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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积极向上的新青年，我
们应选择健康文明且更有意义的
庆祝方式，而不是办‘升学宴’助长
攀比风气。”今年高三毕业的沈佳
琪说。

随着“升学宴”逐渐退出舞台，
沭阳县的学子们创造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庆祝方式。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目前，在沭阳县2025届高

三毕业生家庭中，有超过90%的学
生家庭主动放弃办宴计划，鼓励学
生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进行研
学旅行等方式庆祝升学。

“人生需要仪式感，但不能把
宴请作为升学的仪式感。要以健
康、文明的方式表达喜悦心情。”为
了让广大准大学生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假期，沭阳县精心组织他们参

加关爱留守儿童、保护生态环境等
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在奉献中感
悟文明；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场
所，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历史，感受
家乡的发展变化。

今年，沭阳县还将系统开展
“喜看家乡新颜 共话青春梦想”
“榜样指引人生 阅读照亮未来”等
文明实践特色品牌活动，引导广大

准大学生在文明实践中提升个人
素养、树立高远志向。

喜事何须竞奢华，清茶数盏
情更真。从“竞奢华”到“尚简朴”，
从“人情债”到“真情意”，沭阳县
用实践证明：移风易俗不仅要“破
旧”，还要以更有温度的方式“立
新”，形成社会共识，让文明新风

“自发生长”。

■ 本报记者 丁国灿 管永

村民们忙着搬运秧苗，插秧机
在水田里来回穿梭……连日来，市
湖滨新区皂河镇八井村的黄河故
道滩地上一派繁忙景象，水稻夏插
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这个
曾经只能种植玉米、大豆的村庄，
正通过“旱改水”描绘农业发展新
图景。

6 月 24 日上午，记者在八井村

水稻栽插现场看到，在一块60多亩
的水田里，一台插秧机正来回作业，
所过之处，留下了一行行秧苗。农
机手周师傅说：“这里原来是旱田，
现在改成水田，有的地方深，有的地
方浅，不平整。如果土地平整的话，
一天能插秧六七十亩。”

八井村地处宿迁与徐州交界
处。因地势高、土壤渗水严重，该
村群众过去只能种植玉米、大豆等
农作物，收益较少。为此，该村推

进“小田变大田”土地流转工作，整
合零散地块，新建长1200米的高标
准水渠和 2 座泵站，将旱田改为水
田，推行稻麦轮作，惠及全村900多
亩土地。

看着田里生机勃勃的景象，村
民们早已在心里算起了“增收账”。
村民魏女士满怀期待地说：“之前种
玉米，一亩地大概能收500公斤。改
成水田种水稻后，一亩地能收600公
斤到700公斤，算下来一亩地能增收

500余元。”
从贫瘠的旱田到肥沃的水田，

从低产作物到高产稻麦，八井村的
“旱改水”实践，不仅改变了种植模
式，还让村民们走上了增收致富的
道路，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充满
希望的画卷。

记者 从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了 解
到，今年宿迁计划夏种面积 498.9
万亩，截至 6 月 23 日已播栽 430.28
万亩。

“旱改水”铺就增收路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 丁国
灿） 为了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依
法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6
月 26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
局联合召开“宿迁行政审判及行政
复议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通报宿
迁市2024年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工
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据介绍，2024 年，全市法院强
化统筹协调，健全审判机制，延伸审
判职能，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871 件 ，同 比 增 加 87 件 ，增 幅 为
11.1%。在案件审结方面，全市法院
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899 件，其
中判决结案 307 件、裁定驳回起诉

157件、协调撤诉334件，判决率、裁
驳率、协调化解率分别为 34.15%、
17.56%和37.36%。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连续两年为100%。

2024年，全市两级行政复议机
构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为契机，围绕实
质化解行政争议的总目标，充分发
挥行政复议宽口径、低成本、高效率
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有效提升行政复议质效，为
法治宿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过去
一年，全市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2317 件，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2051
件，同比增长 26.06%；办结（含结
转）1919件，同比增长28.71%。

“宿迁行政审判及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记者 郭 巍
■ 通 讯 员 孙 玮

近日，记者来到市洋河新区
洋 河 镇 兴 跃 村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现
场，看到已经建好的灌溉渠里水
流不断，连片的土地一望无际。
随着灌溉用水涌入田间地头，兴
跃村众多村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

“这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了灌

溉渠 450 米，铺设水泥路 320 米，解
决了群众的农田灌溉难题，为周边
农田带来了‘救命水’。”兴跃村党支
部书记王浩说。

农田水利工程是农业发展的核
心命脉，建设农田水利工程旨在系
统梳理沟渠网络，实现“干旱时节
能灌溉，洪涝之际能排涝”的目
标。长期以来，兴跃村因原有沟渠
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每到春耕夏
种的关键期，取水灌溉便成为群

