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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许其亮同志”，横幅下方是许其亮
同志的遗像。许其亮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许
其亮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
许其亮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许其亮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慰问。

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许其亮同志生前友好和家
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许其亮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本报记者 杨 群 毕 伟
■ 见习记者 王帅甫 殷朝阳

6 月 8 日上午，2025 苏台邻里
汇开幕式暨海峡两岸（洋河）龙舟
邀请赛在市洋河新区成功举办，吸
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千名市民、
游客参与。

鼓声阵阵，水花飞起。随着一
声令下，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
上留下一道道波痕，队员们齐心
协力、手起桨落，在水面上劈波斩
浪、奋楫前行，来自海峡两岸的13
支龙舟队、数百名龙舟健儿挥桨

竞渡。
来自中国台湾的噶玛兰龙舟

队队长林秉立告诉记者，该队队
员平均年龄达 60 岁，这是他们第
一次来到宿迁参加比赛，他们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增进海峡两岸之
间的友谊。

作为海峡两岸融合的重要文
化体育品牌，海峡两岸龙舟赛不仅
是一项群众性体育竞技活动，更是
一座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桥梁。
在龙舟健儿们劈波斩浪之际，岸边
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文化市集内，来自苏台两地的绿色

食品及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们在
游玩中相互交流两岸文化。

“我今天带来了台湾的文化饰
品，所有饰品都是纯手工编织的，
游客们也都非常热情。非常荣幸
可以参加此次活动，不仅分享了
我们的文化饰品，也让我们体会
了这里的文化，促进了两岸之间的
交流。”中国台湾摊主黄惠娟高兴
地说。

“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参加这
个活动，现场人山人海、非常热
闹。我们感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
情，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市民刘玉鑫说。
海峡两岸一家亲，苏台邻里情

更浓。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次活
动以“走亲走近 亲望亲好”为主
题、以“文化市集+龙舟赛事+交流
参访”的形式举行，主要包括两岸
农产品展销区、两岸青年主播直播
营、美食品鉴区等。

“接下来，宿迁将作为海峡两
岸龙舟赛事的长久举办地，将在每
年端午节前后举办苏台邻里汇相
关活动，让两岸交流持续不断，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代代相
传。”市台办副主任张娟说。

——2025苏台邻里汇开幕式暨海峡两岸（洋河）龙舟邀请赛在宿成功举办

划起两岸同心舟

■ 吴柏啸 曹钰蓉

风吹麦田千层浪，麦穗飘香好
“丰”景。眼下正值麦收时节，宿迁
大地上麦浪翻滚，农机驰骋。农户
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
割，麦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6月5日，在宿豫区新庄镇新庄
社区，笔者看到轰隆作响的联合收
割机在一处麦田里来回穿梭，空
气 中 弥 漫 着 泥 土 与 麦 秆 混 合 的
香气。

据了解，今年，宿豫区小麦种植
面积达43.5万亩，目前全区小麦处于
大面积收割阶段。宿豫区共设立 2
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投入联合收割
机1200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00

余张。
“我们今年种了 880 亩小麦，小

麦品种是黄淮麦 998。这个品种抗
病、抗旱效果很好，而且产量可观。
刚才我们进行了测产，小麦亩产量
突破650公斤，每亩比去年增产50公
斤。目前，田里有4台联合收割机，
大概2天就能结束收割工作。”新庄
镇新庄社区的种植户陈允乐说。

收割、剥壳、脱粒……一簇簇麦
穗被卷入收割机仓，饱满的麦粒从
联合收割机出粮口倾泻而出，“喂
饱”了一辆辆“翘首以盼”的运粮
车。陈允乐种植小麦已有 11 年，据
他介绍，今年天气干旱、苗情复杂，
幸好有农技专家“把脉”开良方，为
夏粮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丰收变“增收”，收购环节是关
键。眼下，泗阳县夏收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
高峰期。

过磅、抽样、质检……6月6日下
午，泗阳县卢集粮库小麦收购现场
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一辆辆满
载金黄麦粒的货车鱼贯而入，振动
清理筛和输送机有序运行。经过检
验、过磅、入库，麦子实现净粮入库。

“我今年种了 550 亩小麦，每亩
产量达550 公斤。今年小麦品质不
错，现在小麦晒干了，我开始把它
们运到粮库里卖。今年的小麦收
购价格是每斤 1.18 元，收购价格还
算稳定。”泗阳县卢集镇种植户陈登
介绍。

为保障农民售粮顺畅，泗阳县
各粮食收购点提前完成仓容准备、
设备检修等工作，创新采用“预约
制+全天候服务”的模式，做到“仓等
粮”“钱等粮”“人等粮”。此外，各粮
食收购点还设立了便民服务站，适
当延长服务时间，并在站内配备急
救药品和降温物资，做到“不限收”

