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日，2025宿迁“西楚霸王杯”小篮球邀请赛在宿迁国际会展中心
开赛。比赛现场，小球员们传球、运球、投篮，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场下小
朋友也为参赛队员呐喊加油，气氛热烈。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三天，共有95支队伍、9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王帅甫 摄

本报记者 颜靖尧 朱婉菁
■ 实 习 生 倪子文

近年来，宿迁以系统规划为引
领、机制创新为保障，持续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小雨不湿鞋、大雨不
内涝、水体不黑臭……这些变化切
实发生在市民的身边。6月30日，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一些老旧
小区增设了许多海绵设施，人居环
境得到显著改善。

会“呼吸”的小区更宜居

“现在下雨不怕踩水坑，小区
的小花坛还能‘喝’雨水呢！”6月30
日，记者来到宿城区银河花园小
区，居民陈女士指着小区内的雨水
花园，语气里满是欣喜。

据了解，银河花园小区于2014
年建成交付，共有住宅41幢、住户
1790 户。该小区此前存在基础设
施不完善、景观绿植单一、缺少活
动空间、雨污管网混接等问题。“以
前下完雨，小区广场上会留下许多
水坑，给我们出行造成不便。”小区
居民王祥亮表示。

2023年，银河花园小区启动改
造工程。“为有效解决小区的内涝
问题，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在小区建
设了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雨水
花箱等设施。在改造过程中，我们
还向居民征询改造意见，鼓励居民
深度参与。”银河花园小区党支部

书记李海燕介绍。在管网改造方
面，小区新建了 430 米污水立管、
288 米雨水立管，彻底解决了雨污
管网混接的问题。

如今，在银河花园小区，随处
可见的海绵设施不仅能够收集、处
理雨水，还提升了小区整体环境，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居民
竖起了大拇指。“小区具备了净、
蓄、滞、排等功能，实现了‘小雨不
湿鞋、大雨不内涝’，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提升。”李海燕说。

银河花园小区的“海绵化”改
造，不仅让小区实现了“颜值”的
提升，更赋予了小区“呼吸”的生
命力。

“小海绵”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过去，只要一下大雨，我们小
区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积水、泥沙，
出门都得踮着脚走。经过改造，这
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前段时间下
了一场大雨，我们小区道路上的积
水很快就排完了，出行方便多了。”
6 月 30 日，在宿城区金港花园小
区，居民赵女士满脸笑容，对改造
后的小区非常满意。

据悉，金港花园小区于2003年
至2005年间陆续建成，总建筑面积
10.25 万平方米，属于典型的老旧
小区。在改造前，该小区存在局部
地面积水、雨污管网混接、景观品
质差、公共空间缺失等问题，居民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受到较大
影响。

宿迁市住建局在改造该小区
的过程中，融入海绵理念，优先理
顺排水系统，解决雨污管网混接、
内涝积水等问题。与此同时，宿迁
市住建局还结合新增停车位、扩容
活动空间、改造景观等需求，打造

“海绵+停车空间”“海绵+活动空
间”“海绵+景观轴线”等多种融合
模式，因地制宜建设简易式雨水花
园、高位花坛等设施，实现小区雨
污分流、排水能力提升、居民需求
有效满足等多重目标。

老旧小区“海绵化”焕发新生机

6月30日，记者走进宿城区康
庭茗苑小区，映入眼帘的便是造型
美观的雨水花园、郁郁葱葱的下凹
式绿地以及透水道路。

据悉，康庭茗苑小区占地 8.3
公顷，改造前，每逢雨天便会出现
积水问题，影响居民出行。2023
年，宿迁市住建局对该小区启动改
造工程，新建230米污水立管、115
米埋地管，彻底实现雨污分流。同
时，宿迁市住建局还铺设了4400平
方米植草砖，建设1000平方米雨水
花园和1200平方米下凹式绿地，让
雨水自然渗透、净化，从源头解决
内涝问题。

改造过程中，康庭茗苑小区不
仅注重功能提升，更将海绵设施与

居民生活需求紧密结合：80处雨水
花园既能过滤雨水，又能美化环
境；透水停车位让居民出行更加便
利。“过去下雨天小区里到处都是
积水，经过改造，小区的排水功能
得到了提升。雨过天晴，孩子玩
耍、老人活动都方便多了！”该小区
居民王先生满意地说。

“我们还会利用海绵设施收集
的雨水灌溉绿植、冲洗道路，这非
常实用。有了这些海绵设施，康庭
茗苑小区告别了内涝积水、雨污混
流带来的困扰，5000余名居民迎来
了宜居舒适的新生活。”该小区物
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手记 记者从宿迁市住建
局获悉，2021年，宿迁成功获评“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城市”，并出台了《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借此契机，宿
迁全面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统筹规
划了238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目
前已全部完工。在社区建设方面，
宿迁持续推动百余个老旧小区基
础设施改造工作，目前已完成60余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
又一个海绵项目的落地，为市民的
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相信
在未来，宿迁会用更多的“海绵空
间”串联起城市的“山水人文”，不断
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海绵”添力 幸福加倍

