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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编 者 按 ：
当前，我市各
地各部门迅速
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
大 精 神 的 热
潮。本报组织
记者深入基层
一线，开展“奋
力谱写‘强富
美高’新盐城
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学报告
走 基 层 看 行
动’大型主题
采访行动”，今
起推出第一组
系列报道，宣
传报道盐城时
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国之大
者”，以一域服
务全局，坚决
扛 起 粮 食 保
供、能源保障、
生态保护的使
命担当，紧跟
习近平总书记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敬请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
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勇担粮安勇担粮安重任打重任打造东部造东部沿海大粮仓沿海大粮仓
———放大比较—放大比较优势为优势为““勇挑勇挑大梁大梁””贡献盐城力量系列报道之一贡献盐城力量系列报道之一

□邓荣 刘晨 记者 陈婷

田畴迎丰收，乡村展新颜，希望的田野铺
展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11月1日，全市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发展大会召开，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奋力谱写新时代盐城乡村振兴新
篇章添能蓄势。

架起村企共建连心桥，奏响乡村振兴
奋进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将抓行
业管党建与抓项目促“三农”有机融合，组
织开展全市重点建筑企业“党建联村、项目
强村”行动，坚持党建领航促发展、重抓项
目出实效、同频共振惠民生，为高质量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村企“双向奔赴”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11月2日，江苏明华建设有限公司和射
阳县长荡镇中河村结对共建项目——中河村
党群服务中心改造项目现场，工程车辆往来
穿梭，工人们正在紧张作业。

“原来的党群服务中心建在村里的联建
房三楼，年代久远，破旧难看，严重影响村容
村貌。”中河村支部书记董金惟介绍，“服务大
厅在三楼，给村民特别是年纪大的村民办事
造成不便，且因建筑面积不足，党建功能室等
相关阵地也无法建设。”

这一情况如今得到改善。今年年初，在
市住建局的推动下，由市住建局出资70万
元、射阳县人民政府出资50万元、江苏明华
建设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用于中河村党
群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于9月启动建设，预
计11月底完成土建施工。

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改造项目是全市重
点建筑企业“党建联村、项目强村”行动的一
个缩影。该行动于今年1月启动，市住建局党
委坚持高起点定位，成立工作专班，明确全市
建筑业发展职能单位——市对外建筑管理处
牵头具体负责该项行动，精选项目主体，通过
调研摸排，组织建筑行业最优势的企业，帮扶
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 （下转2版）

市住建局开展全市重点建筑企业“党建联村、项目强村”行动

催生乡村振兴指数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陈建丰 吴惠 记者 王晓烨 祁佳

百河之城碧水畅流，沿海湿地生机盎然，生
态林业绿意葱茏，高标准农田风光无限，农业银
行盐城分行积极运用水环境整治贷、生态修复
贷、林业碳汇贷、高标准农田贷等主打产品，持
续助力建设绿色生态之城；

扩大信贷规模，助企绿色升级，建设智慧厂
区，农业银行盐城分行聚焦我市规上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金种子企业，围绕23条产业链开展
精准营销，靶向发力打造绿色制造之城；

聚焦绿色能源重点领域，持续提升绿色金
融服务能力，聚力服务绿色低碳发展，农业银行
盐城分行全产业链支持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清
洁燃煤、LNG储备基地、储能电站等清洁能源
发展，加快推动打造绿色能源之城；

助力构建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服务城

乡更新项目，农业银行盐城分行从绿色交通、城
市能级提升、重点区域大力发展三个方面加大
信贷支持，精准滴灌建设绿色宜居之城。

生态修复、绿色制造、清洁能源、绿色宜居、
绿色发展……一个个关键词，标注着农业银行
盐城分行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目标，
也成为该行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农业银行盐城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汪洋表示，绿色是农业银行的鲜
明底色，绿色发展是农业银行的文化基因，“我
们将始终以助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为己
任，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持续强化顶层设计，
优化政策体系，推动产品创新，建设绿色银行，为
建设‘绿色盐城’贡献农行力量。” （下转2版）

用金融之笔描绘绿色发展新画卷
——农业银行盐城分行赋能“绿色盐城”建设

□记者 陈兴亚 杨磊

本报讯 （记者 周樑） 近
日，省科技厅联合江苏证监局共
同发布2022年度省科技企业上
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名单。记
者从市科技局获悉，盐城9家科
技企业入选，入库数量全省第
五、苏北苏中第一。

企业上市是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科技企业上市培育
工作，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
优先推荐主营业务突出、竞争能

力较强、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成长
性高新技术企业纳入省科技型
企业上市培育计划，畅通高新技
术企业上市融资渠道，助推企业
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对接。

江苏富乐华半导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谷登重型机
械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科
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昆岳
互联环境技术（江苏）有限公
司、东台迈盛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记者注意到，本次入选