众心头的大事。村民们经常肩挑
手提或是用小型抽水机引水，不仅
费时费力，而且效率低，部分“望天
田”只能被迫撂荒。这成为制约该
村农业发展、影响群众增收的重要
因素。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兴跃村
党支部多次召开村民议事会，倾
听意见，商定方案，仅用一个月的
时间，一条崭新的灌溉渠便蜿蜒
在田间，将宝贵的水源精准送达每

一块田地。
新的灌溉渠建成后，带来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打通了农业生产的
“经脉”，不仅降低了群众的劳动强
度，还增强了群众的信心。

“这条灌溉渠，修的是渠，连的
是心，通的是乡村振兴的路。接下
来，我们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筑
牢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蓄势赋能。”王
浩说。

“修的是渠，连的是心”

■ 王章蕴

6 月 25 日，在泗洪县归仁镇设
施蔬果示范基地的葡萄园里，一串
串饱满的“蓝莓夏黑”葡萄如深紫
色的宝石缀满藤蔓，果香在空气中
弥漫，采摘工人忙碌的身影与累累
硕果共同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动人
画卷。

“‘蓝莓夏黑’葡萄是我们基地
当前的‘当家花旦’，每天销售 5 吨
到10吨。‘阳光玫瑰’葡萄的种植面
积更大，超过1200亩，是未来的‘重
头戏’。”归仁镇设施蔬果示范基地
负责人张星辰说，葡萄园不仅承载
着农户丰收的希望，还成为助力当
地经济发展的“甜蜜引擎”。

据了解，归仁镇设施蔬果示范
基地创新采用“平台供货”模式，葡
萄从枝头摘下，便通过高效快捷的
渠道直供各地的超市，省去了中间
环节，最大程度保障了葡萄的新鲜
度与农户的收益。

“我们直接对接各地的超市，链
条短、效率高，葡萄的品质有保障，
农户的‘钱袋子’才能实实在在地鼓
起来。”张星辰道出了高收益的关
键。经初步测算，“蓝莓夏黑”葡萄
的每亩收益可达 3 万元，成为名副
其实的“致富果”。

葡萄丰收季，为周边社区发展
注入了活力。每天清晨，约 50 名
来自陈怀社区、仁园社区的农户便
聚集于此。他们熟练地采摘、分
拣、包装葡萄，让葡萄以最佳状态

“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有活
干，不仅增加收入，还能照顾家人，
比外出务工强多了！”来自陈怀社
区的岳荣侠边麻利地剪下一串葡
萄边笑着说。

一串串葡萄，凝聚着科技兴农
的智慧，打通了产销对接的脉络，更
饱含着千家万户增收的喜悦。它们
从归仁镇的田垄上启程，“甜蜜”了
一座座城市，也“串”起了当地富民
兴村的产业链。

葡萄“串”起富民兴村产业链

■ 本报记者 臧子青

在宿城区耿车镇兴盛街有一家
剪刀面馆，每至饭点便食客盈门。

6 月 25 日，记者走进这家热闹
的面馆，看到店主杨杰和妻子正在
灶台边忙碌。杨杰熟练地将面团搓
揉好后，迅速拿起剪刀进行下一步
操作。随着剪刀上下翻飞，一条条
似鱼的面条落入锅中。

谈及剪刀面，杨杰兴致勃勃地
说：“剪刀面是用剪刀剪出来的一种
面食，这种面条两头尖，中间稍粗。”

为了做出筋道滑嫩的剪刀面，杨
杰坚持选用上好的中筋面粉，每天早
上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面。

“剪刀是制作剪刀面的关键工
具，我每半年就要换一把剪刀。”杨

杰说，制作一份剪刀面，大部分时间
花在剪面上。一个小面团大约要剪
60次，这样煮出来的面条筋道。

鸡毛菜、粉条、豆芽……剪刀面
的配菜很多。和朋友慕名而来的魏
女士笑着说：“剪刀面不仅味道好，
而且价格实惠。”

杨杰在接待客人时总会耐心地
介绍：“一个人就吃小份，两个人就
吃中份，保准让你们吃饱。”

“我们希望把剪刀面越做越好，
让每一位客人都能吃得满意。”杨杰
的妻子笑着说。

从七八年前刚开业时的摸索
到如今赢得众多客人的认可，杨杰
和妻子不仅用剪刀“剪”出了美食，
还以剪刀为笔，书写属于他们的奋
斗故事。

“剪”出来的美食

本报讯（记者 马爽 见习记者
朱峰） 6月26日下午，《一路向前》
第四季总决赛在市新闻传媒中心演
播大厅举行。

《一路向前》是近年来我市重点
打造的理论学习栏目，曾荣获江苏
省优秀电视社教节目一等奖，在
全省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
知名度。

