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总值班 周 军 值班编委 郭玉梅 责任编辑 郭兴荣 版式设计张增强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盛夏时
节，蓝天白云下的“高邮大虾”高质量发
展示范园一片火热的好“丰”景。

大棚内，刚刚出水的高邮大虾青
壳白肚、个大体肥，在篮筐内活蹦乱
跳、鲜活有力，即将“乘坐”运输车以最
快的速度“跳”上全国各地老百姓的餐
桌。

“我们这个虾，壳薄肉肥膏满，大的
有三两多，纯绿色环保养殖，味美价又
高。”高邮大虾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第三方负责人陆星新指着手掌长的高

邮大虾说，改革与创新让高邮大虾今非
昔比。

生态养殖，激发新活力

高邮大虾，原名罗氏沼虾，1992年
引入高邮养殖，逐渐成为富民产业之
一。2018年左右，高邮大虾的养殖受蓝
藻孳生、尾水排放超标等问题影响，陷入
发展瓶颈。如何在减少农业污染的同
时，又能持续鼓起钱袋子，成为了高邮水
产养殖的头等大事。

2021年，高邮推广“两降一禁”的生
态环保养殖方式。2023年，“高邮大虾”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建成，全面
进行生态养殖，严格实行“两降一禁”的
养殖模式，即通过降低养殖密度、降低饲
料蛋白、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减少水体污

染。此外，为了解决池塘外的尾水问题，
还创新“三池两坝”模式，即改变传统的
养殖用水“直进直排”模式，建设独立的
进排水渠道、进出水口、提升泵站，实现
养殖用水全程处理，尾水全部达标排放、
循环利用。

“你看这个虾养得多好，透明度高，
中间的条纹都看得清清楚楚。自从采
用生态养殖的方法后，不仅虾塘水变清
了，大虾的口感也更紧实鲜美。”陆星新
介绍，过去由于养殖模式单一，放养密
度大，虾的品质存在缺陷，价格很难卖
上去。生态养殖让高邮的普通大虾真
正蜕变为生态好虾，市场交易价格也由
前几年的20元/斤上升到20元/只，推
动了“按斤卖”向“按只卖”转变，实现了
高邮大虾产量与品质的飞跃，亩均增收
达1.5万元。 （下转2版）

“三管齐下”助力高邮大虾闯出致富“金路子”
□ 宰容 翁正倩文 韩磊摄

编者按：“县域活，全盘活。”江苏坐拥21个ＧＤＰ千亿县，江苏县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近日，省广电总台我苏客户端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探路者·“县”在行》，以小见大展现具有江苏标识度、全国影响力
的改革亮点和经验做法，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营造浓厚氛围，
为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谋方法、探路径。今日，本报转载高邮融媒采写的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钱大丰 记者 孔令
玲）近日，副市长、科技镇长团团长周振中
率政企代表团赴高校开展校地对接，链接
对口高校资源，为我市氢能产业创新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周振中一行先后赴大连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推介高邮城
市特色、人文风貌和发展优势，与高校
专家教授交流洽谈，就科技转化、人才
交流、产业共建等发出热情邀请。同时
慰问科技镇长团历任老团员，并与即将
来邮挂职的新任团员进行深入交流，鼓

励他们珍惜机会，将自身所学与地方发
展需求紧密结合，成为校地校企合作的
桥梁和纽带，为高邮氢能产业的蓬勃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期间，周振中一行还前往清华大
学，拜访杰出乡贤、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副书
记耿华教授，并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了

“储能（氢能）产业链共享实验室”揭牌
仪式。

市领导赴高校开展校地对接

本报讯（通讯员 冯志荣 记者 孔令玲）近日，省
财政厅、省文旅厅下达了关于2024年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通知，市文化馆高邮民歌项目获
35万元国家非遗保护资金补助经费支持。

2007年3月24日，高邮民歌被列为第一批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高邮
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
邮民歌记录了里下河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劳动人民的
智慧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市文
化馆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的资金补助将专项用于
高邮民歌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提升高邮
民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让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事业发
展，去年高邮市非遗文化展示馆开馆，以“保护”与

“传承”为主题，详细介绍了我市各级非遗项目。据
统计，我市现有非遗项目国家级1个、省级11个、扬
州市级23个、高邮市级72个；非遗传承人省级1人、
扬州市级19人、高邮市级77人；省级非遗工坊1个。

高邮民歌项目获国家非遗保护资金支持

本报讯（记者 黄霏霏）15 日上午，我市召开
2024年上半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研究部
署当前及下一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重点任务。副
市长张继东、赵国祥出席会议。

张继东指出，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市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仍面临严峻挑战和压力。各乡镇（园区）、各
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认识上再加压。
脚踏实地地抓好上级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加强各类
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牢固树立“事故可防可控”理念，
提前做好应急措施。要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在
隐患治理上再发力。加快推进27处突出路口及路
段交通隐患治理进度、省委巡视“1305座农村危桥
排改”攻坚突破任务、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淘汰报废工作，紧盯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
治行动、重点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和驾驶人源头安全
监管、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要始终保持求真务实作
风，在责任落实上再压实。严肃工作纪律、严密协同
推进、严格督查问效，持续推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

赵国祥就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他要求，要提高认识，夯实交通安全责任；要紧
盯重点，源头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执法，掀起打非
治违热潮；要扩大影响，营造交通安全浓厚氛围。

会议解读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护老行动”工
作方案》，通报了 2024 年上半年全市道路交通事故
情况。

开发区、高新区、城南新区、三垛镇、卸甲镇、汤
庄镇、菱塘回族乡和交警大队车逻中队、汤庄中队在
会上作表态发言。

上半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顾宇 记者 杨晓莉）15日下午5
时，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官宣我市7月16
日出梅。

今年我市6月19日入梅，7月16日出梅，出梅
略晚（常年7月12日），梅雨期持续28天，梅期略长
（常年24天）。梅雨期共出现5轮强降水过程，即：6
月21日至22日，6月28日至29日，7月1日至2日，
7月9日至11日，7月13日至14日，日降雨量最大
为149.5毫米。全市梅雨量348.4毫米，比常年多3
成（常年梅雨量269.0毫米）。各乡镇街道气象自动
站点梅雨量最大为430.5毫米（界首镇）。此外，梅
雨期中断期出现高温天气。7月3日晚上至9日中
午雨带北抬，梅雨中断，我市连续5天出现35℃以
上高温天气。7月 8日，我市城区最高气温已达
37.7℃。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未来一周，我市以晴热高温
和雷阵雨天气为主，气温会进一步升高，预计19日
至22日，我市最高气温可达35℃至37℃。

我市今日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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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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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宇 记者 文正）“请
将您的摄像头对准现场位置。”“好的，这
样可以吗？”……日前，高邮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创新工作方法，首次使用“云勘
验”系统对某地块进行净地情况核实，有
效提高了土地挂牌工作效率。

据了解，在正常的土地净地核实
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亲赴项目现场
进行踏勘。“云勘验”平台土地模块上
线后，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不再亲临现
场，而是由项目所在地的便民服务中
心代办员全程视频连线代为完成踏

勘，并将相应数据报送至交易中心，整
个净地核实工作的完成仅耗时 20 分
钟，大大缩短了土地挂牌前期准备时
间。“云勘验”系统将传统的现场“面对
面”勘验转变为“屏对屏”连线，通过视
频实时互动、信息线上流转、精准获取
定位、在线签字确认、电子报告出具等
程序，真正实现线下流程全面“线上
化”，为重大项目用地提供了更好的土
地要素保障服务。

“云勘验”助力土地挂牌交易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