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库”的盐
城9家企业，涵盖了半导体、制
造装备、能源环保等多个领域，
展现了我市科技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和韧劲。

据了解，入库培育的科技
企业已成为江苏上市企业的重
要来源。截至目前，全省在库
培育企业数累计 1739 家。经
过培育，已有 270 家企业在境
内成功上市，占全省上市企业
总数的44%。

我市9家科技企业进入省“上市培育库”

射阳县暖阳
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具备较强的
Mini LED 芯片设
计能力，可生产业
内领先的8K分辨
率小间距COB显
示屏。全部达产
后，年可实现开票
销售5亿元、税收
2000万元。
见习记者 胡瑞宸
记者 李思远 摄

金秋时节，田间繁忙。
在阜宁县左杨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片，1200亩农用田正在被集中归拢改造成
高标准良田。数台大型机械并排平整土地，
原先一堆堆地碎、路陡的地块被来回平整了
三五遍。按照坡改平、旱改水、瘦改肥和规
模化、设施化、机械化要求，当地高标准推进
耕地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田间道路、耕地
质量提升等工程建设，让小田变大田，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提升集约经营水平。

“改造以后，净增耕地面积约86亩，小
麦亩产量预计增至 1000 斤左右，水稻在
1200 斤左右。小麦水稻的产值将增加约
17%，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 7 万
元。”村党总支书记陈呈跟记者既算经济账
又算综合账，“项目实施后，将彻底改变群众
多年来收种难的问题，还能使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效衔接，达到富小农、壮主体、稳

粮食的多重目标。”
像左杨村这样的高标准农田，阜宁县今

年计划建设 14.55 万亩。作为农业生产大
县，阜宁坚持把建设优质良田作为提高耕地
质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抓手，积极
推进“小田变大田”改革，推广“先流转后建
设，先平整后配套”模式，让每一块耕地都成
为“聚宝盆”。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种子则是
农业的“芯片”，它们是“两藏”战略的两个要
害。只有把这两个要害抓实，才能从基础
上、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走进盐都区农科所育种基地，放眼望
去，破土而出的麦苗正迎风摆动，连成一片
嫩绿。党支部书记、副所长郭红走在麦田
里，仔细查看一行一行的麦苗，“这块地里，
我们按行播种不同世代育种材料，从F0代
到F8代。” （下转2版）

“良田+良种”共绘好“丰”景

盐阜大地，秋收秋种正酣。
从10月中旬全市水稻陆续开镰收

割，至11月6日收获进度已达63.1%，小
麦播种进度达47.2%。业内人士普遍预
测，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今年，全市上下有效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农资价格高位运
行等多重挑战，夏粮生产实现面积、单产、
总产、效益“四增”好成绩，大豆油料扩种
明显，加上眼前秋粮丰收形势大好，预计
全年粮食总产将连续8年超140亿斤，保
持全省第一。

作为长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农
业区，盐城是全省和全国的农业大市、产
粮大市。近年来，盐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全国0.18%的土
地、0.61%的耕地，生产约占全国1%的粮
食、1%的猪肉、2%的水产品、2%的蔬菜

和3%的蛋类，为“保障粮食供给，端牢中
国饭碗”作出积极贡献。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是“国之
大者”，也是盐城“市之大事”。盐城坚决扛
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重点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
要害，充分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在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盐城一
方面严格红线管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038.6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含复种）
1166.8万亩，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另一方面，念好“划、建、管、养、用”五
字诀，全面推动“农田变良田”，打造“吨粮
田、生态田、连片田、智慧田、致富田”，建
成高标准农田850万亩。同时，探索联耕
联种，以“小田变大田”改革引导村集体将
连片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全市土地
流转率达63%以上。 （下转2版）

140亿斤！扛起“中国饭碗”盐城担当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农业经
济学会理事 徐志刚：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
的农业大市，盐城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实际行动，聚力打造
东部沿海大粮仓，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盐城
力量，在希望的田野上呈现出一派奋起争
先、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应予充分肯定，值
得为此点赞！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盐城市坚持党
政同责，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高质量发
展粮食生产，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一是站位
高，谋得深。打造东部沿海大粮仓的目标定
位，彰显一个传统产粮大市在新时代的政治
担当，同时也十分切合盐城的市情农情。从
全国来看，像盐城这样粮食年产量达140亿
斤规模的地级市寥寥无几，东部沿海地区盐
城更是唯一。 （下转2版）

整装擂鼓奋进新征程

万亩智慧农业示范区水稻喜迎丰收（资料图）

报告原文

盐城行动

现场新闻 专家点评

守护“地球之肾”
湿地有多重要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

通过“武汉宣言”
“武汉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

要成果。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遏
制和扭转全球湿地退化引发的系
统性风险。

珍爱湿地凝共识
促进合作迎未来
——写在《湿地公约》第

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举办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