“不拒收”，全力守护农户利益。
“在农机作业的高峰期，安全生

产尤为重要。我们深入开展农机安
全技术检验工作，不断加强农机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组织执法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场院一线，重点整治无
牌行驶、非法改装、带病作业等行
为，全力确保‘三夏’生产圆满收
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宿迁田野“麦”向丰收好时光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泗洪县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县已全面启
动《泗洪县西南岗片区发展规划
（2025—2035年）》编制工作，集中
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
兴，聚力实施产业提质增效、和
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提升、强
村富民增收等重点工程，为片区
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发展引领。

今年以来，泗洪县通过强化规
划引领、项目带动、乡村建设、民生
保障等措施，全力推进西南岗片区
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2025
年编报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三大类项目 33个，总投
资15亿元。截至目前，片区累计实
施帮促项目178个，总投资达95.62
亿元，为片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该县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西南岗片区产业层次全面
提升。近年来，片区集聚规上企业
106家，2024年实现工业产值61.1
亿元，同比增长 3.6%；预制菜、冷
鲜食品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佳膳
食品、魔饮饮料等强链补链项目相
继落户。此外，片区还依托绿色蔬
果、特色林果等产业优势，引进成
业科技、宏泽农业等 76 家企业，

“魏营西瓜”“成业碧根果”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与
此同时，片区以双沟镇西南岗产业
园为核心，联动上塘镇、魏营镇等，

重点发展食品酿造、智能制造等
主导产业。近日，江苏泗洪西南
岗经济开发区成功获批省级经济
开发区。

该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
抓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2024 年以来，西南岗片
区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2.2 万
余吨，完成户厕改造 1291 座；新
建高标准农田 0.95 万亩、生态河
道 1.15 公里，农路提升改造 2.05
公里。此外，片区还以持续改善
群众生活为宗旨，纵深推进“创赢
泗洪”创业富民行动。2024 年以
来，片区已发放创业贷款 2.3 亿
元，新增市场主体 5415 户，带动
就业近 5000 人；村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截至目前，片区 95 个涉农
村居（社区）实施增收项目 317
个，2024 年度村均集体经营性收
入达 89.3 万元；民生保障方面，
2024 年以来，片区累计资助困难
学生1.62万人次，发放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1.81亿元，低收入人口住院
实现“先诊疗后付费”，民生福祉显
著提升。

泗洪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刘闯表示，下一步，泗洪县将继
续深化帮促机制，聚焦产业发展
和民生改善，推动西南岗片区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为全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
更大贡献。

（蔡倩蕊 张哲）

今年编报实施项目33个

泗洪县西南岗片区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近日，在宿豫区长
江路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

“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三分
之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
正加班加点推进施工进度。”江
苏双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人丁稳松介绍，此次施工工程
中，新建的雨水箱涵排水能力达
3 立方米每秒，建成后长江路的
雨水将自西向东经庐山路排入
牡丹江河，将从根本上改善区域
易涝状况。

随着汛期的来临，我市防汛排
涝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日前，
笔者从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获悉，今年计划完成的 16 个中心
城市积水点改造任务已完工 14
个，剩余2个项目将于6月底前建
成投用，将为城市安全度汛提供坚
实保障。

“目前已完成200米箱涵浇筑
和300米钢筋绑扎，施工全过程都
有建设、监理、检测单位跟踪监
督。”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供排水服务中心副主任顾豆介
绍，下一步，宿豫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将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进
度，确保 6 月底前完成全部箱涵
浇筑任务，实现汛期雨水排放通
道畅通。

与此同时，智慧化监测设备的
应用为城市防涝装上了“最强大
脑”。近日，在发展大道与天和
北路交叉口，技术人员正在调试
新一代智能监测设备。“新安装
的高清监控摄像头和智能电子
水尺能实时监测积水情况，并将
数据传回调度平台。”现场技术
人员解忠良一边说，一 边 俯 身
调试新一代智能监测设备，漆
黑 的 传 感 器 探 头 精 准 对 焦 水
流断面，确保汛期积水信息精准
回传。

监测设备的投用让城区易涝
点实现了从“被动处置”到“智能预
警”的转变。据了解，今年我市将
扩建 80 个监测点位，目前已安装
74 个监控点位和 68 个智能电子
水尺。

目前，防汛排涝调度指挥平台
已建成 190 个监测点位，可实时
获取城区重点易涝区域积水数
据，通过智能研判及时预警，为
防汛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宿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数字水务
中心科长郑帅表示，全市各相关
部门正通力协作，加快推进防汛
工程建设、完善智慧监测网络，
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堤”，确
保安全度汛。

