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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参 加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江 苏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嘱 咐“ 要 扎 实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实 施

‘ 碧 水 蓝 天 ’工 程 ，让 生 态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努 力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

江 苏 ，虽 为 鱼 米 之 乡 ，

但人多地少、经济发展与环

境 承 载 之 间 的 矛 盾 是 其 特

殊 省 情 。 在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指

引 下 ，江 苏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

“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

社 会 文 明 程 度 高 ”的 新 江

苏，以“走在前列”的自觉追

求、为全国发展探路的责任

担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干在实处。十年间，

江苏以年均 1.77%的能源消

费 增 速 支 撑 了 年 均 7.4%的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而单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38%，全省 PM2.5 年均浓

度实现“八连降”，全面消除

劣Ⅴ类水断面。

从“证照分离”“不见面

审批”改革到建设政务服务

“一张网”，从率先开展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到率先

启 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改 革 …… 江 苏 不 少 经 验

做 法 得 到 复 制 推 广 。 回 望

高 水 平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恢弘画卷，正是“走在前

列”的自觉追求、为全国发展探路的责任担当与扎实

作为，伴随江苏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帮助江苏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以

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实现历史

性转变作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迈进新征程，江苏勇担“在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

前列”的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篇章，聚

焦“综合发展实力、人民生活品质、生态环境质量、社

会文明程度、共同富裕水平、社会治理效能”6 个方

面显著提升，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展现江苏担

当、作出江苏贡献。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的江苏，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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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通通富微电子有限公

司智能芯片封装测试项目是江苏省

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图为南通通

富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封装生产线。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2022 年“六一”国际儿童

节，南京市阅城幼儿园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度过

自己的节日。

苏 阳摄（人民视觉）

图③：镇江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团队为老年人提供上门

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养老，提升了

百姓幸福感。

陈 岗摄（人民视觉）

图④：江苏高品质推进大运河

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成为示范

样板。图为大运河河水滋润的扬州

大地。 曲苏伟摄（人民视觉）

冯海进说：“以前执法，三个人蹲守三

天，才抓住炼钢作坊违法排污的现行。”现

在，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监控系统，

然后再去现场处理反馈。这样的环保执

法局面是如何改善的？

说起十多年前的执法情形，泰州市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局土壤环境执法科科长冯海进记忆犹

新，“我们费力查处了违法企业，但因为监管惩治的

‘工具’太少，无法实施有效监管。没过几天这些企

业又和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

7 月 7 日，在泰州市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中心，工

作人员王昌尧打开了“省级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控系

统”。该系统能实现全市 272 家重点监控企业废

水、废气数据 24 小时实时监控。冯海进说，“以前

查违法是靠‘铁脚板’漫天撒网，现在是用大数据系

统有的放矢。”

泰州的大数据系统也被用于长江生态保护。“我

们建设大数据平台，利用卫星遥感、AI视频监控等高

科技手段，在 97.8公里的长江泰州段构建了一张水、

陆、空立体式监测监控网。”泰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刘

晓蕾说，2019年以来，泰州累计投资 131亿元，实施长

江生态修复、饮用水源地治理等 41项专项行动，让长

江干流水质持续稳定在Ⅱ类。

科技解忧 绿水长流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十年间，基层党建变化有多大？

在曾经“老问题久拖，新情况不断”的

南京仙林街道，2018 年暴雪，干群志愿者

齐上阵，加上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师生奋战

一夜，竟然“一夜雪无”。这样的变化是如

何实现的？

南京市栖霞区的仙林街道，由边郊农牧场逐渐

发展为大学城，28 万人口结构复杂，管理是大难

题。以前，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金娣召集辖区物业单

位开会，结果仅到了两个人。如今，涉及 200 多家

单位的临时会议，通知后半小时人员到齐。每年街

道还召集两次千人党员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工

作、作出承诺。在仙林，事事有人管，矛盾就地化

解，“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千条万条经验，说到一点就是坚持不懈抓基层

党建。像滚雪球一样，党员凝聚起来，就能把群众

凝聚起来，最终把各方资源要素凝聚起来。

孙金娣带头深入基层，访民情、解难题，“硬着

头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踏破脚皮”干工作，得到

了群众的认可。

急群众所急，群众就能感受到党在身边。有

个 老 小 区 杆 线 下 地 改 造 ，需 要 很 多 资 金 。 街 道

“自讨苦吃”，四处奔走，请国网江苏电力、中国移

动 、中 国 电 信 、中 国 联 通 、江 苏 有 线 等 将 其 列 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在多方帮助下完成

