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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柴
米油盐酱醋茶”，一头连着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具体需求，一头连着社
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大局。一个地方
居民的幸福指数，往往在一个个具
体而微的民生细节中体现。

近年来，建湖县着力把“民生账
单”变为百姓的“幸福清单”，让改革
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不断增强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展现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之
城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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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再提速城乡融合再提速

3月27日至28日，著名作家、原文化
部部长王蒙到访九龙口淮剧小镇，参观九
龙口国家湿地公园，乘画舫游览湖荡湿
地，登龙珠岛看神奇五谷树、观九龙胜景
和湿地自然风光。面对眼前美景，王蒙感
慨，九十岁才到九龙口，相见恨晚！

近期，九龙口不断出圈，成为展示建
湖生态与人文的闪亮名片。去年，在淮剧
小镇录制的《非遗里的中国》（江苏篇）经
央视播出后反响热烈，《角儿来了》等节目
组陆续走进九龙口录制节目，《康辉咬文
嚼字》读者见面会在淮剧小镇成功举办。

“白天看景、晚上看戏”，九龙口入选
了盐城市首批人文经济典型案例。在这
里，游客可以穿梭于沙庄旧市，感受非遗
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可以徜徉于青石板
街，领略一望无垠湖荡湿地的壮丽景
色。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游客可以
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放松心情，享受美好

时光。
位于里下河腹部的建

湖，素有“鱼米之乡”
美誉，水环境

优越、

水域面积大是先天优势，如果没有后天
的坚决保护，就很难有如诗如画的美景
和富饶的物产。

建湖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造最
靓江淮“绿心”。始终将生态建设放在优
先位置，坚定不移举生态旗、打生态牌、
走生态路，持续有力推动生态质量稳步
提升，生态质量指数连续三年居全市第
一、全省前列。

建湖以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退
圩还湿工程和里下河洼地治理工程为抓
手，持续有力推动水环境修复提升，吸引
东方白鹳、震旦鸦雀等多种珍稀鸟类筑
巢栖息。

2023年，建湖PM2.5年均浓度30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82.7%，均位居全省前列；建
成生态河道19条、幸福河湖10条，4个
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保持100%；新增
造林绿化1300多亩。

建湖全面推进绿色转型，积极探索
清洁能源发展路径，全县新增“绿电”装
机 102.5MW，总规模达 428MW，全市
首先实现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占比100%。
打造绿色低碳生活氛围，新建生活垃

圾“四分类”小区28个，引导群众养成绿色
生活习惯；围绕“口袋公园”建设，将城市搬
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裸露
土地进行整治美颜，见缝插绿、见空补绿，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畅享天然氧吧。

得益于生态保护的坚决有力，好生
态成了好风景，孕育了里下河地区生态
美食瑰宝“九龙九鲜”，打造出“遇建湖
鲜”农产品区域公用金字招牌。

向水而生，因水而变。围绕“灵龙水
乡 淮杂故里”生态文旅品牌，建湖全力
打造生态标杆，创成“中国天然氧吧”，获
评全省唯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城市实践基地”，被认定为省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

2023年，九龙口接待游客400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九龙口湿地公园被列
入省生态岛试验区实施计划，创成全国
首家“碳中和”景区，推进“生态+”模式入
选中国改革年度案例，湿地保护和修复
工程被列入省十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
型案例。

“如果不是住在这里，后果不堪设
想！我们老两口就选这作为终老之地
了！”4月9日，提起前一晚的惊险一幕，
89岁的王海龙老人心有余悸，又感到
庆幸。

建湖县近湖街道秀夫社区裕丰花苑，
好自在养老服务中心和其他民居区无
异。中心的一个房间内，墙边几只行李箱
还没打开，王海龙和老伴刚入住不久。

前一晚，老伴突发疾病，血压上升，
心跳加速，身体发烫，工作人员及时发
现，帮忙送医，经抢救，老人转危为安。
这一次意外，坚定了王海龙的选择。

在建湖，人口老龄化率已达29.5%，
居全市第三。这个居于前列的数据却
是沉甸甸的。如何让全县18万多老龄
人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建湖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全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
务圈”。

促进“机构颐老”。建湖在全市率先
建成“一体化资源统筹、一网式实时监
管、一站式互动服务、一门式养老顾问”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获批“省级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体验馆”，2023年获评“数字盐

