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倪欣 记者 杨晓
莉）日前，我市正式启动2025年大
学生暑期见习暨勤工俭学活动报名
工作，旨在为在校大学生搭建一个
优质的社会实践与就业锻炼平台。
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6月26日 24
时截止。

此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办、市人
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携手联合举
办。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青年人才
返乡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注
入新的活力。活动紧密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人才强市战略展开，聚焦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积极落实关
于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的各项部署，力求吸引更多高校学
生选择回邮、来邮、留邮创业就业。
本次招募主要面向高邮籍在校大学
生，同时也为“扬州人才校园日”合
作高校的学生开放了部分名额。

见习活动计划于2025年7月至8
月期间开展，且规定见习时长最短为
30天。活动提供的岗位类型丰富多
样，涵盖了乡镇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以
及重点企业。在待遇保障方面，机关
事业单位的见习生每月可获得不低于
1800元的补贴，企业岗位的补贴标准
则不低于2000元/月。此外，主办方
还将统一为见习生购买人身意外保
险，全方位保障见习生的权益。

活动采取“自主报名、双向选
择、择优录用”的选拔机制，要求见习生严格遵守所在
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违规缺勤者，将取消其见习资
格并纳入社会实践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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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声明

这次“沉浸式”的进网格活动，让我得以用脚步丈量这
个0.41平方公里的治理单元，一趟下来，脚底沾了泥，手里
记了事，心里更有了底——网格工作，真得“沉到底”才能摸
得到实情、解得了难题。

一、网格虽小，装的是百家忧乐
从邮汉路边的早点铺到龙庭御景小区的楼道，我和商

户、居民唠的都是“家常话”。开杂货店的老李说：“书记，咱
这花木枯了半年没人换，能不能添点颜色？”小区的王阿姨
指着楼道：“您看看这堆的旧家具，万一着火可咋办？”还有
群众反映的公厕设置、集镇绿化等问题，看似琐碎，实则是
群众心中的“急难愁盼”。在网格这个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里，我深刻体会到：群众眼中的“大事”，往往不在文件里，而
在家门口，只有放下身段、迈开步子，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
音。

二、办法要实，靠的是干群同心
一个网格要管好279户人家，离不开“网格员+志愿

者”的“铁脚板”。社会面小场所安全巡查、集镇小区飞线充
电、车辆乱停放、小区高层楼道堆物，网格员日均行走近3.5 公里，这些不仅需要网格员的排查劝导、入户宣传，更需要

群众的认可配合。社区民警联动网格员构建的“平安联勤
队”，编织了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大网络，每位社区民
警手机里存着多个居民微信，半夜还在调解纠纷。这些个

“土办法”背后，都是干部和群众的双向奔赴。
三、治理要活，重的是长效管用

治理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不是表面功夫，
而是里子工程。飞线充电整治后的充电桩配套、楼道清
理后的定期巡查机制、花木更新后的养护责任落实、龙庭
御景小区办证、小高层违章搭建整改等，这些“后半篇文
章”往往比前期整治更重要。网格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
梢”，只有扎根网格、贴近群众，才能激活治理效能，实现
长治久安。

下一步，卸甲镇将在持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等工
作中，继续以网格为阵地，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真
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我们将始终坚持“群
众点题、网格答题”，奋力推动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为发展动
能，让每一寸网格都成为民生改善的见证地，让每一次服务
都写进群众的心坎里，用实际成效赢得群众满意！

“三进”活动优治理 为民服务践初心
市委常委、卸甲镇党委书记 周伟

“三进”活动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顾宇 记者 杨晓莉）连日来，邮城
经受了梅雨的洗礼，让人感受到了“梅姑娘”的威力。
本周天气如何？21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梅
姑娘”持续在线，我市多云阴雨轮番“上演”，最高气温
30℃左右，最低气温19℃左右。

