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苏宿工业园区组织“流动清凉车”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巷
尾，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绿豆汤、盐汽水等饮品，在炎炎
夏日为他们带来丝丝凉意。 本报记者 陈少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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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4日，全市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市
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何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

何泓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
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进一步
从严从实抓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他强
调，要围绕深化学习研讨强化督
导，督促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
入脑入心学，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
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围绕找
准突出问题强化督导，督促持续深

入查摆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根源，
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围
绕推动整改整治强化督导，通过走
进现场看进度、访实情、听声音，动
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
效。要围绕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督
导，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推动
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督促制度执
行。要围绕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
导，抓住“关键少数”，抓好重点对
象，抓实风险防范，坚决杜绝过关
思想、“一阵风”思想。

何泓强调，市委各督导组要坚
持同题共答，推动以点带面，严格
自我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
终、取得实效。 （吴柏啸）

全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7月4日，全市党委和
政府办公室系统会议召开，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
省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部署，对
进一步做好新征程全市办公室系
统工作作出安排。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闫辉出席会议。市政府秘
书长骆志弘主持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办公室系
统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会
议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保持定力、
科学应变，积极谋划、主动作为，恪
尽职守、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三服
务”工作能力水平，在新征程上展
现更大担当作为。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会议强
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持续加强理
论武装，坚决把牢政治关口，全力
保障落地落实，锻造绝对忠诚的过

硬品格。要强化大局意识，在推动
经济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增进民
生福祉、维护安全稳定上积极作
为，彰显服务发展的过硬担当。要
强化参谋职能，不断提高调查研究
广度和深度、文件文稿质量和效
果、信息报送时效和质效，锤炼以
文辅政的过硬本领。要强化统筹
协调，发挥运转中枢作用，提升赋能
增效水平，构建高效运转的过硬保
障。要强化作风建设，把握好做成
与做好、效果与效率、标准与标杆、
苦干与会干的关系，树立奋发有为
的过硬形象。要强化修身律己，保
持持续学习的定力、团结协作的自
觉、廉洁自律的操守，打造素质优良
的过硬队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宿迁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泗阳县、宿城区、市纪委
监委机关作交流发言。会议还开
展了基层减负、文字、信息工作业
务培训。 （徐可）

全市党委和政府办公室系统会议召开

本报讯 近日，市级层面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
制会议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通报相关典型问题，研究部署
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闫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
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
工作部署，持续压实责任，强化问
题整治，拓展减负成效，放大震慑
效应，扎实推进为基层减负各项任
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思
想根基，切实增强纵深推进整治工作
的战略定力和政治自觉。要靶向施
策纠治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江苏
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负面清
单（试行）》的政策执行和落实。要
打通梗阻健全长效机制，市级机关
要当好表率带好头，因地制宜解难
题；各级专项工作机制的成员单位和
有关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联动协同
抓共治，着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的形势氛围和工作合力。

市政府秘书长骆志弘参加
会议。 （徐可）

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朱婉菁
■ 通 讯 员 倪 李

白墙红瓦、绿水环绕、村景如
画……7月2日，记者走进被誉为“水
美村庄”的宿城区耿车镇刘圩村，一
派绿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在
这里，有一座“人马同葬”的烈士墓，
它不仅是一处缅怀先烈的场所，还
留下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苍松垂露、翠柏含烟。墓园中
间，竖立着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有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样，墓碑
的背面刻有烈士牺牲时的情况。在
这里，埋葬着战争时期牺牲的7名革
命烈士和4匹阵亡战马。

1943 年腊月，伪凌城区队长吴
蓝田进犯当时的泗宿县杨圩区。当

时八十一团三大队和地方武装在叶
家迎敌，痛击活捉吴蓝田及其部数
十人，我军牺牲两名战士荣葬于此。

1945 年 7 月，国民党十八团苏
子武部逃窜至当时的宿迁县境内，
并勾结当时的伪凌城区队长王维
贤，又犯当时的杨圩区。之后我军
九旅二十五团骑兵部队，引敌至当
时的沙河西朱庙一带夹击激战，歼
敌 120 余人，我军牺牲了连长 1 名、
排长1名、战士3名、战马4匹，亦安
葬于此。

1995 年，耿车镇人民政府和社
会团体自发捐资修建烈士墓，把烈
士的遗骸和战马的遗骸集中安葬于
一处，因为不知道烈士的完整姓名，
烈士墓也被称为“无名烈士墓”。