老旧小区实现
“颜值功能双升级”

2要 闻 2025/07/02 星期三 编辑：蒋涛
电话：84389959 Email：sqrbbwb@126.com

地址：宿迁市发展大道1886号 邮政编码：223800 广告热线：84389888 发行热线：84389846 总编办电话：84389848 传真：8438979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13014990026 印刷：宿迁日报社印刷厂（宿迁市宿城区科工路13号）

本报记者 冯良升
见习记者 蔡倩蕊

■ 通 讯 员 高奎花

“我要站起来，哪怕前路布满荆
棘……我要站起来，去迎接风的温
柔。”轮椅上，朱成龙目光灼灼，他的
声音低沉，却像重锤砸在每个人的
心上，《我要站起来》的每一个字都
迸发着不屈的火花。朗诵结束，他
的双手支撑住轮椅，坚定地站了起
来，观众席爆发的掌声久久不息。

7 月 1 日上午，泗洪县融媒体
中心的演播大厅内，“党啊，请听我
说”迎“七一”残疾人朗诵比赛深情
启幕，十余位残疾人选手以声为
媒，向党倾诉心声，展现不屈的生
命力量。

“声音是我们突破身体限制、展
现自我价值的翅膀。”主持人的话
语道出选手心声。聚光灯下，该县
残联选手陈曦玮的声音坚定而温
暖，她朗诵的《守护星星的孩子》，
瞬间抓住了全场观众的心；“空荡
荡的袖管里，藏着无数个未完成的
拥抱……”金锁镇选手彭运以不屈

服于命运的坚韧，朗诵了《光的重
量》，展现出对阳光的渴望与对时
代的感恩；双沟镇选手徐巾喻朗诵
了《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迈向新台
阶》，展现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广
阔前景。

比赛间隙，艺术的光芒同样璀
璨。泗洪康复护理院带来的舞蹈

《灯火里的中国》婀娜蹁跹，展现出
家国情怀；一段充满原始生命力的
非洲鼓表演，踏地的节奏仿佛大地
心跳，令观众动容。泗洪县特殊教
育学校的孩子们表演的《三字经》舞
蹈，以童真舞步活化经典；演唱《国
家》的歌声更引发全场共鸣，“国的
力量”与“家的温暖”交织流淌。

获得第一名的彭运将获奖证书
紧贴胸口道：“这张纸很轻，但它证
明我的声音有重量。感谢这些年家
人的不离不弃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让我更加有信心面对未来。”

“他们站在那里的样子，就是最
美的‘自强宣言’！”观众席上的王丽
数次落泪，“看到他们的自信模样，
我觉得我更有力量面对今后生活中
的困难。”

——泗洪县迎“七一”残疾人朗诵比赛侧记

听！那些穿透生命裂缝的声音

本报记者 管 永
■ 见习记者 曹钰蓉

曾经因“圈圩养殖”而脏乱不堪
的鱼塘，如今“变身”生态优美的“城
市绿心”。随着宿迁市三里湿地退
圩还湖及生态修复工程的全面完
工，骆马湖西南角这片湿地，正以全
新姿态展现在市民眼前。

近日，家住湿地附近的苏永
华又像往常一样，沿着骆马湖三
里湿地的栈道散步。微风拂过，
水草清香扑面而来，眼前波光粼
粼的湖面，让他不禁感叹：“以前
这里全是脏乱的鱼塘，哪有现在
这样满眼绿意！”

苏永华告诉记者，过去这里环
境卫生差，经过生态修复后，环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大家到
这里，心情非常舒畅。

三里湿地的蜕变，是江苏南
水北调东线湖网地区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重
要成果。作为“国家山水工程”的
重要子项目，此次生态修复工程
规模浩大，工程方对骆马湖内南

北长约 1.8 公里、东西宽约 1.3 公
里的圩区进行全面退圩还湖与生
态修复，生态修复总面积达 173 万
平方米。

“针对圈圩现状，实施退圩还
湖、生态修复等。”该工程现场负责
人孙海全介绍，通过破除封闭圩埂、
打通内部水体、生态清淤等措施，退
还骆马湖湖区水面共127.64公顷、
释放骆马湖库容15.49万立方米，有
效恢复了湖泊防洪调蓄功能、改善
了水生态环境。

如今，在三里湿地，水草丰茂、
碧波荡漾。数据显示，骆马湖滩地
修复面积约1.39万平方米，消落带
区域新增水生植被面积达8.41万平
方米。

据悉，随着三里湿地退圩还湖
工程的完工，这里不仅成为骆马湖
生态保护的重要一环，也将为周边
居民提供一个亲近自然、享受生态
福利的好去处。目前，我市共实施
7 个“国家山水工程”子项目，累计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达15万亩，
越来越多的市民正享受着生态修复
带来的红利。

