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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长虎 通讯员 卞
伟英 朱毅）5月22日至28日是第二个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按照住
建部、省住建厅相关通知要求，全市城管
系统组织开展了“践行新时尚 分类志愿
行”系列活动。

5月26日，市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联
合阜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阜宁县开展
盐城市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
以“垃圾分类倡导绿色生活”为主题，通过
引导市民观看淮剧《左邻右舍》和情景剧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观摩居民小区垃圾
分类投放、参观分类处理设施运行等方
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持续提高市民对
垃圾分类工作的参与率、支持率和满意
率。宣传周期间，市垃圾分类管理中心联
合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垃圾分类办组织
120名工作人员，在宝龙世家小区开展“分
类进万家”活动，通过“实打实”入户宣传，

“面对面”深入讲解，收集垃圾分类相关问
题与意见，引导居民养成“家中分好类，定
时提下楼，定点精准投”的好习惯。

宣传周期间，东台市城管局、盐都区
城管局分别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教育机构，
开展“垃圾分类，童心同行”主题活动，形
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
个社区”的宣传推动效果。亭湖区城管
局、大丰区城管局、盐南高新区城管局围
绕“分类进万家”“低碳齐参与”“志愿者百
日行”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吸引更多市
民参与。滨海县城管局、建湖县城管局、
响水县垃圾分类办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体
验活动，组织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居民与学生代表等参观小区垃圾分类、垃
圾焚烧、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等，亲身体验垃圾分类处理各个环
节，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意
义，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践行新时尚 分类志愿行

我市造浓垃圾分类氛围

（上接1版）盐都区深入实施“科
技创新提升年”活动，科技创新9项指
标全市第一，认定通过国家高企439
家、“三站三中心”197家、省瞪羚企业
39家。维信电子、盐电阀门、悦达棉纺
创成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5G工
厂、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江苏恒力组合
机床有限公司获评苏北唯一的省智能
制造领军服务机构。牢牢扭住创新这
个“牛鼻子”，以创新力撬动生产力，如
今已成为盐都众多企业的共识。

近年来，盐都区还把创新载体建
设摆上重要位置，先后落户中国科学
院计算所高通量研究院、盐城超算中
心、清华大学盐城智能控制装备联合
研究院、上硅所等一批高端科创平台，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源泉。

提“质”图强
塑造发展新优势

总投资50亿元新亚新能源冷藏
车成功签约，50亿元昱辉光能开工建
设，50亿元东创结构件、30亿元远航

锦锂新型储能电池竣工投产……近年
来，盐都区连续落户、投产一批大项
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主阵地。盐都区紧紧围绕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三大新兴产
业和第三代半导体、人工智能、新材料
三大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坚定电子信息首位度，集中力量、
重点重抓，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截至目前，已集聚东山精密、
维信电子、康佳电子等产业链项目
130多个，培育LED封装、FPC柔板等
4个细分领域行业冠军，打造印制电路
板、光电显示等6个百亿级细分产业
集群，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生态不
断优化。

当前，盐都区正依托现有基础，
聚焦印制电路板、光电显示、智能终
端3个核心产业链，加快培育汽车电
子、集成电路两个高成长性产业链，
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创新、贯通
发展，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着
力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
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该

区抢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大
力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计划，推动齿轮
传动、化纤涂装、输变电等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镇域
经济产业地标，形成“一镇一特色一龙
头”。

传统产业在科技创新、数字赋能
催生下不断萌出“新芽”；新兴产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加速形成具有盐都
辨识度的新质生产力。

引才汇智
集聚发展源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是人
才。为吸引高校毕业生来盐都就业，
前不久，该区人社局组织江苏恒隆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顺丰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重点企业赴南京
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开展校园招聘活
动。此前，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来
盐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在盐都

设立校地合作基地。本场招聘会既是
双方今年首度合作，也是“访企拓岗”
行动的延续。

近年来，盐都区始终把人才资源
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在
政策服务上下功夫，大力实施“黄海明
珠”“都智汇”优才计划，精心打造“都
U+”系列人才社区，争创国家青年发
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真正让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

与此同时，盐都区高度重视干部
队伍能力建设，定期举办领导干部政
治能力、专业能力“双提升”大讲堂，并
邀请专家专题辅导打造新质生产力的
路径和方向，在全区大兴“学习研究、
苦干实干”之风，自觉争做学习型、研
究型干部，提升能力素质，努力成为政
治强、业务精、敢担当、作风正的优秀
干部。

向“新”出发，提“质”而行。盐都
区将充分发挥区位便利、生态优美、良
好基础、人脉丰富、优质载体五个方面
优势，以实干为笔，用行动作答，让新
质生产力在盐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盐都：点燃创新引擎 跃升产业能级

本报讯（记者 曾浩然）6月3日至
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大明率队
就《盐城市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了市有
关部门和单位关于《条例》贯彻实施的
情况汇报。孙大明指出，要提高思想认
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盐城
考察时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工程，传承弘扬新四军红色
文化，为推动盐城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