《一路向前》第四季于2024年9
月启动，依托“宿迁手机台”App举
办40期线上集中答题活动，深入企
业、院校、村（社区）、商场、景区等点
位举办“高手在身边”线下挑战赛，
推出《学习达人说》节目35期，录制
播出海选赛、晋级赛、复活赛、总决
赛等大型比赛15场，累计吸引130.5
万人次参与，涌现出一批“学习达
人”和“明星选手”，进一步激发了全
市各行各业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

《一路向前》第四季总决赛以

“学习新思想 奋进现代化”为主题，
共有10名选手参赛，竞赛内容包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史等。

在总决赛现场，经过“一”马当
先、学“路”长行、锋芒所“向”、勇往
直“前”四轮激烈比拼，泗阳县委党
校教师颜铭获得冠军，宿迁经开区
古楚街道党建办工作人员贾芬获得
亚军，泗洪县临淮镇二河社区党支
部副书记周琦琨获得季军，分别获
得10000元、5000元、3000元的学习
基金。

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级机关工
委、市委教育工委、市新闻传媒中心
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为选手颁
奖。各县（区）、市各功能区宣传部
门分管负责同志，市直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代表，“学习达人”代表，选手
亲友团等400余人参加活动。

《一路向前》第四季总决赛举行

6 月 26 日，工人在泗阳
经济开发区的凯麒斯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调试
设备。

作为一家集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凯麒斯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拥有近 8 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生产基地，深耕无菌冷
灌装、智能包装等核心技术领
域，开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智能装备产品，产品
远销国内外市场。

本报记者 毕伟 摄

沭阳：六年接力拒“宴”
让文明新风“自发生长”

■ 本报记者 叶春艳 见习记者 韩元元

一笔一画写下倡议，一纸倡议引领新风。6月25日，在沭阳县11所高级中学的校园中，一条条印有“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尚”字样的红
色横幅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刚刚经历过高考洗礼的高三学子与教师、家长一起，在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是沭阳县第六季“拒绝‘升学
宴’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六年来，沭阳县坚持“党委号召、政府推动、舆论引导、全民参与”，紧扣学生毕业、升学节点，大力倡导“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尚”，有效
减少“餐桌上的铺张”“舌尖上的浪费”“人情上的负担”。如今，在沭阳县，这项以“破陋习、树新风”为目标的文明接力活动，实现了从“一纸倡
议”到“全民行动”、从“人情债”到“文明账”的治理跃迁，成为全国移风易俗的县域样本。

“一条短信表谢意，一张合
影留纪念……”在 2025 年高考落
幕之际，沭阳县第六季“拒绝‘升
学宴’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如
期启动，这份以“志存高远、厉行
节俭”为内核，由沭阳县 11 所高
级中学的校长联名签署的倡议

书再次“刷屏”微信朋友圈，其中
简约而温馨的感恩方式被反复
强调。

2020年1月宿迁发布《人情新
风“宿9条”》后，沭阳县在全国率先
发出“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
尚”的倡议。多年来，这项由沭阳

县11所高级中学的校长联名倡议、
“家、校、社”协同推进的文明实践
活动，已成为沭阳县移风易俗的

“金字招牌”。
为了进一步巩固“拒绝‘升学

宴’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成效，
今年 6 月 17 日，沭阳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朱静波在第六季“拒绝
‘升学宴’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
座谈会上指出，沭阳县将久久为
功，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切实把人情负担降下
来、把文明新风树起来，真正让

“毕业季清风”劲吹花乡大地。

“真正的祝福不在餐桌上，而
在心意中。”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家长委员会代表章先生感言，过去
一场宴席花两三万元，收到的礼
金却像“人情债”，现在一条微信
祝福更显真心。今年，沭阳县 11

所 高级中学的 家 长 委 员 会 集 体
附议倡议，倡导以电话问候、短
信祝福替代宴请，用言传身教培
育家风，以家风带民风，用“简
朴务实”替代“攀比排场”。

沭阳县作为江苏省人口第一

大县、教育大县，曾经饱受“升学
宴”困扰，每年各类“升学宴”“谢师
宴”达数万桌，铺张浪费、人情攀比
让喜事成了负担。家住沭阳县东
方明珠城小区的王女士说：“之前
一天最多收到5份请帖，半个月就

‘吃光了’一个月的工资。”
“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推杯换

盏，而在于回馈社会的行动。”江苏
省沭阳如东高级中学校长周桂官
的话，道出了“拒绝‘升学宴’引领
新风尚”主题活动的深层意义。

破“宴”立制：从“一纸倡议”到“全民行动”

感恩不“宴”谢：用“简朴务实”替代“攀比排场”

无“宴”胜有“宴”：“不办宴，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