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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琼）记者11日
获悉，1至9月份，全省水利重点工程完
成投资102亿元，完成比例75.5%。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自7月30
日开工建设以来，至9月底累计完成
投资1.02亿元，其中淮安境内河道工
程已初步形成标准断面，滨海县境内
张家河闸站工程完成老闸拆除，基础
施工全面展开。吴淞江（江苏段）整治
工程是今年开工建设的又一国家重大
项目，截至9月底，完成年度投资3.5

亿元，完成比例70.0%；一期工程范围
内的房屋及企事业单位的拆迁工作已
完成，征迁完成投资约8500万元。淮
河流域平原洼地近期治理工程完成年
度投资 10.8 亿元，完成比例 90.0%。
目前，铜山、邳州、江都等11个地区境
内工程已基本完成。面广量大的中小
河流治理项目全力推进，累计完成投
资 17.7 亿元，治理河长达 335 公里。
此外，水生态治理、病险闸站加固等工
程也在加快实施。

前三季度全省水利重点工程
完成投资102亿元

本报讯（记者 贲腾）10月11日，
由省交通运输厅与南通市政府共建的南
通数字交通产业园揭牌仪式在崇川经济
开发区举行，南通市交通运输局、苏交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崇川经济开发区三
方签订合作协议，现场签约华设（南通）
数智交通科技等15个数字交通项目。

南通数字交通产业园以崇川区为
核心区，崇川经济开发区为启动区，推

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运
输深度融合，探索“交通产业数字化示
范区+数字交通产业化集聚区”创新模
式。依托同济科技园现有车联网产业
基础，当地已建成省级车联网产业示范
园区，在车载单元、路侧单元、线控底
盘、传感芯片、通信模组、高精度定位、
车规级功率器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成果。

南通数字交通产业园揭牌

□ 本报记者 王 拓

8月16日，“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书法大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三楼南侧
展厅中间，抬眼便看到由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题写
的“征程”二字，遒劲有力。

“继去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后，中国书
法家协会今年又组织了老中青三代300多位书法家
精心创作、反复遴选的300余件作品，在国博再次展
出‘征程’书法大展，是艺术家们用翰墨记录历史、讴
歌时代、书写人民、赞美英雄、锤炼自身的生动写
照。值得骄傲的是江苏书法家的入展人数是全国最
多的。”聊起这个展览，孙晓云心潮澎湃。她说，这些
作品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时代“时代楷模”先进典型
事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是书法家们
将个人的艺术风格生动融入新时代中华文明探源、
建设文化强国的实际行动。

8月23日，“墨韵新时代——喜迎党的二十大
江苏书法大展”也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开幕。全省
184名老中青知名书法家将真情融入笔端，用笔墨
重现近年来党和国家创造历史的重要时刻，记载党
和人民努力奋斗的辉煌瞬间。“此次展览，既是江
苏书法工作者写给新时代、向人民汇报的笔墨颂
歌，也是江苏书法界向党的二十大深情献礼。”孙
晓云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由“书法大省”向

“书法强省”稳步迈进，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我
们要胸怀‘国之大者’，用手中的毛笔讲好中国故
事，用心、潜心、精心、倾心创作更多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的精品力作。”

3岁习书，书法生涯迄今已逾64载，孙晓云是
新中国书法事业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实践者。而更
让她骄傲的是另一个身份——一名入党近47年的
老党员，一名连续参加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
二十大的党代表。

去年7月1日，孙晓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着现场观众无
数次的掌声和欢呼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我深感作为一名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尽自己
的所能多创造深受人民喜爱的作品。艺术家真正留
给后人的就是经典的作品，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
容辞、时不我待的责任。”她说。

如今，书法对于孙晓云已远不止是个人的热
爱，“承传”与“润物”是她的重要使命。在专著《书

法有法》中，孙晓云以最朴素的语言解读了书法笔法，传递了自己几十年对书法笔
法的发现和研究。这本书创下书法理论书籍销售量最高纪录，被译成日、韩、英多
种文字，再版36次。而每次出新书，她都会到现场签名售书。“这是检验作品是否
受读者欢迎的机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检阅，也正是我确定今后方向的不竭动力。”

