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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江苏各地实时天气

□ 本报记者 许海燕

8月9日，我省召开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季度调度推进会。今年以
来，全省上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了实际成效，但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仍然面临挑战和压力。会议
要求，以拼的精神、抢的姿态，一个点位
一个点位抓整治，一个断面一个断面促
提升，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国考断面水质近年最优

盛夏，无锡贡湖湾湿地保护区，湖
面下水草清晰可见。贡湖湾水质是太
湖水的“晴雨表”。“以前贡湖湾湿地保
护区可不是这样，这里原来有165个大
大小小的鱼塘，乱糟糟的，现在成了旅
游胜地。”无锡湿地生态科普馆馆长陆
亚琪感慨。

这是我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一
个缩影。会上，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指挥部办公室通报了今年进展情况——

水环境质量方面，1—7月，全省国
考断面优Ⅲ比例88.1%，同比上升7.1
个百分点，达到了近年来同期最好。上
半年，太湖湖体总磷浓度同比下降
15.0%。大气方面，受年初大范围污染
过程影响，我省空气质量一度严重滑
坡。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连续奋战，通
过精准治理，推动大气质量改善。截至

7月底，全省PM2.5浓度34.1微克/立
方米，升幅收窄至2.1%，优良天数比率
73.4%。

大气方面，我省要完成的年度目标
任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持续高温、
少雨、小风的不利气象条件，一定程度
上消减了大气治理工作成效。此外，目
前，在VOCs（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
物排放方面，仍存诸多短板。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举了个例子，“上半年的沿江地区臭
氧治理帮扶督查发现，涂装行业近
50%的涂料产品VOCs含量不符合国
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有机化工行业溶剂
调配、储存、运输等过程密闭处理不到
位，VOCs逸散较为普遍。”

坚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全省
多部门“携手”：省发改委组织修订长江
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江苏省实施细则；
省工信厅狠抓环境敏感区化工企业整
治；省公安厅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
罪，侦办相关案件178起……

天很蓝但臭氧超标

今年一季度，全省大气环境质量下
滑。二季度，经过全省上下的艰苦努
力，PM2.5升幅明显收窄，浓度几乎下
降到与去年同期持平。但7月，大气污
染再次出现反弹。会上，多地纷纷表
示，将一天一天紧抓不放，一日一日攻

坚追赶，守护蓝天。
南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天很蓝但

臭氧超标”。南京市副市长霍慧萍介
绍，将坚持系统治气，以夏季臭氧污染
防治和秋冬季 PM2.5 污染攻坚为重
点，确保完成1160个VOCs治理项目，
加快104个园区、19个产业集群整治
提升，扭转空气质量下滑态势。

截至7月底，泰州PM2.5浓度同比
上升 4.2%，优良天数比率同比下降
7.1%。泰州市副市长刘志明表示，工地
扬尘管控仍是易反复的“老大难”问题，
VOCs治理也仍然是瓶颈。下一步，将
努力实现PM2.5浓度“扳平”目标，强化
装备保障，加大资金投入，购置VOCs
便携式检测仪、微风风速仪、红外成像
仪等专业检测设备和洒水、雾炮设备，
尽快解决人工增雨作业实施难题。

由于年初欠账较多，今年宿迁
PM2.5浓度、空气优良率一直处于全省
靠后位次。对此，宿迁市副市长闫辉表
示，始终将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
坏”作为底线要求，坚持全年目标不降、
攻坚标准不减，按“逐月量化、留足余
量”原则，将大气考核目标量化到每月
每周。

紧盯汛期水质不放松

今年以来，我省水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改善态势，但汛期水质滑坡问题仍然

存在。
进入主汛期后，徐州7个国考断面

水质为劣Ⅴ类，水质滑坡明显。对此，
徐州市副市长龚维芳表示，将顶住汛期
压力，针对丰县沙庄桥等不达标断面，
开展溯源分析，排查封堵排污口；加快
工程建设，以断面汇水范围内的城镇区
域为重点，优先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建
设，抓好老旧破损管网修复维护，提升
污水收集率。

1—7月，扬州15个国考断面水质
优Ⅲ比例为80%，未达到省定的考核
要求。扬州市副市长余珽表示，将针
对今年主汛期间歇性降水和阶段性高
温特点，对邵伯湖心、三垛西大桥、曹
庄桥等汛期水质易滑坡断面开展排涝
泵站拦蓄污水排查，并统筹保障重点
河道生态流量，及时消除水污染隐患，
同时加快年度70项重点水污染防治
工程建设。