精神力量。要坚持依法保护，稳步推进
革命遗址修缮提升和保护利用工作，切
实发挥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重要红色
阵地作用。要加强创新利用，深化红色
资源研究，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价值，讲
好红色故事，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积极
打造本地红色文化品牌。执法检查组
要深入查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认真
研究分析，推动《条例》有效实施。会
后，执法检查组赴东台市进行实地检
查。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邓兆冲)6月 3日下
午，2024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
部署会议召开，要求各地各校各考点思
想认识上再重视、考务组织上再严密、服
务保障上再精细、招考纪律上再严明，以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严谨扎实的作
风圆满完成2024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
招生工作的各项任务。

据悉，今年全市中考共有76731人参
考，设9个考区、41个考点、2575个考场。

会议指出，今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
生政策总体保持稳定，同时结合高中资源
布局调整等客观因素，立足学校实际承载
能力，注重发挥优质资源辐射作用，适度
增加普高的录取比例，科学编制2024年
全市高中阶段招生计划。各地各学校要
认真细致地指导考生和家长使用好《中考
指南》，了解各批次学校招生计划和报名
区域的填报说明，向招生学校咨询收费标
准、缴费办法及食宿条件，查询相关学校
高水平运动队和艺术科技社团及其他类
别班的招收条件等，在充分了解各种情况
后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慎重

填报志愿。
我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工作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
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市各地各校
各考点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抓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复杂性
和艰巨性，切实增强抓好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要聚焦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规范教育招生宣传、准确指导志愿填报
等重点环节，切实抓好高中阶段教育招
生工作，增强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
明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
度。各地各学校各考点要严格执行教育
部关于招生工作的“十个严禁”要求和
省、市关于招生的各项规定，严守招生录
取纪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底线思
维，切实保障高中招生工作平稳有序。

会上，市纪委监委第十四派驻纪检
监察组对2024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
生工作作出明确纪律要求。东台市教育
局、建湖高级中学、阜宁中等专业学校和
盐城市长江路实验学校等4家单位进行
了交流发言。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君健）6月3日，
在世界环境日和全国放鱼日来临之际，
盐城经开区法院联合盐城经开区检察
院共同开展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增殖放
流活动。在相关部门的共同见证下，
1600万只优质海蜇幼苗被投入黄海，
用于补偿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当天下午1点30分，盐城港射阳
港区西侧的码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
将一袋袋装满海蜇苗的薄膜袋从货车
上卸下，等候装船。经过现场取样抽
检，此次用于增殖放流的海蜇苗符合相
关标准，随后被悉数装入一旁停靠着的

“苏射渔07888”渔船。据现场专家介
绍，之所以选择海蜇作为增殖放流的品
种，缘于其生长速度快，有着净化海水
的功能，对维系海洋生态平衡的作用很
大。下午2点30分，“苏射渔07888”
启动引擎，沿着射阳河口向东驶向外
海。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航行，顺利抵
达指定海域，“开始放流！”船老大发出
指令，在法院干警和船工们共同努力
下，一袋袋鲜活的海蜇幼苗倾泻而出，
奔涌入海。

此次增殖放流活动，源于一起非法
捕捞案件。2021年5月，梁某、刘某等
人明知我国黄海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
仍多次驾驶船只进入上述海域实施非
法捕捞作业，林某等人参与实施非法收
购行为。因上述行为破坏了水生生态

环境的稳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法
院判令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的民事侵权
责任。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目前已缴
纳部分生态赔偿金，但因家庭经济困
难，申请采用替代性修复的方式履行生
态损害赔偿责任。盐城经开区法院依
法调查核实了申请人家庭情况后，为兼
顾公益保护和被执行人履行能力，邀请
专家对增殖放流方式的可行性进行论
证，确保替代性修复建议科学合理。最
终，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修复意见，采
取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海洋生态环
境。此次投放的海蜇苗，在种类、数量、
大小上均严格按照生态修复方案执行，
并在农业部门登记备案。

休渔期内非法捕捞行为会对海洋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严重影响到渔业资
源生态平衡。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与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了打击非法捕
捞犯罪的合力。通过对非法捕捞水产
品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加
强生态法治宣传，使渔民认识到海洋渔
业资源修复的重要意义。“此次增殖放
流一方面可以对非法捕捞造成的破坏
进行生态补偿，有效修复渔业生态环
境，保护受损渔业资源；另一方面还可
以起到强烈的警示教育作用，是破坏海
洋渔业资源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有效
方式。”盐城经开区法院执行法官朱皓
表示。

海蜇幼苗放流入海海蜇幼苗放流入海1600万只

抽检海蜇苗。

增殖放流现场增殖放流现场。。 记者记者 刘君健刘君健 摄摄

司法守护海洋渔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