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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海霞）11月16
日，由中国公路学会、江苏省综合交通
运输学会联合主办的首届枢纽城市发
展论坛在淮安举行。

论坛聚焦“交通支撑发展，枢纽促
进融通”主题，贯彻落实国家“交通强
国”战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搭建大平台、汇聚大智慧。论坛期间，
中国公路学会与淮安市人民政府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推动淮安

“枢纽新城”建设、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全面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进一步细化合作举措。

淮安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
称，是享誉四方的“中国运河之都”。近
年来，淮安聚力枢纽新城建设，以枢纽
发展增强“腹地”优势，创新了交通运输
与枢纽经济融合发展的理念，探索了许
多有益方法。去年，淮安被明确为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首届枢纽城市发展论坛
在淮安举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这期#奋进新征程 我要这么干#的主
人翁周忠亮是镇江市润州区协助巡护队队员，从事捕
鱼工作40年，是镇江第一批上岸的渔民。从“靠水吃
水”到共护一江清水，他是长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见
证者。 本报记者 林惠虹

“捕鱼人”变“护渔人”

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今
天#奋进新征程 我要这么干#迎来盐城市盐都区尚
庄镇南吉村华泽书社的创办人乐华泽，看他如何通
过独特的文化创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记者 杨玺

书社开到田野里

本报讯（胡睿 杨方媛）11月16
日，镇江市举行“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仪
式，授予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涛、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博、江苏茅迪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志强等20位市外友好人士“荣
誉市民”称号。

镇江市市长徐曙海希望各位“荣誉

市民”继续秉持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
现代化新镇江建设，为镇江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力量，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向更多朋友介绍镇江、推荐镇江，
动员吸引他们走进镇江、拥抱镇江。镇
江将以更大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与各界朋友携手
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位友好人士获授镇江“荣誉市民”

本报讯 （记者 刘霞） 11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10月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列入统计名单的南京、无锡、徐州、
扬州4城，新房价格仍维持上个月环比
下降的趋势，徐州、扬州二手房价格曲
线出现上扬势头，其中徐州止降回升，
环比上涨0.1%。

根据新房销售价格变动曲线，南
京、无锡的新房价格6、7、8三个月环比
上涨，但9月份开始出现下降，10月份
仍维持这一趋势。徐州的新房价格5、
6、7三个月环比上涨，从8月份开始持
续环比下降。扬州的新房半年来仅7
月份出现上涨，其它月份均环比下降。

二手房价格方面，南京7、8、9三个

月一直维持环比上涨的趋势，10月份才
出现环比下降。无锡半年来前4个月均
环比上涨，9、10月出现下降。徐州半年
来10月份首次出现二手房环比上涨，扬
州虽环比仍下降，但降幅已回调至
0.1%，接近正区间，曲线呈现上扬趋势。

从房价同比指数来看，10月南京
新房价格首次下跌。南京房地产业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辉认为，南京的涨
幅在70个大中城市中位居第20名的
上游位置，说明今年南京房价相对稳
定，这和南京在经济与产业发展、城市
建设、人口导入与人才引进、房地产调
控水平等方面对楼市的支撑力分不
开。二手房同比跌幅高于新房，主要是
因为部分房主以降价来换取成交。

10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出炉

徐州扬州二手房价格下调放缓

苏湖熟，天下足。深秋时节，从长
江之滨到太湖沿岸、运河沿线，苏州农
村全面进入“丰收季”。苏州市农业农
村局种植业处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市秋
粮水稻面积恢复至112万亩，预计亩均
单产619公斤，总产量13.9亿斤，达到
近7年来最高。

“稻田面积增加、粮食连年丰收，
不仅维护粮食安全、守护好居民‘米袋
子’，还保障了生态安全、田园风貌。”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苏州工
业化、城镇化程度高，包括百万亩优质
水稻在内的“三高一美”(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蔬菜基地、高标准池塘和美丽
生态牧场)落地建设、持久见效，为城乡
协调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坚
强支撑，谱写了“新时代鱼米之乡”的
动人篇章。

多管齐下，
新增10万亩水稻田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所在。为
守护田园风貌和粮食安全，土地资源紧
张的苏州以规模化为重点，不但把“百
万亩优质水稻”落地上图，近几年还通
过退渔还田、退草还田以及“三优三保”
等行动，新增加10万亩水稻田，总量达
到112万亩。

常熟市既是苏州粮食主产区，又是
渔业生产基地。在沙家浜镇，一条东
沙路分开了水稻田和大闸蟹池塘。“前
些年，东沙路左侧的这些水稻田，多数

也是鱼塘，后来全部退渔还田了。”沙
家浜镇华阳村村书记周纪忠介绍说，
按照苏州市池塘生态化改造要求，养
殖鱼塘需设立尾水净化区，通过微动
力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东沙路左侧
300亩鱼池距离河道较远，改造条件也
不好，全部“改渔为稻”了，建成高标
准农田。

