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朱珠 宗恒 李盼 卢
杨）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优化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提高渔业生产力
的有效手段。5月28日上午，射阳县
启动2022年渔业增殖放流工作，进
一步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修复，
促进黄海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射阳港经济开发区金明水产
码头，一辆辆装满种苗的冷藏车依次
停放。专家组现场对此次放流的种苗
进行随机抽样计数和规格查验，“从现
场来看，这个种苗的活力比较良好，我
们一致认为此次放流的苗种规格、质
量都达到放流标准。”来自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专家汪登
强告诉记者。检测后的种苗被工人们
运送至渔船，上午10点，渔船缓缓驶
入黄海，在既定海域放流入海。

据了解，此次放流的主要品种是
中国对虾和三疣梭子蟹，共计1.6亿
尾。当前正值休渔期，是海洋休养生
息、鱼类繁殖的最佳时期，开展增殖
放流活动，将对海洋资源恢复、海洋
生态修复发挥积极作用。“开展增殖
放流是我们央企应该履行的社会责
任，也希望以此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
水生生物养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活动主办方华能射阳新能源项目部

副经理陈佳志介绍。
近年来，射阳县按照“保护资源，

有效增殖”的原则，实行伏季休渔制
度，开展增殖放流土著海洋物种活
动，定期监测海洋生态环境，并邀请
专家定期进行业务指导。目前，全县
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呈现出持续健康
发展的可喜局面。“下一步，我们会进
一步丰富放流品种，像海蜇、大黄鱼、
半滑舌鳎、黑鲷等，以更好地维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今年预计放流各类
种苗4亿多尾，涉及资金2000多万
元。”射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科科长
顾文娟介绍。

射阳启动渔业增殖放流

1.6亿尾虾蟹苗放流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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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为琨）在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的引领下，近年来，上海农
场携手地方政府推进“区场一体化”发
展，以供应学生营养餐为切入点，共同
打造中央厨房，现已实现对大丰所有学
校全覆盖供餐，开辟农场“从区域走向
领域”新格局，打造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光明模式”。
上海农场将“农垦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要求与打造上海优质农副产品供
给“压舱石”的使命相结合，推行“青少年
营养计划”，与盐城市大丰区在2020年
9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20次城市峰
会上正式签约“一园一厨五基地”项目，
其中“一厨”就是正阳定食。2021年5

月份实现大丰区70所学校全覆盖，涵盖
中小学、幼儿园，每日供餐7万份。上海
农场探索出正阳定食“大丰模式”，实现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稳步迈进。正阳
定食过去一年在大丰区的供餐过程中，
取得幼儿园满意度98%，小学满意度
91%，中学满意度89.6%的好评。

正阳定食秉持着源定优质、锁定安
全、营养定制的“三定”理念，切实守护学
生健康。源定优质，正阳定食全品类食
材主要源自上海农场，少量辅助食材由
光明食品集团内部单位补充提供，只选
用加工不超过7天的绿标大米、48小时
内的新鲜鸡蛋、农场放心肉、优质水产品
以及非转基因油和豆制品，所有食材源

头固定，品质更有保证。锁定安全，制定
高于国标的企业质量标准，有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采用国际先进生产线，加
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做到每一
批次都抽样检测。营养定制，诚邀专业
的营养师，聘请专门的研发团队，根据不
同年龄段人群的身体发育和营养需求特
点，定制营养、多样、专属的菜单。利用
智能信息平台系统计算营养成分，不断
更新符合中小学生生长发育的营养菜谱
和膳食计划，确保每位学生营养均衡。

上海农场与大丰区联合创建“大丰
仓”品牌，依托正阳定食中央厨房的加工
能力，将大丰农副产品有效组织起来，通
过质量标准和质量管理输出，实现分散

的非标品向加工后有规模的标品转变，
联合打造30万亩稻米和1万亩蔬菜的
集体商标“大丰仓”的产品基地。同时，
发挥正阳定食龙头企业的优势，每年加
工“大丰仓”基地农副产品2万吨以上，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的目标。正阳定食推动上海农场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将“大丰仓”品牌食材通
过正阳定食从学生餐桌推向家庭餐桌。
目前，正阳定食正在积极拓展外部渠道，
已和来自上海、江苏的多个企事业单位、
学校、团餐企业达成较强的合作意向，逐
步实现从小到大，不断满足各类消费者
多样化的需求。