伤残退役军人李法传是烈士墓

的守墓人，他已经守护这座烈士墓
30年了。“烈士墓修好后，耿车镇人
民政府招募守墓人，我毫不犹豫地
站了出来！”李法传说，自己是刘圩
村人，7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一直
在村中流传，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奋
战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着每一位
村民。

今年69岁的李法传身体硬朗，
声音洪亮。每天，他都会来到墓园
打扫卫生、擦拭墓碑、清理杂草。“在
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每天我
都要过来看一下才放心。”李法传感
慨道。

李法传告诉记者，以前通往墓
园的道路坑洼不平，一到雨天更是
泥泞难行，前些年经过升级改造，道
路变得宽阔平坦，方便祭扫者前来

祭扫。如今，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
这里进行祭扫，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当有人来祭扫时，李法传常常
充当讲解员的角色，向前来扫墓的
人讲述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与他
们一同追寻红色记忆。“没有革命
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日
子过好了，不能忘了革命先烈。为
他们守护，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么
多年，我的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李
法传说。

李法传告诉记者，在有生之年，
他会守好墓园。“守墓，对我来说是
一件很光荣的事。我会一直守护下
去，为更多的人讲述关于烈士墓的
故事，把7名革命烈士的精神传承下
去！”李法传说。

“陵园里的抗战记忆”系列报道

英雄不曾远去 丰碑永存人间

■ 韩元元 姜茜茜

盛夏时节，沭阳县塘沟镇果蔬
全产业链示范园生机盎然，一排排
温室大棚相连成片，大棚内，西瓜、
西红柿、黄瓜等果蔬应有尽有，种植
户和游客穿梭其间，采摘、装袋，体
验“从泥土到舌尖”的田园之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塘沟镇抓
好涟沭结合部帮促片区发展契机，
不断完善 329 省道沿线果蔬“示范
带”，用活上级财政帮促资金和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建设果蔬全产业
链示范园项目，积极发展果蔬产业，

通过党建引领，持续扩大特色果蔬
产业种植规模，不断拓宽村集体经
济增收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积
极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对于周边群众及低收入人口
来说，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房屋出租
等方式获得收入，也可以通过就业
获得收入，还可以直接参与经营获
取经营性收入。而对于周边村及重
点帮促村来说，则可以通过资产发
包取得租赁收入或者提供帮办服务
取得服务费收入，还可以通过成立
集体合作社取得经营性收入。”说起
产业链带动乡村振兴，塘沟镇党委
书记傅伟春坦言。

近日，笔者走进示范园的一处

西瓜种植大棚，满眼尽是绿意，翠绿
的藤蔓上挂满圆溜溜的西瓜，瓜农
们种植的西瓜陆续进入采摘期，圆
润的西瓜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工人
们穿梭在这片绿意之中，忙着采摘、
搬运、装车，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这个大棚原本已经种上了葡
萄，但由于葡萄是第一年栽种，今年
无法挂果，镇里的农技专家建议我
采用葡萄和西瓜套种的办法，没想
到效果非常好。”种植户吴从来说。
为了增加大棚的经济效益，缩减葡
萄收益前的“空窗期”，塘沟镇果蔬
全产业链示范园瞄准林下经济，打
破传统的单一种植模式，采用“葡

萄+西瓜”套种模式，可实现“一亩双
收”，土地综合收益显著提升。

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塘沟镇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互联网“直
播带货”为着力点，积极探索“党建+
直播”新模式，在果蔬全产业链示范园
打造塘沟镇共享直播基地，在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以“现场直播+讲解”的
方式，将本地的西红柿、葡萄、西瓜等
特色瓜果真实、生动地展示给每一位
网友，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塘沟镇果蔬全产业链示
范园的黄瓜、西红柿、西瓜和葡萄种
植面积达100亩，预计年销售收入达
400 万元，将直接带动 80 余名农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果蔬飘香好“丰”景 助农增收促振兴

7月3日，在市湖滨新区的宿迁市瑞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
里，蟹农正在使用无人机为蟹塘喷洒营养液。

当前螃蟹正处于生长的关键期，该公司强化蟹塘管理，确保螃蟹生
长环境保持最佳状态，从而提升螃蟹的品质和产量。

王帅甫 摄

（上接1版）

何佳丽：马路上的“城市美容师”
7月3日清晨，53岁的环卫工人

何佳丽早早就拿着工具在市区太湖
路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负责的
这片区域商铺众多，作为坚守岗位
多年的“城市美容师”，她亲眼看见
了《宿迁文明20条》发布以来这里发
生的变化。