东沙路右侧的养殖区，则放手对鱼
塘精养化改造。“你看这一大片鱼塘，尾
水全部处理达标后，才排放外河。”苏州
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副理事长、湖强农业
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自强介绍，他租赁华
阳村420亩鱼塘，生态化改造后添置了
无人投喂机、无人投喂船、水下割草机
和远程监控系统，养殖实现了机械化、
智能化，养殖的规格蟹卖到60—80元/
只、青虾80-90元/500克。接下来，这
片鱼塘将绿化美化，添加餐饮、民宿、垂
钓功能，建设集观光、体验、旅游为一体
的现代渔业园。

生态化改造后退渔还田，既用好水
养好了鱼蟹，又扩大了稻田面积，整个
常熟市稻田面积为此扩大到 27.2 万
亩。在吴江，从2017年到2020年，累
计有4.7万亩鱼塘改造为稻田。“这些年
退渔还田力度很大，我现在承包的
3200亩稻田，有一半是池塘改造的。”
吴江区八坼街道石铁村种植大户翁玲
宝说，稻田面积扩大后，农机利用率更
高了，改渔为稻后底泥很肥，减用了化
肥，稻米口感很好。

生态补偿，
守护江南田园风光

“苏州各地纷纷改渔为稻，除了池塘
生态养殖的环保倒逼外，还有水稻种植
生态补偿的政策激励。”市农业农村局种
植业处杨贵平介绍，把水稻视为人工湿
地的一种并进行生态补偿，是苏州的一
大创举，每亩补偿420元，单是2021年，
全市水稻生态补偿就达4.9亿元，使种粮
的比较效益大大增加，稳住了农业的基
本盘，提高了种粮的积极性。

为此，苏州各地不仅利用鱼塘精养
化改造机会，把许多养殖规模小、不具

改造条件的鱼池改造为稻田，还利用
“三优三保”政策，把许多非粮化的苗
圃、桑园以及低洼地改造为稻田。为推
动池塘“改渔为稻”，吴江区一次性给予
村（社区）3000-4000元/亩的补偿，并
对改造后的稻田复垦复种最高补偿
1600元/亩。

挖潜扩容水稻田的同时，苏州以耕
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为重
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灌排设施
保障，畅通田间道路工程，完善农田林
网覆盖，建设资金提高到5000元/亩，
基本实现耕作面积的高标准建设全覆
盖，并建成了以张家港常阴沙现代农业

示范园、吴江国家级现代农业园等一批
以粮油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园。

对此苏州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说，苏州作为粮食主销区、人口净流入
区，农业必须履行自身的使命担当，为
苏州工业经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同时，稳定粮食生产、扩
大稻田面积对苏州来说，还有涵养生态
环境、守护田园风光、传承农耕文明的
独特作用。水稻生长季节正好是前期
梅雨、中期高温、后期台风，梅雨和台风
期间可以蓄水，高温季缓解了热岛效
应。因此每一块水稻田、每一株秧苗都
是一个湿地系统，增加绿量、净化水质、
改善局部小气候，大规模连片的水稻
田，守护着苏州经济发达的城镇带。

品牌强农，
农业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

11月12日，太仓市璜泾镇为雅鹿
村雅丰农场3000亩水稻田举行“璜泾
食代”新米品牌发布会。“作为‘苏州大
米’子品牌，‘璜泾食代’创牌后米价从
过去的3.5元/500克涨到5元/500克，
每亩可增收1000多元。”雅鹿村村书记
顾海东开心地说，他们种了3年的100
亩有机水稻今年有望得到认证，一旦通
过可卖到30元/500克。

雅鹿村原为苏州市级贫困村，近年
来借力苏州大力支持稻米种植兴办集体
农场，又用种粮收益到镇里投资“标厂经
济”，集体收益从10多年前的10万元涨

到2020年的1500万元，今年有望达到
2500万元。

“在苏州，各项政策加持下，粮食种
植正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种粮大户正
成为很体面的职业。”苏州市农业农村
局质监处副处长王芳介绍说，全市以南
粳46、南粳3908等为主的优良食味水
稻品种占比88%，较上年提高6个百分
点，优良食味品种推广面积创历史新
高。在此基础上，苏州全力打造“苏州
大米”品牌，形成“苏州大米”区域公共
品牌+数十个企业子品牌矩阵，米价从
创牌前的3.5元/500克，涨到创牌后的
5-6元/500克以上，精装米、有机米卖
到每斤十几元、二十几元。由于各项补
贴到位，大户稻麦两季，扣除农资、土地
租金等成本，平均每亩收入近千元，高
的2000多元。

