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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龙虬镇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以龙虬文化为灵魂、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富民强镇为目标、以生态文明为根本”的战略部署，解放思想构蓝
图，统一思想抓落实，创新思想求突破，快速推进“一园三区”四大建设工程，实现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集镇形象迅速向好、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致力
于将龙虬打造成长三角地区集文化、生态、旅游于一体的里下河风情特色小镇。近期，记者走进龙虬镇采访，就龙虬富民强镇、文化建设、生态发展以及
惠民扶贫等百姓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采访。采访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龙虬人用一组组数据交出了一本本惠及百姓的民生账。

龙虬：数字里的一本本民生账

2+2：富民强镇的经济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以来龙虬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向好，经济发展各项指数与同期
相比都有较大增幅，取得这样的
成绩得益于全市经济发展的良好
态势，也是龙虬人立足富民强镇
走出的坚实脚步。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龙虬镇注重做强两
个产业，抓好两个园区建设，
“2+2”的发展路径有力推动了地
方经济发展。

推动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命脉，龙虬镇立足于自身条
件坚持做强两类产业。一是抓好

“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强服装产
业，支持并鼓励服装企业更新生
产线、改进生产工艺；做优养殖产
业，三荡河渔业产业园面源污染
治理的试点试验目前正在推进
中，养殖面积的控减、养殖品种的
优化也在探索之中。做大电商产

业，苏中农贸城电子商务集聚区
创成扬州市级集聚区，其中总投
资 5000万元的电子商务园项目
已经启动，现已完成 4500㎡办公
大楼主体建设。二是做好“强镇产
业”，抓好以广源电杆、正扬电力、
永泰新能源、通威惠金新能源、康
博环境资源、泰达环保等重点亿
元企业为主体的税源产业；同时
发挥龙虬庄遗址影响力，通过注
册商标、打造品牌，将龙虬文化元
素充分应用于一、二、三产之中，
打造“遗址+产业”发展格局。

推动产业全面发展的同时，龙
虬还突出重点抓好两大经济园区
建设。一是苏中特色农产品电商产
业园区，通过从传统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探索新型营销体系，抢抓互联
网经济发展先机，打造全省首家
“互联网 +农产品批发市场”经济
体。2015年8月份成功招商引驻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落户园区
后，农村淘宝市级服务中心、菜鸟
高邮物流中心均成功运营。帮助传
统销售渠道的企业成功上行淘系
店铺，在同城 O2O自主平台“鲜
小递”成功上线。二是环保产业园，
以改善高邮市区域生态环境、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导向，着力打造
“静脉产业、环保装备产业、环保材
料产业、环保服务产业”等四大产
业板块。力争通过三至五年打造，
形成具有百亿元承载力的现代环
保产业园区。目前园区总长1.8公
里的南角路已经建成通车，另外有
2条总长 3公里的朱家路和 1.7
公里的中新路已开工建设。落户园
区的两家企业，总投资5亿元的高
邮康博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已竣工
投产，总投资 6.1亿元的高邮泰达
环保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之中，预计
2018年投产。

12321：龙虬之魂的文化账

龙虬文化是龙虬镇文化的灵魂
与命脉，作为“江淮史前文明之花”的
龙虬庄遗址自被发现以来，填补了许
多江淮之间史前文化的空白，也成为
扬州这座通史式城市文化源头。龙虬
镇注重梳理自身的文化优势，特别是
围绕遗址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一方面推动遗址工程的建设，一方面
注重挖掘其文化内涵，让龙虬庄遗址
在软硬件方面都得以提升，进一步展
示龙虬庄遗址的独特魅力。

龙虬镇组织专家、学者梳理了龙
虬文化，先后出版了龙虬文化系列丛
书《印象龙虬》、《故事龙虬》、《诗画龙
虬》，深度解读龙虬庄文化。镇文化站
还根据龙虬文化的特质结合水乡文
化，原创了歌舞节目《印象龙虬庄》，
该节目问世之后多次参加全市的各
级各类文艺调研，在全省社区文艺展
演活动中获奖，并被全国社区文艺展
演活动调研。老祖宗给我们的金饭

碗，龙虬人注重深挖细挖，让龙虬庄
文化绽放出时代的独特内涵。

在加强内涵挖掘的同时，龙虬镇
还全力推动以龙虬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为核心的遗址展陈建设。龙虬庄
遗址作为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其与小
镇相连的地域格局在其他同类型遗
址中是独特的。龙虬镇将遗址的发展
与小镇的建设联系起来，形成“镇园一
体”的发展格局，以遗址公园突出小镇
的文化灵魂，以特色小镇涵养遗址公
园的文化氛围，充分打好龙虬庄遗址
这一张文化牌。立足于“镇园一体”的
发展格局，龙虬镇将考古公园与特色
小镇建设统筹规划，推出了“12321”
发展项目规划。“1”就是建设一个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2”就是建立两个史前
文化展区（考古核心区和遗址考古博
物馆），“3”就是建设三大里下河风景
文化板块（里下河特色风情水街、原始
生活还原民宿和水乡特色博物馆群），
“2”就是兴建2个网络故事实景（龙虬
部族网络小说实景地和龙虬部落原
始4D游戏区），最后一个“1”就是打
造一个水乡特色小镇。