在最近五年里，为了配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等历史节点，让
传统优秀的经典著作、诗词歌赋走进人们生活，孙晓云同南京大学许结、府建明教授
以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作，用行书书写了《中国赋》《诗意江南》《运河颂》，今年又书
写出版了《中华匠心》，这些作品汇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聪明才智和匠心技艺，展现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昭示有关技与道的文化思考。

展望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孙晓云表示，要继续团结广大书法工作者积极投
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活动中，从百姓的迫切需求中体会真实情感，从感人
肺腑的英雄故事中感受世间大爱，从国家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获得创作激情，

“为广大群众奉献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写好书
法成为中国人的时尚。”

□ 本报记者 林元沁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能不能有一些
突破？”“怎么能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到车间
来？”9月27日下午，在一场气氛热烈的意见
征集座谈会上，党的二十大代表、常州黑牡丹
集团公司技术总监邓建军时而凝神倾听，时
而认真记录，3个小时下来，笔记本上满满当
当记下十几页。

“其实在上个月，我们已书面征集过建
议，这次又请来20名工人代表到现场畅谈，
就是要充分了解大家的心声和期待，整理出
来带到会上去。”邓建军说。

今年53岁的邓建军身上有着很多“标
签”——“知识型工人”“团队带头人”“工匠精
神”“党代表”……入行34年，他由一名普通
工人成长为产业技术工人创新发展的楷模，
带动青年科技人员在生产一线攻坚克难，从

“低碳节水型牛仔纱线清洁染色关键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再到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
完成集中化料，参与技术改造项目500多个，
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约50个。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为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由邓建军领衔的“邓建军劳模创新工作
室”，吸纳集团27名来自各车间、各工种的
技术骨干，他们中，有专攻纺织机械的、有专
注于面料研发工艺的……大家常常因为一
个技术环节、一个故障根源，“一人讲、团队
点、众人评”，分享心得，碰撞智慧，协同攻克
技术难题。

色差和预缩率一样，都是染整技术中常
见的难题，为了让牛仔布染色保持稳定，减少
色差，邓建军和伙伴们曾花400多个日日夜
夜蹲在设备旁，测试、分析、计算、检验。“大家
的双手被染料染得一块蓝、一块白，而牛仔布
的颜色却越来越均匀、越来越稳定，别提有多
兴奋了。”他告诉记者，团队开发的“低碳节水
型牛仔纱线清洁染色关键技术研发项目”，不
仅从源头上节水节电，还极大丰富纱线的色
彩、达到五彩斑斓的染色效果。由此，黑牡丹
跻身世界一流牛仔面料供应商行列，90%以
上产品远销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接踵而来的成功并没有让邓建军感到满
足。他常说，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要有
本领危机、忧患意识。34年来，邓建军没有
一天放松过学习，为了跟踪国际纺织技术最
新动态，他常常利用双休日、节假日拜师学习、查阅资料，还参加自学考试，先
后取得本科、硕士学位，拿到高级技师、正高级工程师职称。

“师傅的钻研进取精神感染着组里每一个人，我们的个人进步必须跟得
上技术创新的脚步。”邓建军劳模创新工作室组长姜永强边工作边学习，除
了自学、跟着老师傅学，还利用下班时间上夜大，最终顺利取得高级技师资
格证书。

在浸满汗水的路上，邓建军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华技能大奖、新世纪第一批“中国能工巧
匠”、江苏大工匠、中国纺织大工匠等荣誉。在他的带领下，黑牡丹走出一个个
技术过硬的新蓝领工人，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等
先进人物和班组，造就一大批操作能手和技术带头人。

技术创新无终点，质量追求无止境。对于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邓建军
充满期待，他说：“作为党代表，我会继续当好践行工匠精神的排头兵，为产业
的转型升级勇当先锋，为制造强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本报讯（徐睿翔 李瑶）10月 11
日，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在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
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江苏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江
苏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和江苏出席农工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农工党江苏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蒋巍当选农工党江
苏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郑丽

敏、吴建坤、沙勇、胡万进、张甘霖、张
桥、刘云、邹建文当选农工党江苏省第
十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议通过
了农工党江苏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内部
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吴建坤任内部监
督委员会主任。农工党江苏省第十三
届一次常委会任命庞玉梅为农工党江
苏省十三届委员会秘书长。