本周具体天气为：23日，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
或雷雨，最高气温28℃左右，最低气温19℃左右；24
日，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左
右，最低气温20℃左右；25日，多云转阴，最高气温
30℃左右，最低气温20℃左右；26日，阴有分散性阵
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0℃左右，最低气温22℃左右；
27日，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左右，最
低气温26℃左右；28日，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
25℃左右，最低气温23℃左右；29日，阴有阵雨或雷
雨，最高气温28℃左右，最低气温24℃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梅雨季节要防范雷电、局地强降
水、短时雷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造成的危害。同时，目
前已进入“夏至”，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梅姑娘”持续在线——

本周多云阴雨轮番“上演”

本报讯（通讯员 吴蒙 记者 郭萌）当
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和梅雨季节关键
阶段。为有效应对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我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

“早部署、快行动、严落实”为原则，全面
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市抢抓
汛前“窗口期”加快推进各项工程。高邮
湖控制线杨庄漫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已完
成水下工程，省级风险点消险项目头闸拆
建工程及京杭运河东堤堤后深塘年度填
塘固基工程进度超前，防洪功能得到恢
复。此外，2024年度7条生态河道建设项
目已基本完成，今年还将完成50条总长
139.71公里河道的整治工作，进一步畅通

水系脉络，提升区域防洪保安能力。
为提升防汛抢险实战能力，我市结

合实际优化完善了防汛抗旱、防御台风、
特大暴雨城市防洪避险等7类应急预
案。组织开展全市防汛综合演练、城区
排涝抢险实战演练，以及省市级风险点
联合会商和防汛防台桌面推演，提升了
调度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我市
建立了全覆盖的排查机制，汛前检查发
现的16处风险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进一步细化了骨干河道堤防巡堤查险制
度，明确了日常巡查和应急响应期间的
工作要求。严格执行省级《圩区限排方
案》，落实各项限排措施，确保汛期调度
科学有序。

目前，我市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包

括防汛袋类71.14万条、土工布9.39万
条、移动泵车4台、水泵82台、汽油机泵
30台等。今年更新防汛泵车1台、编织
袋2万条，补充沙袋1.5万条，购置装配式
反滤围井等。在救援力量方面，组建了1
支100人的专业抢险队伍、1支抢险救援
专家队伍、15支部门应急抢险队伍和13
支乡镇应急队伍，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
的抢险救援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正在加快推进
“2+N”智慧水利平台1.0版建设，通过构
建前端基础感知体系和完善的水利综合
数据库，推动水利工程智能化改造。这
一平台的建成将实现汛情的“数字化映
射、智能化预警、精准化调度”，为防汛抗
旱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市多措并举织密安全网保障平稳度汛

近日，受
强降雨影响，
我市部分路段
出现积水、杂
物 淤 积 等 情
况，对市民出
行造成一定影
响。市城管局
迅速组织环卫
工作人员投入
排涝和环境保
障工作，确保
城市道路通行
安全有序。
王磊郭萌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19日，高邮湖
大闸蟹行业协会负责人率技术团队，赴
临泽镇、界首镇、周山镇等乡镇的养殖户
塘口，实地考察、调研，并召开高邮湖大
闸蟹北片区养殖情况座谈会，为产业发
展把脉问诊。

近年来，高邮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持续
加码对蟹农的扶持力度，不仅定期邀请行

业专家开展养殖专题讲座，还深入塘口一
线进行手把手技术指导。同时，协会不断
完善大闸蟹产业发展规划，与蟹农携手，
从养殖源头发力，全方位提升高邮湖大闸
蟹的品质，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此次走
访调研过程中，调研组穿梭于各个塘口，
仔细观察大闸蟹生长状态，就养殖户普遍
面临的水质调控、塘口精细化管理等关键

问题，进行“一对一”专业指导。针对每个
塘口出现的个性化难题，技术人员都认真
记录，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座谈会上，临泽镇、界首镇、周山镇
相关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乡镇大闸蟹养
殖的现状、成果与面临的挑战，蟹农代表
也踊跃发言，分享养殖经验与技术心
得。高邮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负责人表
示，协会将进一步强化服务职能，针对此
次调研发现的问题，整合多方资源，制定
更具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全力推动高邮
湖大闸蟹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闸蟹协会一线调研助产业“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