在龙虬庄遗址这片安静的土地
上，里下河的先民曾在此刀耕火种，
如今龙虬庄先民的后人依旧生生不
息，他们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紧握
着“龙虬庄遗址”这一传家宝，正豪情
满怀地走向新的未来。

22、33、100+N：精准扶贫的富民账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掀起了
“聚焦最大多数小康 聚力最贫困
家庭帮扶”行动，在市委、市政府
各项富民扶贫政策的引导下，龙
虬镇也在扶贫路上不落后，算好
精准扶贫的富民账。龙虬镇对全
镇的扶贫户按类别进行梳理和划
分，将 36名镇机关干部、部门 78
名副职以上干部及事业编制人
员、各村 67名副村级以上干部、
29家企业、4家专业合作社、高邮
市级8个部门、2名市领导分别与

445个低收入农户采取一对一或
二对一方式结对帮扶。

今年以来，龙虬镇党委、政府
把贫困家庭帮扶作为全年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全镇共有最贫
困家庭 22户、比较贫困家庭 33
户、建档立卡未脱贫低收入家庭
100户、突发性因灾因病致贫户 4
户；按照“精准帮扶、精准脱贫”，
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
落”的帮扶工作要求，先后出台
《关于开展“十助联动”解特困工

作意见》、《关于在全镇开展“22、
33、100+N”精准帮扶活动的实施
意见》明确了帮扶工作措施：对市
级帮扶 22户最贫困户和镇兜底
帮扶的 33户特别贫困户，根据每
个最贫困户实际情况，因户施策，
为每户量身制定了“一户一策”的
帮扶方案，建立最贫困家庭“一户
一策”基本台账，细化帮扶责任清
单，做到每一户最贫困家庭情况
清，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单位情况
明，帮扶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通过政策落地和实实在在的帮扶，
使每户收入有保障、生活有提高。

截至目前，全镇 22户最贫困
家庭中，6户危房改造全部完工；4
户无障碍设施改建全部到位；9户
在校学生爱心妈妈全部结对，结
对活动正常开展；8户需照料看护
人员全部到位；乡村医生上门服
务正常开展，其它普惠制政策全
部落实到位。对近百户2016年未
脱贫低收入农户和年内突发变故
返贫户，做到应保应保原则，通过
纳入低保和落实普惠制政策，按
照己制定的帮扶方案，督促结对
帮扶人抓落实抓到位，力争年内
全镇低收入农户全部达到人均收
入7000元以上脱贫目标。

4321：绿色发展的生态账
龙虬独有的地形地貌，形成了

南旱北荡的土地形态。在思考龙虬
区域规划布局、产业分布时，龙虬镇
坚持生态绿色发展，以“263”行动
为抓手，全力开展环境整治，一方面
重点抓好排污企业整改和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目前关停9家塑料粒子
加工厂和 1家再生纸品加工厂，整
治龙虬庄庄台河 1.5公里的黑臭水
体。龙虬镇还进一步加大投入，推进
三荡河水产养殖面源污染治理的试
点试验，促进水产养殖产业的生态
化。龙虬镇是全省“罗氏沼虾养殖第
一镇”，作为龙虬镇水产养殖的拳头
产品，目前全镇罗氏沼虾养殖水面
超3万亩。位于域内的三荡河罗氏
沼虾养殖核心方，被命名为全国罗
氏沼虾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和江苏省
无公害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随着罗
氏沼虾产业的迅速发展，一批合作
经济组织也应运而生，罗氏沼虾协
会、阳光水产合作社等合作社，为广
大虾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形成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带动农
民增收。据统计，龙虬镇农民纯收入
的近40%来自于罗氏沼虾产业。

生态是底线，也是一个区域发展
的红线。龙虬镇坐拥良好的区域优势
和生态资源，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算
好这笔绿色的生态账，让发展更加科
学、健康与可持续。为配合全市生态
大走廊建设，龙虬镇谋划《龙虬镇农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以龙虬庄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为核心，以水系林网、道
路林网和农田林网三网为配套，以绿
色村庄为点缀，形成一镇一品，推进

“三横三纵”绿色生态带、田园聚落风
景区工程建设，全力打造“4321”绿
色农业格局。“4”就是按照镇域划分
东、西、南、北，分别打造 1000亩高
效果品采摘园、1500亩设施农业观
光园、1500亩田园聚落花卉园、
3000亩花园式水产养殖的四大特色
板块；“3”是建设万亩优质食味稻米
基地、万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千亩

“三化”苗木基地等三大基地；“2”是
以龙虬文化为基石创立打造“文化+
农业”品牌，以万亩罗氏沼虾“清水”
养殖和 3000亩核心区生态花园式
养殖创立打造“生态 +农业”品牌；

“1”是打造“一主三副”龙虬镇生态中
心。“一主”即以龙虬庄遗址为主阵地
的生态中心，“三副”分别是指工业环
保园副中心、特色风情镇副中心和农
业观光园副中心。

通讯员周德刚包智记者王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