蒋巍代表农工党江苏省委员会新
一届领导班子作表态发言。

农工党江苏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

初秋时节，走进盱眙县天泉湖镇陡
山村，鳞次栉比的小洋房、生机盎然的
翠竹林、果实飘香的黄桃园映入眼帘。
多年前，这个丘陵山村由于缺少耕地种
植大田作物，成为经济薄弱村。近十
年，陡山村大力推广以桃果为主的特色
产业，改善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业，让生
态宜居成为自己的鲜明特色，也让百姓
富裕成为村庄的现实模样。

“新农人”：
世外桃源里，烹煮慢生活

顺着陡山村主干道向淮南新四军
后勤基地旧址公园而去，路上有一家古
朴素雅的紫藤小院农家乐，门廊前挂满
浅紫色的紫藤花装饰，常引得游客拍
照。农家乐老板华致远是村里唯一一
位90后创业者。

离开学校后到上海学厨，接着到南
京工作，再回盱眙打工，最后决定回家
创业，华致远走过不少路。“眼看着陡山
村附近景区客流加大，村子环境也日益
改善，2018 年底决定回村开个农家
乐。”华致远说。

万事开头难，华致远的农家乐也不
例外，但他得到多方倾力帮助。“当时很
多项目都是挂账，过年时再还钱。刚创
业时一共借了20万元，我的舅舅阿姨
都二话不说支持我。村干部还特意带
我们到浙江去取经学习。”

几年打拼，华致远的厨艺不断精
进，一顿中餐所用的几十道凉菜热菜，
他一个人就能完成，堪称“活菜谱”。村

中客流渐增，农家乐2019年新增了3
个小包间，目前最多能同时接待140
人。即使近三年遭遇疫情，华致远的小
院子在村里面依然算是生意较好的，一
年能收入十余万元。

“食客在我家吃到的鱼、鸡、老鹅等
都是土锅烧的，虽然麻烦，但是味道最
正宗。”华致远说，空闲的时间是11月
到次年4月，他安心在家陪家人，周末
会带一对儿女上山玩耍，生活闲适悠
然,“这几年下来，发现90后过过60后
的生活也不赖。”

展望未来，华致远的蓝图依然会在
陡山村延展。他计划将两三亩小鱼塘
重新盘活，打造一个垂钓项目，供食客
休闲，还想把楼上五间客房重新装修，
让客人更加宾至如归。

村干部：
偏向陡山行，生态创效益

处于丘陵山区的陡山村，世世代
代种植稻麦均未取得良好收益。转机
发生在十年前。2012年，史春峰率先
在岗地种植碧根果成功，带动了12名
党员、80多户村民种植，户均增收1.5
万元。

2016年，史春峰当选为村党总支
书记。为进一步促进全村经济发展，
村干部将目光投向规模化种植。通过
学习考察和分析，村“两委”班子发现
陡山村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适合种
黄桃。起初村民并不敢贸然种植，村
干部便带头种了20亩。待到黄桃挂
果丰收，村民纷纷开始效仿。短短几
年，全村黄桃、碧根果种植面积增至
2780亩、3500亩，村集体收入也增至

142万元。202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2.45万元。

近年来，陡山村每年有约400万斤
黄桃上市。史春峰介绍，为顺利销售地
产黄桃，陡山村成立农产品协会，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由村里统一管控品质，
统一打包发往全国各地，并把不够零售
标准的黄桃做成黄桃罐头、黄桃果脯和
黄桃酒，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林果种植的成功并未让陡山村村
民就此止步。环顾四周，铁山寺国家森
林公园、千亩毛竹林，为村子发展留足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村“两委”班子动
员村民开办农家乐等新业态，同时组织
村民赴浙江长兴、泰州祁巷等地学习乡
村旅游经验。如今，全村有农家乐、精
品民宿43家，形成了黄桃园、草莓园、
瓜蒌园等11个产业富民和生态采摘项
目，打造了600平方米的特色农产品展
示中心，参与到乡村旅游工作中的村民
超1000人。“以前我们说城里人到村里
买水果，现在更多是来‘买空气’。”史春
峰说。

