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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全国疫情发展变
化，如非必要，不要出省旅游，不要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连日来，在苏州市吴中区东山
镇杨湾村的每个角落，随时都能听到小喇叭
发出的疫情防控宣传提示声。这个夏日，面
对来势凶猛的“德尔塔”，杨湾村认真贯彻上
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部署和会议精
神，迅速反应、周密安排，以“三结合”为工作
重点，筑牢基层防疫堤坝。

【“线上+线下”，宣传工作“声”入人心】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工作，杨

湾村定期对疫情防控宣传氛围进行提升完
善，利用微信公众号、村小喇叭、QQ群、微信
群、横幅、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入户发放宣传
单等方式，大力宣传中央及省市区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精神、相关防控措施，做到疫
情防控形势人人知晓，防控知识入脑入心，防
控行动全民参与。

【“铁脚板+大数据”，排摸工作毫不松
懈】 根据网格化管理机制，依托派出所“大
数据”，杨湾村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辖区
内开展排摸登记工作，每天及时梳理下发的
数据，并按照网格划分，采用电话询问、上门
核查等方式排查人员情况，做到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同时，统筹做好疫苗接种工作，本着
“应接尽接，应种尽种”的原则，认真排查“应
接未接”，并对疫苗接种后的村民，进行跟踪，
及时提醒第二针接种。

【“志愿+公益”，青年力量在行动】
8月5日，东山镇发出防疫志愿者招募令，杨
湾村大学生殷悦、徐雅婷等第一时间就报名
加入防疫志愿队伍。在政府推出核酸检测预
登记系统后，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情况，杨湾村组织这些青年志愿者帮
助村民进行预登记，为实现核酸检测快速采
样做好准备工作。

全民抗疫，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力
量。8月17日，一位杨湾村爱心人士来到村
委会，无偿捐赠了10000只医用口罩、1000
双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资，这位“80后”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杨湾青年的责任和担
当。

东山镇杨湾村书记徐春福表示，杨湾村
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
村民暖心、安心，形成强大的战“疫”合力，共
同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持久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剑钧
通讯员 席时超

铁脚板+大数据，基层“哨点”筑牢防疫堤坝

8月18日，苏州姑苏区沧浪街道在“医
师节”、“教师节”双节即将到来之际，将一批
爱心捐赠物资送至辖区部分医疗机构、单位、
学校，向防疫一线医务人员、教职工送上诚挚
的关怀和慰问。

作为街道疫苗接种点，三香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精准配置资源，共设置3组健康申报
处、4个询问登记台、5个接种台，设立等候
区、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中心平均配备
17名医护人员每天负责疫苗接种工作，和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做好现场维序、咨询
引导。最多的一天，三香中心接种点接种了

995剂次。下班后摘下口罩，医务人员们的
嘴唇干裂，嗓子发干，脱下隔离服，里面的衣
服已经湿透。

为了避开高温暑热和方便上班族、老
年人，三香中心接种点还开设夜场，医务人
员往往要忙到晚上9点多，争取让更多市民
及时、便捷地得到疫苗的保护，早日构筑起
全民免疫屏障。在街道集中隔离点，医务人
员一方面做好医疗保障，为隔离人员做好核
酸采样、健康管理；另一方面，对隔离点值
班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防疫指导，内容包括
防护服穿脱、院感知识、防护知识、应急救

护培训等。
疫情期间，广大教师奋战在抗击疫情和

“停课不停学、不停教”两条战线上，满足学生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为复学复课、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年初，沧浪街道辖区企业自发组
织成立了沧浪街道商会，坚定不移优化营商
环境，全力以赴打造“全链服务”品牌。在
商会会长的号召下，33家企业向沧浪街道
捐款捐物助力防疫工作，折合捐赠金额达
23.55万元。

街道将爱心企业捐赠的这批防疫和慰

问物资送给三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竹辉社
区卫生服务站等辖区部分医疗机构、单位的
防疫一线医务人员，以及辖区学校的教职
工，并给医务人员、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对他
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向他们送上节
日祝福。

当天，沧浪街道还成立了防疫指导员队
伍，为企业疫情防控答疑解难。防疫指导员
将切实帮助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提供专
业防控指导，宣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相关知
识，全面提高企业疫情防控能力。

通讯员 沧萱 本报记者 周晓青

关怀一线防疫人员，沧浪街道爱心捐赠20余万元物资

近日，在姑苏区沧浪街道玉兰社区，一支
由党员骨干组成的蘭园邻里互助队完成了对
小区内的一处“微更新”，一块曾经被遗忘的

“杂草坪”已成为了百花齐放的党建文化“口
袋花园”。依托社会组织正德公益服务社，该
党员团队申报的“爱满银灰”项目成功获得姑
苏区第九届微公益创投资金的资助。“党
建+社建”双向互建的模式，激发了社会组织
发展的活力。