“记得以前有些商铺经营者会
把店铺里的垃圾直接扫到店外，那
时候我每天光清理这些店外垃圾就
得花很长时间。”何佳丽回忆起过去
的场景，不禁摇了摇头。那时的工
作，不仅要清扫路面，还要处理店外
的垃圾，常常让她疲惫不堪。

如今，随着《宿迁文明20条》的
深入人心，商铺经营者的文明意识
日益增强。“现在商户们都知道要保
持门前整洁，主动将垃圾分类投
放。”何佳丽欣慰地说。

记者行走在如今的太湖路上，
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就
连绿化带里也很少发现烟头和纸屑
了。何佳丽坦言，以前她每天都要
在绿化带里来回巡视好几遍。“现在
市民的素质显著提高了，乱扔垃圾
的现象几乎看不到了。”何佳丽说，
这种变化让她感到很欣慰。

更让何佳丽难忘的是小广告的
治理成效。曾经，路灯杆、墙面上密
密麻麻贴满了各种小广告，清理工
作异常艰辛。“那时候我每天带着铲
子、水桶，不厌其烦地清理，往往刚
清理完，第二天又贴满了。”何佳丽
说。如今，在文明新风的吹拂下，小
广告已经难觅踪影。

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街道，
何佳丽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她说：“现在工作环境好了，市民
的配合度高了，干起活来也更有
劲 头 了 。 希 望 我 们 的 共 同 努 力
能 让 宿 迁 永 远 保 持这样美丽的

面貌。”

宿迁市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
队：期待更多志愿力量

在宿迁，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
用志愿服务守护文明宿迁，他们就
是宿迁市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
队。7月3日，记者联系上了宿迁市
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
孙明磊。

“宿迁市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总队成立于2013年，我们参与了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并荣幸见证了宿
迁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全国文明
城市’的称号。”孙明磊介绍，总队下
设文明旅游引导支队、景区（点）游
览讲解支队和旅游服务质量监督支
队，同时下辖五个志愿服务支队（沭
阳支队、泗阳支队、泗洪支队、宿城
支队、宿豫支队）。

成立十余年，宿迁市文化和旅
游志愿服务总队现有文明旅游志愿

者1360位，他们的足迹遍布宿迁的
大小角落。截至目前，宿迁市文化
和旅游志愿服务总队开展了“文明
旅游、理性消费”广场咨询、“‘醉’美
酒都、文明你我”文明旅游宣导、“缤
纷假期、文明出游”文明旅游志愿活
动月、“美丽宿迁、幸福启程”等主题
活动，服务范围扩展到全市的各个
旅游景区（点）。

“这些年来，在文明志愿服务
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体会到城
市文明程度在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宿迁游玩，夸
赞宿迁景区，越来越多的市民会
自觉遵守《宿迁文明 20 条》，也让
我 们 看 到 了 文 明 志 愿 服 务 的 意
义，希望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可
以加入进来。”孙明磊说，接下来，
他们会持续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
动，引领文明旅游新风尚、营造文
明旅游新环境、塑造文明旅游城
市新形象。

温暖人心的城市守护者

（上接1版）
“宿迁提出要强化纳米金属粉

体制备优势，突破高纯金属粉末高
效低成本制备等技术。乘政策东
风，扬发展新帆。博迁新材料积极
响应政策号召，不断加快在电子专
用高端金属粉体材料领域的新产品研
发进程，向着打造‘全球领先的纳米粉
体供应商’的目标进发。”博迁新材料
宿迁基地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

同样，苏宿工业园区亦是积极
抢占未来产业赛道，积极布局人工
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等产业，累计
招引氢醇汽车、高端材料等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超 10 个，计划总投资
100亿元。

为推动未来产业茁壮成长，宿
迁开展了“要素保障护航行动”，通
过人才、资金、载体等要素的全方位

保障，面向人才缺口较大的未来产
业，进一步加强人才经费保障和薪
酬激励，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
面予以倾斜支持，支持未来产业科
技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
专项资金的统筹，加大对未来产业
重点领域、重大平台、重大项目的支
持力度，推动未来产业加快发展。

未来产业布局如同“十年种
树”，宿迁已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但
长成“参天大树”仍需持之以恒的耐
心与魄力。宿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宿迁将加
强未来产业培育，超前布局碳纤维
及复合材料、储能集成系统、氢能装
备研发和“元宇宙”应用场景，确保
到今年年底，未来产业产值达 350
亿元，同时积极发展低空经济，集聚
关联企业100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