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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整治
高邮在行动

今日总值班 侯 军 值班编委 郭玉梅
责任编辑 石 鑫 版式设计 张增强

本报讯（通讯员 陈夕军 记者
孔令玲）5月31日上午，在扬州光
明电缆有限公司的电缆生产车间
内，各类生产设备全速运转，工人
忙着赶制订单，一派火热的生产场
景。据了解，近年来，光明公司生产
的船缆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步提
高，今年CJ86/SC型号电缆业务订
单异常火爆。截至目前，该公司开
票 销 售 2.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7.79%；在手订单12亿元，同比增
长42%；入库税收843万元，同比增
长53%。预计今年可实现开票销
售超10亿元，同比增长44.73%。

不仅仅是光明公司，行走在菱
塘回族乡，处处涌动着发展热潮，
各家企业纷纷立足自身领域精耕
细作，订单源源不断、产销两旺，成
为了菱塘冲刺“双过半”、确保“硬
过半”的重要支撑。

今年以来，菱塘回族乡坚持
“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四
敢”精神，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

行动，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1至4月份，菱
塘回族乡累计实现工业开票销售
38.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8.14亿元，工业入库税收1.13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6.05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0.35%、1.45%、202.3%、
3.5%。当前，菱塘回族乡正铆足干
劲全力冲刺，用过硬的业绩确保

“双过半”“硬过半”。预计1至6月
份，全乡可实现工业开票销售57.6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4.58
亿元，工业入库税收1.32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4.5%、3.89%、191%。

实现“双过半”“硬过半”离不
开项目的支撑。今年以来，菱塘回
族乡紧紧牵住招商引资“牛鼻子”，
不断强化产业链招商，聚焦“大而
强、小而实”项目，积极鼓励以企招
商、以商招商，进一步扩充招商项
目信息源。同时，菱塘回族乡还扩
增“全员招商”“大员招商”力量，乡
级领导班子带头外出招商，各村

（社区）、各办局负责人主动外出招
商，为二季度和全年招商引资签约
夯实基础、储备资源。

项目多而强，经济才能稳而
实。今年以来，菱塘回族乡围绕

“能超则超、能储则储”目标，抢抓
在手项目开工建设、在建项目竣工
投产、建成项目达产认定；攻坚项
目供地难题，紧盯要素保障，按时
间节点全速推进永纪、赛特、红石
榴三期、鑫瑞宇、润臻、宏翔等项目
开工建设，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
效。同时，菱塘回族乡还狠抓企业
服务，在为企业增强信心、拓市抢
单、解决困难上下功夫，着手谋划
和推进“零土招商”和“飞地项目”，
鼓励企业通过新上技改项目实现

“二次创业”，争取超目标、超序时
完成二季度和全年项目建设任务。

牵住招商牛鼻子 抢抓项目早投产

菱塘回族乡：用过硬业绩确保“双过半”“硬过半”

□ 记者孔令玲 郭萌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黄金
时节。1日上午，在城南新区勤
王村集体农场，几名村民互相配
合，熟练地使用育秧播种机进行
育秧作业。从放置育秧软盘到铺
基质，再到放种子、覆盖面土，几
人分工合作、井井有条。不到50
分钟的时间，600盘秧苗就输出
完成，整齐地铺放在田里。随后，
村民们盖上无纺布薄膜、开闸放
水，浸润秧盘，静待秧苗长出。

秧田的周边，是连片的金黄
色小麦。微风吹过，飘散阵阵麦
香。“这里是 1000 亩的集体农
场，今年，我们村首次集体种
植。”勤王村党总支书记成汝祥
介绍。勤王村位于城南经济新
区，拥有耕地面积 3700 多亩。
今年，勤王村以高标准农田示范
带建设为契机，由勤王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全资注册了扬州恒旺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成立了勤
王村集体农场，将 1000 亩土地
统一流转到集体农场进行种植
经营。

“今年也是农场首次进行集
中育秧，之所以选择自走式秧田
育秧播种机进行育秧，是因为机
械化育秧不仅省时省力，还能确
保出苗率和品质，从而稳产增
收。”成汝祥边说边向记者罗列
了一组数据，使用机械育秧每小
时能输出800盘左右的秧盘，而
如果使用人工，需要两倍以上的
时间，同时所需的人工也要翻一
番。不仅如此，人工育秧因为纯

手工的原因，会导致种子播撒不
均匀，从而影响出苗率。而机械
化育秧效率高、种子播散均匀，
出苗率能稳定在 95%以上。眼
前的秧苗全部出苗后，可完全满
足集体农场的秧苗需求。