守护碧水长流，下一步，我省将狠
抓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业源执法监管、
农业源治理防控、生活源处理处置等。
目前，面源污染已成为我省化学需氧
量、氨氮和总氮排放的重要来源，超过
工业源和生活源总和。为此，我省将结
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实
施42.9万亩农田排灌系统循环生态化
改造、14.5万亩池塘标准化改造，推进
苏南地区规模化养殖场粪污“零排放”，
减少营养物质入河。

坚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底线——

迎难而上，守护好碧水蓝天

□ 本报记者 梅剑飞

高温炙烤，烈日灼人。连日来，全省
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克服困难，
科学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合理组织施工
时间，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稳住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强力支撑经济大盘。

8月8日，江阴靖江长江隧道现场，
吊装、运输、开挖、浇筑、盾构掘进等各
项工作衔接紧密，有条不紊。

项目工地设有茶水供应站，现场空
调休息室里仁丹、藿香正气水、冷饮等
防暑用品应有尽有。“我们合理规划劳
动时间，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
省交建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建设指挥
部现场指挥长王峻介绍，“目前，隧道先
发右线盾构机‘匠心一号’累计掘进完
成1476米，后发左线盾构机‘聚力一
号’累计掘进完成736米。”

同日，南沿江城际铁路站前3标宁

常段首家完成无砟轨道施工。“为确保
施工全面创优的目标，项目部优化施工
组织方案，调整工序和工装配置。”中铁
十六局南沿江城际铁路3标项目部副
经理王远征介绍，“早晨、傍晚和夜间，
300多人轮班作业，较铺轨计划工期提
前一个月。无砟轨道施工是高速铁路
施工的一道关键性工序，后续将开展电
缆槽接触网施工及钢轨铺设。”

不久前，张靖皋长江大桥主体工程
开工，建设现场塔吊耸立。“A1标已完
成槽壁加固和导墙施工，项目将加快推
进地连墙、地基加固现场工艺试验和索
塔桩基础施工。”省交建局张靖皋长江
大桥建设指挥部现场指挥长李洪涛说，

“各施工单位避开高温时段作业，不间
断将防暑降温物品送到一线作业人员
手中。”

“经过奋战，句容站刚实现候车大
厅网架整体顶升，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

工。”中铁二十四局施工人员雷陈标说，
目前站房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中铁二十四局南沿江铁路项目书记蒋
晓峰介绍，句容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工
程地下通道基坑同步完成施工，现已进
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我们为各作业
班组配备了大型换气扇，还在现场放置
保温冰桶、盐汽水等，保证工人随时随
手可取。”

在京沪高速公路沂淮淮江段扩建项
目施工现场，一辆辆满载沥青的自卸车
从沥青拌合站驶出。“针对持续高温天
气，各标段实行弹性工作制，采取‘抓一
头，歇一头，早开始，早结束’的措施，凌
晨3点拌料，5点摊铺，12点结束，尽量避
开中午的高温时段。”省交建局京沪连淮
扩建指挥部现场总指挥江臣说，“项目现
场准备了消暑物品及药品，配备了空调
车与医护人员，作业期间随时待命。”

“工期紧迫，任务繁重，全体建设者

们全力以赴，战高温、抢进度。”连宿高
速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谢培倩说，钢筋
加工场里，来自云南的付纯德和工友们
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作业。“现场有充足
的防暑降温药品、饮品，热得受不了可
以去空调休息车里纳凉。”付纯德说。

“作为盐城市老城区改造先锋岛生
态组团的重点工程，城市阳台现已建成
包含滨水广场、绿化带、园林景观、水文
化展览馆、观景眺台于一体的‘蓝绿交
汇区’。”中铁十六局盐城先锋岛二期工
程项目指挥长陈军介绍，高温天，项目
部调配资源，多措并举保证施工，施工
人员避开白天最热的4个小时，一天
20个小时轮班倒，确保了“设计一片、
干成一片、快速成型”的要求。“盐城先
锋岛生态组团二期项目总投资约160
亿元，要在5—8年中陆续建成。为盐
城市民打造河清岸绿、道路畅通、人水
相亲的生态家园，我们将不遗余力。”