沧浪街道桂花公益坊区域党建工作站成
立至今，已孵化培育了20多家成熟型社会组

织，打造出了夕阳红“一核四元”、驴先生“红色
家长”等一批社会组织为居民办实事的党建
品牌。经过几年的运营，工作站已成为了集
培育孵化、专业指导、管理监督、平台搭建、品
牌打造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孵化“航母”，让社会
组织的成长在党建引领下，有温度有色彩。

2019年，沧浪街道创造性提出的“社会
组织党建5色管理法”和“社会组织评价机
制”，在姑苏区率先引入了党建的考核指标。
2020年，沧浪街道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成立了“红细胞研究室”作为辖区社会组织发

展的“智库”，为所有承接党建项目的社会组
织提供全链式项目服务。2021年街道创新
引入项目督导制，邀请辖区社会组织中具有
丰富督导经历的专业社工担任督导，建立起
社会组织与社区党委双向服务体系，进一步
激发社会组织争先创优新活力。

今年，苏州全市共有40家注册社会组织
参与沧浪街道资源对接会，街道社会组织线
上资源库新增25条推介视频，促成31家社
会组织签约党建项目。9个党建项目被共建
单位与企业认领，实现“社区资源+社会组

织”的合作模式。39家社会组织与社区党委
形成了全面良性互动与深度合作，实现党建
资源共享、资源优势互补，服务群众更便捷。
疫情期间，辖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扬争先创优
精神，支部建在一线,社工干在一线，近百余
名社工主动向街道请战，协助街道防疫工作，
驴先生体育服务中心、蝴蝶妈妈社工服务社
等机构广泛整合社会力量，招募各类志愿者
千余名，投身防疫工作，各社会组织在党建引
领下交出了经得起检验的答卷。

通讯员 张鲁康 本报记者 周晓青

推动党建与社会组织发展互促互融，实现全域共治惠民生

8月18日，记者从苏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了解到，苏州市第二轮集中土拍时
间将从9月1日推迟至9月16日，对部分
地块价格进行合理下调，同时对房企资
质、房企资金来源审核进一步从严。

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
司，不得参加同一宗地块的竞买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介绍，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计划以挂
牌方式出让23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本次出让的住宅及商住用地仅限具
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参与，申请竞买
人报名时须同步上传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
不得参加同一宗地块的竞买。

根据规定，申请参与住宅及商住地块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参与土地竞拍和开
发建设过程中，其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
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
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金融机构

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
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
地资金不得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
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参与竞
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
买人须说明资金来源情况，在报名时提交
资金来源情况申报表、承诺书及相应证明
材料。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竞买人，经认定
构成违规参与竞买的，将认定其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失信行为人，
禁止其在失信行为发生后三年内参加苏
州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
活动。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构成违规参与竞
买的竞得人，出让人有权取消其竞得资格，
视违约情节严重程度决定其所支付的全部
或部分保证金不予返还，并保留要求其赔偿
该地块组织网上挂牌出让支出的全部费用
的权利；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解除土
地出让合同，收回已出让土地，定金不予
返还，并保留要求其赔偿该地块组织网上
挂牌出让支出的全部费用的权利。

5宗地块一次报价有效区
间上限进行合理下调

记者了解到，苏州市第二轮集中土拍
限时竞价时间、交地时间、开竣工时间、出
让价款缴付时间、网上竞价成交价格超过
土地出让市场指导价的地块出让价款缴
付时间进行了相应调整。

据统计，今年8月前两周，苏州二手
房挂牌均价为27985元/平方米，环比下
跌2.38%。

此次调整还对5宗涉宅地块的一次
报价有效区间上限进行了合理下调，包括
苏州相城经开区2宗地块以及苏州吴江
区桃源、震泽3宗地块。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苏州调整部分地块价格只涉及到最
高限价，整体较为温和，而针对参加竞拍
的房企，一方面变相杜绝房企多个马甲拿
地的现象，让土地市场更加平稳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对房企本身资金实力要求
更加严格。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毕荣

苏州第二轮集中土拍时间延期
部分地块价格下调

苏州发布知识产权“新政30条”
打造国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扬子晚报讯（记者 张毕荣）7月21日，苏
州召开知识产权保护大会，发布《苏州市知识
产权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出知识产
权“新政30条”，加快打造国内领先的知识产
权要素集聚高地和保护高地。

会议现场发布并解读了苏州市知识产权
“新政30条”。记者看到，此次发布的知识产
权“新政30条”中明确提出，实施优秀知识产
权奖励，发挥优秀知识产权标杆引领作用。同
时，苏州将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培育，引
导创新主体以价值实现为导向开展高价值专
利研发。引导企业打造“苏州制造”品牌，每年
支持不超过20家企业，每家给予不超过20万
元的资金支持，形成一批以高价值专利和高知
名度商标为核心的“苏州制造”精品。

据悉，苏州市目标到2023年基本建成知
识产权要素集聚高地和保护高地，实现全市拥
有高价值发明专利超3.8万件，万人高价值发
明专利达30件，万企拥有知识产权超1200
家；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超1000家；产权服务
业营业收入超1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