城”应用场景优秀案例一等奖。
目前已链接生活类、医康类、养老类

等为老服务资源568个，年拓展居家服
务市场化工单1万多单，建立镇二级平台
5个，实现对全县300多个养老服务场所
和机构、智能安全监测设备、居家服务、
适老化改造、老年能力评估等养老项目
的系统化、规范化、适时化管理。

发展“原居享老”。建湖为全县3.35
万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
服务。连续4年累计为全县1123户困难
和高龄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建
立20个困难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床位，
为2050名困难独居老人安装一键呼叫
装置，提供24小时应急援助服务。

做实“社区安老”。全县建成3个城
市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8个镇级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30个农村互助养老睦邻点，
推进机构连锁化运营。建成运营30个
长者幸福食堂，实现14个镇街全覆盖，
惠及10万名老年人，年助餐服务近17万
人次。

关爱“一老一小”，守护“朝夕美
好”。围绕“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

目标，建湖健全县镇村三级未成年人关
爱组织体系，落实困境、留守儿童“爱心
守护”“成长引路”“牵手筑梦”项目，组织
赴九龙口湿地公园、陆秀夫故居等参观
见学，教育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
纽扣”。

3月31日，建湖籍在宁医卫专家回
乡大型义诊活动如期举办。院士领衔，
38位专家涵盖27个专科，义诊超千人
次。这已是建湖连续第十年开展此项
活动。

十年来，专家们每年如约回到建湖，
义诊、手术、查房，为年轻医生带教指导，
把省城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老百姓家
门口。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福祉。十年来，
建湖共有7000多名患者受益。专家们
在建湖成立10个名医工作室，开展手术
近1300台，推广治疗新技术新项目50余
项，有力促进了建湖医卫专技人才培育
和学科建设，提升了当地医疗水平。

让发展成果惠及群众，让民生幸福
更有温度。目前，建湖县财政收入用于
民生支出比重超过八成。

端起生态金饭碗端起生态金饭碗

幸福生活有温度幸福生活有温度

“希望小区里能添置一些健身器材”“小区
老年人多，能不能安排一间活动室”“电动车充
电不方便，能否增加一些充电设施”……

这是2023年初，建湖县住建局组织的一
场老旧小区改造听证会，业主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区负责人、设计院工作人
员齐聚，部分业主代表对改造方案提出意
见。

让业主们感受深刻的，是听证会
上的很多意见被一一采纳。如何把
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实事办好，建湖
在做好专业设计的基础上问计于
民，不断完善改造方案，贴着群
众需求做好改造。仅充电设施
一项，截至目前，该县150个
住宅小区已安装电动自行车
充电接口16132个。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
项政府实事工程，需要
花费大量资金，还常常
“看不到直接回报”。

但多年来，建湖持续
投入资金，对县城

老旧小区进行
梯次改造。

“ 十
三 五 ”

期

间，建湖共投入6800万元改造老旧小区。这几
年，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该县在老旧小区改造
投入方面，不降反增，且年增幅在 10%左右，
2022年和2023年两年投入超过“十三五”投入
总和。

近三年，建湖已对县城30个老旧小区实施
综合改造，改造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6000余户。

经过改造，一个个老旧小区焕然一新，黑化
路面，完善排水系统、绿化、屋顶防水，增设停车
位、监控、路灯、健身器材、垃圾桶、充电桩等，老
旧小区居民居住环境改善明显。

聚焦区域协调，建湖全面提速城乡融合。在
城市，通过组织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雨污分
流等重点工程，让环境更宜居，提升居民舒适
感。在乡村，针对历史欠账较多的不足，突出“和
美乡村”建设，打造生态宜居示范地。

近日，我省公布2023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结果，建湖荣列全省县（市、涉农区）
第一等次。在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全市第一批
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名单中，建湖有1个镇10
个村入选。

结合乡村自然肌理、建筑风貌、产业基础和人
文环境，建湖精心打造彰显水乡特色、富有乡土气
息的美丽宜居示范乡村，注重“塑乡村之形”与“铸
就乡村之魂”两手发力，实施公共设施提档升级，
健全乡村治理服务体系，内外兼修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让乡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坚持建管并重，建湖把牢长效管护“方向盘”，
坚持“三分建，七分管”，不断提高农村环境管护标
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发
力，推动农村环境由“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

自2018年以来，建湖已累计改善农房
47372户，建成新型农村社区45个、住房

11904套，为全省农房改善现场推进会
提供了高质量观摩点，被评为全省农

房改善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优秀
县。九龙口镇收成村、建阳镇

西尖村、冈西镇顾顶村被
列为全省农房改善示

范项目。

□记者 江汉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