诚信人生。

21年，盲人摊主用双手“称”出诚信人生

本报记者 孙 菲
■ 见习记者 钱炳羽

6月7日上午，在苏宿工业园区
苏州公园内，一名六旬老人在散步
时不慎落水，挣扎之际，苏州公园主
管陈国亮涉险跳河，与热心市民一
起将老人救上了岸。

“有人落水，赶快救人啊！”当日
早上 7 点 50 分，在苏州公园河道附

近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人大声呼救，
正在公园北广场执行河道巡查任务
的陈国亮循声跑去。

“落水地点在北广场附近，听到
呼救声后，我赶紧从河道西岸绕着
公园大舞台跑了一圈，冲到了河边，
只见一名老人在水中挣扎。”陈国亮
回忆，他赶到现场时，已有一位热心
市民在河中施救。

情况紧急，陈国亮顾不得多想，

脱掉鞋子就跳入河中。他迅速地游
向落水者，靠近后发现老人处于清
醒状态。他一边安抚，一边和热心
市民一起将老人带回岸边，并将其
救上岸。

在多位市民的帮助下，整个
救援过程仅用时 5 分钟。由于救
援及时，落水老人生命体征稳定，
意识清醒。现场，落水老人的家
属向陈国亮和其他热心市民表达

了谢意。
“见到有群众落水，是肯定要救

的。”对于跳河救人的壮举，陈国亮
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平静地
说：“是大家一起把人拽上来的，我
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从发现险情到及时施救，素不
相识的市民用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
的精神，也让这次救援行动成为城
市文明的生动注脚。

老人失足落水命悬一线
他们纵身一跃“抢”回生机

（上接1版）同时，全市设有17个定
点救治医院，为高考出台应急预案、
开通绿色通道、预留专用床位。120
救护车也已提前规划急救转运路
线，确保一旦发生情况快速响应，及
时实施现场救治和急救转运。

在江苏省宿迁中学考点的救
护车内，生命体征监护仪、心电图
设备、氧气面罩等一应俱全。“本次
宿迁中学考点配备医疗人员三名，
简单问题我们会现场处置，重大疾
病则按照‘就近’原则紧急送往定
点救治医院。”南京鼓楼医院集团
宿迁医院急诊 120 主治医师葛明
明说。

城管部门也积极投身此次护考
行动，以精细化管理和柔性化执法，
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环境秩序。“高考
不仅是考生的‘战场’，更是城市文
明的‘考场’。”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高考期间，该局围绕“静

音”护考、“干净”护考、“畅通”护考
等方面，提前发放了维护考点周边
环境秩序的相关倡议书，倡导市民
主动降噪，并对考点及周边道路加
大机械化清扫、巡回保洁力度。

中午，2025年全国高考第一门
语文考试结束后，志愿者丁竹抱着
向日葵和玉米穿梭在人群中。她将
一束包扎精美的花塞进家长手中，
汗水顺着脸颊滑落，眼中是掩不住
的笑意：“玉米寓意‘出类拔萃’，向
日葵代表‘一举夺魁’。”

今天的宿迁，爱心服务站里，防
暑药品、矿泉水、折扇摆放整齐；街
道上，出租车顶灯亮起了“高考爱心
车”标识……在宿迁，高考从来不是
一个人的战斗。相信这场高考护航
行动，会成为宿迁城市文明最动人
的注脚，而那些被温暖照亮的追梦
少年，必将带着这份力量，奔赴更辽
阔的星辰大海。

全城守护 梦想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