上海农场开辟“从区域走向领域”新格局

场地联合共同打造中央厨房
本报讯（王少华 薛高娣）“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有记录？”“目前复工复产进展如
何，还存在哪些困难？”5月26日下
午，射阳县兴桥镇人大组织部分代
表检查贵族木业、金刚星、春蕾麦
芽等多家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推
动纾困解难政策和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落细，确保各企业防控有力、
人心稳定、生产有序。

目前，兴桥镇有55家运行企业，

其中规上企业22家。4月21日射阳
县疫情防控10号通告发布后，该镇
第一时间通知14家工业企业准备复
工复产验收，同时组织镇工业条线、
安全条线及环保条线人员利用2天
时间，对14家企业进行了现场验收，
目前除1家企业未通过现场验收，且
未再提出复工申请，其余已全部通过
验收工作。全镇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率基本实现，4月份规上企业用电量
较同期增幅0.08%，基本持平。

兴桥镇人大代表助企复工复产

5 月 28日，盐南
高新区邀请我市知名
文艺家对该区征集的
“党的光辉照我心、童
心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作品进行评审。
据悉，本次活动共收
到各类应征作品1600
多件，经认真评审，共
评出各类获奖作品
100件。图为评审会
现场。 孙爱萍 摄

本报讯（唐玥 王倩倩）当前，
正是小麦、油菜、蚕豆等农作物收
获季节，射阳县临海镇积极开展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宣传活动，
扎实推进秸秆“全域、全时段、全面
禁烧禁抛”工作。

宣传工作全方位，各村居全力
抓好宣传的氛围营造，推动秸秆“双
禁”工作有效开展，增强群众环保意
识，提高群众禁烧秸秆自觉性，使秸
秆“双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主
体责任再夯实，村居书记、主任为秸
秆“双禁”工作第一责任人，与网格
员签订禁烧工作责任书，户户签订
秸秆禁烧承诺书，分解落实责任。
监督巡查全天候，及时成立禁烧巡
查小分队，在各村居深入田间地头

日夜开展不间断巡查，确保田间作
业的收割机全部带有粉碎切割装
置，做到有火必查、有烟必禁。推广
秸秆再利用，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
农作物秸秆回收生物质发电、还田
覆盖等综合利用技术，引导村民正
确处理秸秆，倡导其将农作物秸秆
还田，改善农田土壤结构。

临海镇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继续采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等有效方式，持续强化巡查管
控，筑牢禁烧“防火墙”，全力确保秸
秆“双禁”工作零失误、零死角、零火
点，对秸秆焚烧行为发现一起、制止
一起、处罚一起，做到禁烧危害深入
人心、禁烧政策家喻户晓，全力打赢
秸秆禁烧禁抛攻坚战。

临海镇秸秆“双禁”措施实

本报讯（郁超）近年来，射阳县总
工会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联合该县金融行业工会联合会，连续6
年举办点钞识假技能比赛，不断提高
全县金融机构现金从业人员业务知识
和服务技能，激发“学知识、练技术、比

技能、创一流”的工作热情。
“三、二、一，开始。”随着裁判长的

一声号令，5月28日上午，射阳县金融
行业点钞识假技能比赛正式开始，来
自全县13家银行的39名选手参加了
团体和个人比赛。本次比赛分理论知

识和点钞识假两个部分，经过一天时
间紧张角逐，中国银行射阳县支行等3
支代表队荣获团体前3名，郑舒元等3
人荣获个人前3名。对荣获第1名的
选手，该县总工会授予“射阳县五一劳
动奖章”称号。

射阳举办点钞识假技能比赛

本报讯（张松 肖林）为认真做好新形
势下发展党员工作，把好“入口关”“质量
关”，盐南高新区组织人事部结合疫情防控
要求，探索“云端”远程教育，助力培训新模
式，确保党员发展程序不减、标准不降。

网络直播授课，培训时间“不断档”。为
确保培训效果，盐南高新区组织人事部设置
主课堂，线下授课和平台直播同步进行。培
训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个人学习+集中
培训”形式，在直播界面实时交流互动，实现

“同步同屏同学”，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突出政治功能，理论学习“不断线”。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及
省、市党代会精神，采取专家辅导、分享交流、观
看专题片等形式进行授课，引导学员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理论水平和
综合素养，做到思想上、行动上真正入党。

严格课程管理，培训标准“不降低”。严
格培训纪律，实行学员考勤签到制度。培训
结束后，按照“类型多样、难易适中”的基本原
则，精心设计考试试题，组织学员进行线下结
业考试，检验培训效果，帮助学员巩固理论学
习知识，确保培训实效。

盐南高新区

“远教”上好入党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