从“脏乱鱼塘”到“城市绿心”——

三里湿地的生态蝶变

（上接1版）
今年以来，宿迁各地坚持以创

新为杠杆，在加速传统产业“存量焕
新”的同时，还拓展产业门类，围绕
自身产业“新”优势开展延链、补
链、强链等工作。6月20日召开的
宿迁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指出，产
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一项全局性
工作、系统性工程，各板块要坚持
以创新为杠杆，因地制宜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深度融入全市新质生产
力布局。会议对各（县）区，市各开
发区、新区、园区一一指出具体的
主攻方向。

6 月 25 日，在宿豫区的宿迁数
字经济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建设现
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扫尾作业，工
程即将建成。据了解，该工程计划
总投资 50 亿元，距离高铁宿迁东
站 1.5 公里，建设商务楼及配套设
施，主要提供产业数字化、人才培
育等服务。宿迁数字经济中心项
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实现年开票销售 200 亿元，预
计入驻企业可带动 2 万人就业，将
为宿迁市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如今，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布局，

宿豫区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多个数字
经济载体平台，其中宿迁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集
创业项目孵化、电商运营、物流仓
储、互联网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电商产业综合服务平台；京东数
字金融产业园在揭牌后，引来京东
集团等众多互联网企业“安营扎
寨”，带动了4.5万人就业。

宿豫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一季度，宿豫区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 86.17
亿元、同比增长 21.05%，营业收入
增量全市领先，为宿迁全年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立足“宿迁基础”，让“老家
底”焕发“新气象”，让“新”产业锻
造出新优势。今年下半年，宿迁
将充分激发工业经济强劲动能，
围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长三
角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迈向产业发展的

“高铁时代”，确保规上工业总产
值超5500亿元。

近日，在江苏亿安腾特种电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工人在有序作业。该公司位于沭阳县，专业研制和生产稀有金属化工设备、电解
水制氢双极板、电解合成装置等。公司自主研发的电解槽设备，可年产10万片双极板涂层以及1000个PEM电解水双极板等，产品主要出口欧美、韩
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肖伟伟 摄

脚踏实地 久久为功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上接1版）扎实开展“儿科和精神
卫生服务年”等行动，用实干打好

“十四五”收官战，让广大人民群众
共享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成果。

“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紧扣高
质量发展主题，为我们做好教育工
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
会指出，要健全与人口结构变化相
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不断优
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办好一批‘家
门口’的‘新优质学校’，深入实施名
师、名校长‘双名’工程，确保‘学有
优教’。”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局局长倪成城说。

近年来，我市累计投入 64.6 亿
元，新改扩建中小学校49所、新增学
位8.66万个；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
聘等方式，我市补充教师超 1.3 万
名；我市扎实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
作，全市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普遍增

加，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
间不少于2个小时……近年来，市教
育局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
民属性、战略属性，持续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科学调整义务教育学校规
划布局，建立健全学位供需协调机
制，大力引进优质教育品牌，积极与
高校合作办学，进一步推进民办教
育综合改革和优质特色发展。

倪成城表示，将加快实施“教育
优给”工程，针对学龄人口峰谷变化
做好前瞻性布局工作，逐步完善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持续推
进“双减”改革，全面提升课堂教学
水平，积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让群众认可的“好学校”越来
越多，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
裕赋能。

精神富有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
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仅仅是

“钱袋子”的事。聚焦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着力打造各
具特色的文化标识、文化产品、文化
业态，促进人文和经济互动交融，这
是全会对厚植精神文化魅力工作作
出的科学部署。

近年来，市文广旅局紧扣“文化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主线，深入探索

“文旅+百业”“百业+文旅”双向融
合路径，我市文商旅、文体旅、农文
旅等新业态新场景不断“上新”，有
效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消费
潜能，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增
幅持续位居全省前列。

“我们深挖本土文化资源，积极
推动非遗保护与创新发展，多次举
办非遗嘉年华等活动，每年开展各
类文化惠民演出2000余场，努力让
高品质文化资源真正如源头活水般
精准、持续地滋养基层沃土，进一步

提升百姓文化获得感，促进人民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市文广旅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智超说。

张智超表示，市文广旅局将全
力推进文体商旅融合，加快培育文
旅支柱产业。聚焦城市“三张名
片”，锚定文化叙事的支点，不断更
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路径；接住

“苏超”传来的文旅“好球”，积极推
广“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赛事去
旅行”等文旅消费新模式；进一步丰
富文旅产品供给，稳步推进宿迁森
迪野生动物园、沭阳海洋馆等重点
文旅项目建设；针对“银发”、亲子等
旅游客群，大力开发特色化、差异
化、品质化的文旅产品；坚持以特色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认真办好“市民文化艺术季”
等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全力推动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