育秧是水稻种植中最为繁重
的环节，在种子长成秧苗的20多
天里，需要每天关注秧苗的成长
情况，控温保湿，促进秧苗成长。
为保证水稻秧苗品质，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农业专家上门，“手把
手”地指导农场培育出健壮的秧
苗，为稳产增收奠定基础。

粮食稳产增收，选种也十分
重要。为保证粮食的品质和产
量，勤王村集体农场引进了“南
粳5718”水稻品种进行种植。农
场育秧负责人李在斌告诉记者，

“南粳5718”水稻品种出苗整齐，
种植后株型紧凑，长势较旺，成
穗率高，抗倒性较强，特别适合
淮北地区种植，亩产量 1400 斤
左右。

机械育秧忙，小麦覆陇黄。
育秧的同时，小麦收割也陆续开
始。勤王村集体农场将采购收
割机和插秧机等农机，建设仓储
和烘干中心，建立从育秧到收割
栽插、再到烘干仓储的“一条龙”
种植经营服务体系，增强“造血”
功能，壮大村集体经济，预计每
年将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
元至20万元。

风吹麦浪香 机械育秧忙本报讯（记者 金雯）5月31日
上午，我市组织收看收听2023年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视频
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深
红在邮分会场收看收听。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

突出群众性、突出全社会安全文化
培育，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重大事故隐
患专项排查整治，提升全社会安全
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
展。

全国视频会议后，省、扬州市
相继召开续会，进一步部署安排

2023年“安全生产月”重点工作任
务。

会后，李深红要求，各乡镇、部
门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
学习，扎实开展企业安全宣讲，强
化企业员工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要
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创新宣传方式，扩大社会面宣传；
要压紧靠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决
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我市部署“安全生产月”重点工作——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近日，我市开展“以法之名 守护少年”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
和安全防范意识。在幼儿园，普法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一堂充满童趣的法治课，通过童话故事与
真实案例相结合、法治图文漫画、动画动漫视频、趣味有奖问答、互动游戏等形式，拉近孩子们与法
律之间的距离。在小学、初中，法治副校长、“法律明白人”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学会保护、拒绝
伤害”等为主题开展法治讲座。 李维东方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孙峰 记者
葛维祥）日前，大寨河北路因交
通拥堵严重正在进行改造。该
路的改造是我市实施城市功能
性短板提升工程建设中的一
项。

近年来，我市按照国家、省、
市要求，接续实施美丽宜居城市
建设、城市更新行动，围绕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海绵城市目
标，统筹实施城市更新。围绕民
生实事工程、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巩固和扩大，实施一批城市更新
重点工程，以“绣花”功夫推动城
市“微改造”，持续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优化主次干道布局。按
照“打通断头路、提升主干道、完
善支路网、提升通行率”的原则，
有序推进干道成格，全面推进支
路成网，“十四五”以来先后实施
了中山路改造、大寨河北路建
设、玉水路建设等道路工程。同
时结合城市交通堵点，适时对城
区珠光路与通湖路、珠光路与序
贤路、屏淮路与武安路等道路交
叉口进行渠化改造。持续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近两年完成 34
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总建筑
面积约 34.77 万平方米，住户
5205 户、楼栋数 351 栋，新增停

车位286个、非机动车充电桩95
个。主要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
在的建筑老化、公共配套缺失、
雨污混流、居民活动空间缺乏、
停车位欠缺等问题，因地制宜对
道路进行整治、新增停车位、排
水改造、违建拆除、立面整治，增
设照明、监控、消防、活动场地
等。实施物管小区微整治。利
用物管小区闲置地块、公共部
位，适当移植部分绿化，并结合
业主实际需求，科学选址，实施
机 动 车 停 车 位 改 造 和 增 设 。
2022年，在全市8个小区开展机
动车停车位改造增设，共改造增
设停车位 420 个，缓解了小区

“停车难”问题。
与此同时，我市还推进美丽

宜居城市建设，先后实施了历史
文化名城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与
利用、澄子河湿地水系连通工程
及周边配套项目、珠湖新村老旧
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及适老化宜
居改造工程、运河东岸十里长街
打造——中山路整治工程、乡村
振兴1号路项目—澄潼河水生态
修复与景观提升工程、西北片区
棚户区改造工程、市人民医院东
区医院绿色施工示范项目等一
批美丽宜居城市试点项目。

以“绣花”功夫推动城市“微改造”

城市功能性短板提升工程建设见“城”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