改造。

这是江苏持续实施“五聚焦五落实”行动的缩

影。这项行动切实提升基层组织力，激发了基层党

建新动能。

基层党建 凝心聚力
本报记者 王汉超

十年前，面对中国核电技术不断发展

带来的广阔前景和世界核级电缆领域的

市场空白，上上电缆集团没有现成材料、

没有现成工艺，这样的被动局面该如何

破局？

常州溧阳市江苏上上电缆集团产品展厅，陈列

着核电站模型，模拟了上上电缆在中国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中的应用。核电

站壳内电缆，对保障核电站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而特殊的工作环境又要求其在辐射、高温、高压的环

境下寿命达 60年，堪称电缆界“皇冠上的明珠”。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董事长丁山华记得，2013
年，上上电缆的科研团队攻克了几十个难关，终于

研制出三代核电 AP1000 壳内电缆，填补了空白。

十年前，上上电缆为 AP1000 做核电缆的时候，

没有现成材料可用，就自己研发；工艺上需要优化，

就自己设计实验装置测试。如今，公司已经建起了

3 个工艺工装研究室、8 个可靠性实验室、10 个材料

研发实验室，可以满足模拟实际工况的使用验证等

环节的需求，为技术创新搭建了更高的研发平台。

现在，中国在建、已建的核电项目几乎都用上上电缆

的产品。继应用于三代核电的产品成功后，这几年，

随着中国核电技术的发展，上上电缆又开始了应用

于四代核电技术的产品研发。

在常州，像上上电缆这样秉承“专精主业”工

匠精神的企业不少。常州市副市长徐华勤介

绍，常州目前拥有 200多家细分行业的“隐形

冠军”，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4 家，

位居全省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江苏，目前已累计培育国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138 家、国家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285家。

技术创新 制造升级
本报记者 尹晓宇

一到点儿，村民张芳桃就准时出现在

“张家镗舞”的排练现场，与他一同出现的

还有村里另外 30 名表演者。在江苏，唱

戏的“文化人”越来越多，打牌的“闲人”越

来越少，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做到的？

镇江句容市后白镇芦江村，村文化馆门前，文

艺表演队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张家镗舞”的排

练。辅导老师何伟是句容市文化馆馆长，每月来村

辅导一次。队伍中，44 岁的张芳桃是芦江村村民，

利用午后农闲时间来参与排练。“3 年前，村里入户

走访问我想学什么文艺项目，我小时候看过镗舞表

演，觉得适合我，就报了名。”张芳桃说。

原来，2019 年 7 月，镇江启动“乡村（社区）文艺

播种计划”。为提升文化惠民精准度，镇江各辖区

文化馆、文化站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征集群众文艺

需求，汇总出各建制村（社区）器乐、声乐、书法、摄

影等六大类文艺需求约 750 项，建立了近 300 人的

文艺志愿辅导教师资源库，精准为群众服务。

“怎样确保文化惠民更受群众欢迎？还得问需

于民。”镇江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高小琪介绍，过

去，我们组织的文艺下乡多是主动“派餐”；现在，量

身定制各村的文化服务项目让村民“点餐”。“这种

‘种文化’的方式，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入乡村大

地，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高小琪说。目

前，镇江“乡村（社区）文艺播种计划”已开办志愿辅

导 7000 余场。

这是江苏文化惠民十年间发展的一个缩影。

江苏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有

效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率和获得感。

文化惠民 精准有效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计划，让年近 91
岁的刘云弟老人既能保证必需的日常健

康护理以及实时健康监测，又能避免去医

院的路途奔波。这样细心周到的服务是

如何落地的？

上午 6 点，家住南京市的刘云弟老人起床洗漱，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虽然年近 91岁，但精神矍铄。

退休后，刘云弟一直选择居家养老，但随着年

龄增大，需要日常健康护理以及实时健康监测服

务。2019 年底，她的大儿子了解到南京市有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计划，便帮老人报了名。

刘云弟的家位于鼓楼区玉泉路 8 号，家中安装

了 13 处适老化设施：扶手、防滑脚垫、感应夜灯、智

能门磁、水位报警监测等。“其中的报警系统都实时

联网，可以了解老人的日常活动轨迹，确认老人健

康状态。”北京西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韩雪

介绍。家庭养老照护床位计划，会为老人每天提供

至少一小时的护工卫生保洁上门服务，每周安排健

康护理员上门检测血压血糖，每月安排一次家庭医

生上门诊疗。“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务让我们生活

更舒心了。”刘云弟说。

鼓楼区民政部门人员介绍，每户家庭养老照

护床位的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都由区财政支付，

每年投入 3000 万元的运营补贴。开设家庭养老

照护床位让养老机构、社区、居家老人形成了闭

环，方便全天候照料老人，养老成本降至普通养老

机构费用的 1/3。

目前江苏省已建成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1.4 万

张，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设置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的

家庭进行补助，并参照养老机构补贴标准发放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运营补贴。

居家养老 温馨美好
本报记者 白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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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列”的自觉追求、
为全国发展探路的责任担当
与扎实作为，伴随江苏努力实
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