保障防暑降温物资，合理组织施工时间——

战高温抢进度 重点工程不停步

随着2022苏州首店经济发展大会
暨进口贸易促进大会的临近，不少苏州
市民开始期待，新一批优质品牌首店入
驻，更多高端消费新场景、新体验即将

“解锁”。
所谓“首店”，是指在行业里有代

表性的品牌在某一区域开的第一家
店。而在一个区域利用特有资源，吸
引国内外品牌首次开设门店，由此对
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形态即为“首店
经济”。随着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
个性化，“首店经济”不仅能满足市民
消费差异化需求，为区域内的商圈吸
引到可观的客流量，还有助于带来就
业扩大、税收增长等综合效益，成为
赋能城市商业的“流量密码”。值得
一提的是，首店不仅会带来数量上的
第一，还会在商业模式上带来从“0”
到“1”的变化。比如，某种品牌的会
员制仓储连锁超市首店可能给新零
售业态带来改变，某种国外餐饮品牌
的首店也可能会为中餐经营和服务
带来启发。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越来越明显，各地也在不断出台促
消 费 的 相 关 政 策 。 发 展“ 首 店 经
济”，也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

之一。江苏大中城市众多、居民收
入相对较高，发展“首店经济”潜力
大、后劲足。据不完全统计，南京上
半年共引进首店 84 家，成为江苏区
域最受首店青睐的城市；泰州在全
省率先专门出台“首店经济”政策，
坚定发展首店经济业态的决心……
有的地方甚至会将首店招引成果，
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
指标。

可以说，既“吸金”又“吸睛”的首
店，不断点燃着城市消费新活力。在
南京，喜茶、奈雪等首店在连锁总店
落户商圈后，对其所在商业综合体营
收贡献增速超60%。优衣库江苏首家
旗舰店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开业
后，日订单一度占到商业体成交订单
的一半。

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正是各地提
出大力进行首店招引的重要原因。
让“首店经济”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离
不开城市对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比如，对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开设首
店的商业载体，有关部门可适当给予
政策支持；在新品通关、新品首发、知
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国内外品牌提
供更便利的措施。这不仅关乎首店
能否顺利落户，更关乎首店之后，二
店、三店能否顺利跟进，这样才能让
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让城市经济发展
后劲十足。

“首店经济”点燃消费新活力
□ 韩宗峰

8 月 8 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
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发布

《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
项行动的通知》，被称为“青年科研人
员减负3.0”。2018年以来，科技部、财
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先后印发《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专项行动方案》（减负行动 1.0）和《关
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
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减负行动
2.0），受到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
欢迎。从1.0到3.0，内容各有侧重、范
围不断拓展的一系列实招硬招，体现
了国家为青年科研人员减负担增活力
的决心和力度。

青年科技人才是创新创造的“生
力军”。有学者调查历史上近两千名
科学家后发现，数学家、生物学家、物
理学家和化学家获得成就的平均年龄
分别为 27.3 岁、29.4 岁、29.7 岁和 30.5
岁，这就是人才成长的“最佳年龄规
律”。然而现实中，尽管青年人才有热
情、有冲劲、有学识，却往往不容易获
得独立承担项目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如果青年人才在科研起步期得不到项
目、资助和机会，就可能会“一步晚，步
步晚”，成长的“时间窗口”逐渐关闭，
在科研领域也很难有所作为。如何避
免“青椒”成“青焦”，把“起步助跑期”
转化为“科研黄金期”，成为一道现实
的考题。

将“起步助跑期”转化为“科研黄金
期”，首先要把时间还给年轻人。科学
研究中每个数据的求证、点滴成果的突
破，都需要持久的时间投入和“用心一
也”的高度专注。屠呦呦研究青蒿素
40 年之久，王泽山在火炸药领域耕耘

60 余载，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时间花在哪，花
就开在哪。为青年科研人才松绑减负，
减掉“不合理的负担”“不必要的压力”，
让他们“把时间花在刀刃上”，才能使其
心无旁骛、轻装上阵，充分释放潜能与
活力，在科学的道路上孜孜求索、勇攀
高峰。