（时艺菁）

我市全力筑牢
城市防汛“安全堤”

（上接1版）
独一无二的品质不仅让卡卡业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也让众多知名企
业抛来橄榄枝。2024年卡卡业获得
了京东京造首个食品类联名权，并与
法国知名品牌 Kiri 携手合作推出联
名企划款系列产品。

创业之初，宋伟业考察了多座城
市，最后宿迁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贴心
的帮办服务让他选定了家乡。“我们的

政府领导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无事不打
扰，有事马上到’，这也是实实在在做到
了。”宋伟业感慨道，无论是创业场地的
解决，还是相关部门定期的管理和培
训，全面、高效、贴心的帮办服务让企业
真正实现放心经营、安心发展。

以线上为基础，卡卡业正不断拓
展线下渠道，向实体进军。目前，卡
卡业已进驻开市客、盒马等，并计划
在10个城市铺设500台实体产品售

货机。“6月底，品牌的第一家线下实
体店即将在宿迁开业，之后我们也将
在周边城市布局，通过不同的线下渠
道把品牌知名度打开。”宋伟业表示，
企业成立之初，他就下定决心将品牌
落地、沉淀下来。

在带领团队“乘风破浪”的路上，
宋伟业始终坚持亲力亲为。从每个
新品初期的市场调研，到宣传方案策
划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亲自参与，不

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结果的因
素。“持续的学习是企业保持生命力
的源泉，只有不断汲取新知识，才能
与时俱进。”宋伟业说。

在宿迁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
卡卡业的故事仍在续写。当“95后”
创业者遇上传统食品产业，当流量思
维碰撞工业化理念，这场关于健康食
品的变革实验，正为区域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新的注脚。

宋伟业：解锁健康烘焙的“出圈”密码

（上接1版）
不仅如此，今年 4 月，宿迁港口

集团还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连
云港徐圩港口投资集团签订三方
合作协议。此次合作既是基于宿
连航道的区位优势和水运资源的
优化匹配，也是落实“水运江苏”发
展战略的务实举措。合作将进一
步推动两市业务往来，共同优化苏

北港航物流服务网络，为海河联运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宿连
航道工程全面完工通航后，2000 吨
级船舶可从京杭大运河直达连云
港，进一步优化苏北港航物流服务
网络。除了宿连航道工程、运河宿
迁港等水运项目，公路项目也在快
速推进中，连宿高速公路一期去年
建成通车，连宿高速公路二期正在

建设，预计 2027 年底建成通车。在
此基础上，宿迁正在重点推进连宿
蚌铁路项目建设，该项目已列入

《江苏省轨道交通“十二五”及中长
期发展规划》《江苏省“十四五”铁
路发展暨中长期路网布局规划》，
为“十四五”干线铁路重点工程规
划研究项目。目前，规划研究成果
已通过专家评审。

“连宿蚌铁路按照客货共线、
时速 160 公里的设计标准来建设，
重点打通宿迁和连云港港口之间
的铁路货运通道。”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说，“公铁水”齐头并
进，未来，这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打通宿迁东西
向对外通道，更好地带动沿线城镇
化建设和产业发展。

逐梦深蓝，东向出海绘蓝图

（上接1版）
即使在夜间施工时段，建发·誉

璟湾雅苑项目的施工现场各类机械
运转不停，但现场噪声始终控制在较
低水平。

建发·誉璟湾雅苑项目负责人王
瑞金表示：“每周一早上，我们都会开
展宣传教育以及安全教育，平时也会
叮嘱车辆进出工地禁止鸣笛，尽量减

少噪声。晚上9点半就不施工了，并
把施工现场清理干净。”

据了解，为了优化时间、防止渣
土清运扰民，市城管局将渣土清运时
间由夜间调整到9时至22时，最大程
度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施工噪声污染问题一直是群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市城管部门按照

‘源头管控、分类施策、综合治理、严

格执法’的原则，全面推进治理工
作。”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
面，要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进工地、
进社区，加强对噪声防治法律法规的
宣传，争取越来越多的人对噪声监管
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要强
化监管，建立全天候的巡查机制，确
保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解
决问题。与此同时，市城管部门主要

领导不定期采取“四不两直”形式，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问题，实地进行
检查督导，推动问题的整改。

年初以来，全市建筑施工噪声投
诉量持续下降，较2022年同期，下降
30%以上，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提
升。这一数据的背后，是无数城管人
的坚守，是施工方的担当，更是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生动注脚。

打出治理“组合拳”，让施工噪声不再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