村集体还投入2000余万元集中
打造“桃李天泉”新型社区，为100多
户农村居民盖新房、搬新家，请来专家
和乡村规划师，在保留村落原生态的
同时，打造休闲旅游景观，让山村展现
出“美颜”。

围绕乡村旅游业，陡山村计划进
一步完善业态。“目前村里有一些民
宿，但品质和档次都还不是很高。我
们打算将民宿业专门整合起来，制定
标准，改善设计，打造一些精品民宿
业态。”

让史春峰感到有些烦恼的是，乡村
干部的行政性事务过多，“不管什么事
情，压到基层就我们几个人。一个普通
村干部一个月至少要做十个台账，其实
很多时间被浪费在这些上了。”

“原住民”：
扫净自己家，谁能不爱她

漫步陡山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广
场、桃李天泉社区内部、村公厕周边，路

面清爽整洁，不见一张废纸、一个烟头，
这离不开乡村保洁员赵以霞持之以恒
的清扫。

上午 6点至 10点，下午 3点至 5
点，整月无休，59岁的赵以霞用一把
扫帚守护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这里
一草一木的变迁。“陡山村变化太大
了，最主要的就是走路方便了。十年
前还没有柏油路。我们开玩笑，说村
里也有‘水泥路’，其实是一下雨，路上
的泥就被踩烂了，变成泥水路。现在
修好了路，还搞了雨污分流，下雨天出
来也不怕鞋湿了。”

随着村里发展起乡村旅游业，游客
也随之增多，大家的素质显而易见地提
升。“我的工作就是看到纸头、纸包、烟
头，就要捡起来，但是这几年能明显感
到地上垃圾变少了。”赵以霞表示，想到
村里会变得这么好看，还能有人到村里
来玩、到村里来住，我们也很高兴，“现
在哪怕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看到垃圾
都会把它扫起来，毕竟是我们天天住的
地方，也要爱护。”

【专家点评】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
究员 吕永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要
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
夫”。陡山村生态致富结出硕果，是江
淮大地上“两山”转化的又一生动案
例。启示有三：一是呵护“原生态”。有
一方好山好水，才有消费者青睐的“生
态林果”、游客乐享的“清新空气”和

“风味土菜”。二是激发“原住民”。陡山
村的创业故事离不开外面的“大世界”
和“大市场”，但扎根于此的主体是本
土乡民，他们对家乡的挚爱与熟悉蕴
藏着巨大的发展能量。三是推进“原创
性”。既保持都市山乡
的原汁原味，也善于
在特色性、唯一性上
做文章，才能赢得当
下、制胜未来。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盱眙县天泉湖镇陡山村：

林果飘香，城里人赶来“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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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凤凰国际书城近日举办“书写新时代 献礼二十大”主题出版活动，推出重
点出版物40种。图为11日，市民在该书城阅读。

本报记者 范俊彦 摄

在全省上下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
开的重要时刻，我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
织相继召开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年工
作，谋划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
构。这是全省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也
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
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加快推进“强
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我们对各民主党派江苏省
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祝贺！

过去的五年，是江苏各领域发展实
现历史性跨越的五年，也是我省统一战
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团结奋进、蓬勃发展
的五年。五年来，我省各民主党派在中
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对标“四新”“三好”要求，全面加
强自身建设；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
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为江苏
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换届，一批政治坚定、德才兼
备、年富力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党外代表人士进入各民主党派省级组
织领导班子，为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
合作事业的巩固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和活力。我们坚信，各民主党派在新

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一定能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
线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始终不渝
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一
定能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
系广泛的优势，聚焦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六个显
著提升”“九项重点工作”，参政议政，
履职尽责，切实担起“勇挑大梁”的重
大政治责任；一定能驰而不息抓好思
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用自身建设
新成效展示参政党新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
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制度
机制，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
有序、生动活泼。奋进新征程，我们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方针，一如既往加强同党外人士的
团结合作，真诚接受党外人士的民主
监督，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
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不断增强多党
合作事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为更好地“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共同谱写江苏统
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以实际
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胜利召开！

勠力同心创伟业
携手奋进谱新篇

——热烈祝贺各民主党派江苏省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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