青年人才往往好奇心强、勇于尝
试、富有个性，一个“闪光点”就可能变
成科研创新的“突破点”。但是，如果用

“放大镜”看其缺点，甚至在其研究中出
现一点曲折就叫停、中断，就会扼杀创
新创造的“可能性”。这提醒我们，鼓励

“青椒”创新，就要在机制上给予容错空
间，在氛围上尽量宽松包容，激励他们
自由探索、大胆试错，勇闯学术“无人
区”，开展颠覆式研究。

破解青年人才的“成长困境”，“扶
上马”还需“送一程”。尽管国家设置
了不少青年人才专项支持计划，但相
对数量巨大的青年科研人员而言，依
然显得“僧多粥少”。应加大科技资源
向青年人才的倾斜力度，并在不同学
科领域建立超常人才选拔机制，让拥
有特殊才能的青年人才能够摆脱“帽
子焦虑”脱颖而出。当前，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更加
呼唤“不拘一格用人才”。对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甚至破
格使用，才能让青春的活力、创新的源
泉充分涌流。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
凤声。”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是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的必然要求。我省高校和科研
院所众多，每年培养和引进的青年科
研人才也很多。应把培育战略人才
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人才上，紧
紧抓住青年人才成长的“时间窗口”
和“机会窗口”，让更多的“青椒”变

“金椒”，在“黄金年龄”释放“黄金效
应”。

变“起步期”为“科研黄金期”
□ 陈立民

战高温 防疫情 稳增长 保民生

时评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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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近日披露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的新型
网络诈骗案。涉案团伙以“无门槛开店”为饵，再以辅导开网店之
名诈骗“辅导费”，更有甚者还与被害人签了“合同”。

警方在对 2000 多名被害人调查时，仅有 1 人发觉骗局并报
警。这说明骗子利用“走捷径”的心理，抓住了受骗者的“创业焦
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创业时应多研究学习、主动实践，
别因投机心理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文/袁媛 图/张永文

开店“无门槛”，当心有“深坑”

□ 通讯员 丁宁 本报记者 丁蔚文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的太湖
生态岛（西山岛）遭遇60年未遇干旱。
6月23日入梅前后，全岛降雨量仅88.2
毫米，此后一个多月基本无降雨，山路
沿线各类蓄水池已经见底，一些池塘河
道均已干涸，山上茶树果树缺水严重。

8月9日，记者在西山岛天王坞、罗
汉坞看到从未见过的场景：一道道水管
从山脚顺着山道蜿蜒而上，不时有枯死
的栗子树、茶树、枇杷树映入眼帘，天王

荡水库已有一大半露出干枯龟裂的底
泥。村民沈玉君种在山上的碧螺春茶
树每年收入十多万元，但是现在被干旱
愁死了，“这样的旱情，长这么大都没见
过。这样下去，茶树都会干死的。”沈玉
君叹气说，“如果再有三天不下雨，叶子
发红的茶树也都要枯死了。”相比周边
乡镇，西山岛地形以丘陵山区为主，茶
叶、果树大多种在山上，旱情更加严峻。

为战高温抗旱情，吴中区农业农村、
水务、城管、气象、资规局、金庭镇、东山
镇等部门，召开5次抗旱协调会，调配运

水车辆和设备设施，保障农作物高温抗
旱用水；气象部门谋划部署，结合气象条
件，在岛上选好人工增雨点位，只要条件
成熟，随时做好人工增雨准备；水利水务
部门出借水泵80台套，水带1.8万米，出
动运水车3台；所有驻村干部深入一线，
指导各村积极组织自救。目前全镇12
个村（社区）出动工作人员675人、水泵
225台、水管58100米，动用消防栓32
个。老百姓自发抗旱出动人数10921
人，各类水泵5621台，各类水管544700
米。环卫站出动运水车2辆，水利站出

动运水车3辆,交通局出动7辆运水车，
城管局（香山街道）出动4辆运水车，连续
不断拉水补充蓄水池。

金庭镇副镇长周永珍介绍，西山岛镇
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相关村社区及时组
织挖掘机，对河道疏浚、清淤，引入太湖活
水，确保内河水位，调用洒水车、消防车等
抽取水源，对蓄水池补水，全岛以村为单
位人工翻水，确保早上蓄水池有水抽。紧
急联系周边香山街道等乡镇调配抽水车，
向市、区水利水务部门借用水泵等物资，
并同步从吴江区、相城区调配。

8月9日，除了1号、2号蓄水池暂
时干枯，记者从山脚到山顶看到3号、4
号、5号等近十个蓄水池都有了蓄水。
这些水，都是先用运水车送到山上，再
靠人工运水到蓄水池。沈玉君望着这
汩汩流水，开心地说：“水终于盼来了，
我的茶树有救了。”

“水来了，我的茶树有救了”
——太湖生态岛干部群众全力应对60年未遇干旱

左图：9日，在瑞声科技（南京）全球
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工地，建筑工人顶着
高温进行施工。 本报记者 胡楠 摄

上图：8日晚，小朋友在常州市汉江
路上一处喷泉纳凉戏水。

夏晨希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