集中连片的水稻田不仅铸就了苏
州生态本底，还圆了都市客心中的田园
梦。在昆山、张家港、吴江等地的农业
园区，黄、绿、黑、白彩色水稻组成了绚
丽多彩的稻田画，面积有上千亩，不但
引来大批游客，还吸引长三角周边城市
的稻田画创作者前来观摩。以金色稻
田为背景，一些民宿、餐饮品牌纷纷落
户吴江环长漾湖的稻香美村，开出稻田
餐吧和民宿村。平望镇后港民宿村国
庆开业以来，游客白天在稻田边的树林
搭帐篷露营，晚上围着篝火娱乐，各项
旅游收入100多万元。

宋浩

苏州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到110多万亩——

守护粮食安全，呵护鱼米之乡

大江东去汇蓝海！2015 年 11 月 17 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旗

下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横空出世。上线发刊词，言犹在耳——

“从今天开始，你我把梦想和努力在这里交汇，透过手机屏幕

上那个蓝色方块，面朝江海，从‘新’出发，汇入这个时代的交响。”

号角催征，初心如磐。今天，我们站在七周年的“交汇点交汇点””，，聆聆

听这支新媒体号角的“七重奏”。新的远征从此刻启航，，这注定将这注定将

是一次波澜壮阔的远航！

16 日，由中铁五
局承建的国家重点工
程盐射高速公路沥青
路面工程全线铺通。
路线主线全长约22.5
公里，总投资约 24.5
亿元，拟采用双向四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时速120公里。
谢永彬 谢文卿 摄

媒视窗

号角声声号角声声，，伴我们扬帆远航伴我们扬帆远航
——写在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上线七周年之际写在交汇点新闻客户端上线七周年之际

扫描二维码
与交汇点共庆
七周岁生日

——这是高扬主旋律的嘹
亮号角

精准把握中央精神，精确解读国家
战略，精心策应省委部署。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支号角里有“国旗漫卷”的感
召；建党百年，这支号角里有“星火传
奇”的伟力；共青团建团百年，这支号角
里有“青春之歌百年红”的豪迈。

主流党端，使命如炬。党的二十
大期间，交汇点新闻紧扣主题主线，推
出《紧跟总书记 奋进新征程》《连线会
场内外“汇”聚奋进强音》《当“20+”
遇上二十大》等系列融媒体产品，邀请
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用户，深情告
白、共同接力，畅谈自己的“时代梦
想”。盛会闭幕，交汇点新闻紧锣密鼓
地投入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热潮中，发出“奋进新征程 我要这
么干”的激昂“交响”。

——这是激扬青春豪情的
嘹亮号角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跟随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深入上海、嘉兴、井冈
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地，追寻革命
原点，感悟初心使命；危难关键时刻，
我们勇于担当、精锐尽出，在武汉、黄
石抗疫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这支
号角吹响的是青春的力量和汗水浇灌
的责任！

展示青春力量，见证时代精彩。

《强国“890”影音馆》系列融媒体报道
中，交汇点记者采访80后、90后、00
后群体，聚焦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党员、团员，记录
他们的身影，吹响青春的号角。

——这是协奏发展战鼓的
嘹亮号角

扎根人民、贴近时代、服务发展。
历时638天，行程数万公里，《听·见小
康》记录与见证精彩小康故事；聚焦碳
达峰碳中和主题，创新打造“条漫”产
品，《探“碳”美好时代》服务江苏“双
碳”产业布局与建设。

吹响发展的号角，为江苏“经济
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
鼓与呼；深入田间地头，与全省各地勤
劳、智慧的新农人互动，展现江苏产业
的深度融合，诠释如何更好地为乡村
振兴带来“流量”和“能量”。

——这是激荡民生情怀的
嘹亮号角

抬头是星辰大海，垂眸是人间烟
火。点亮“烟火”打卡江苏13市、共度
城市“萤火虫之夜”、走进加油站为美
好生活“加油”、云赏江苏避暑清凉地、
拍摄惊艳晚霞刷爆朋友圈、直播“红月
亮”获数百万次点赞……交汇点新闻，
始终都在你身边。策划推出《交汇点
公开课》《科普连连看》《点点汇生活》
等品牌专栏，聚焦惠民、体现民意、服

务大众。
始终关注民生，将实惠带给百

姓。2018年开始，交汇点新闻组织新
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带动江苏新能源
汽车产业实现产销两旺；为加快推进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我们与陕西省铜
川市宜君县携手打造扶贫助农公益项
目，助力“扶贫树”结出了“幸福果”。

——这是高奏文化自信自
强的嘹亮号角

把古老的运河文明讲给年轻人
听，把中国的运河故事讲给世界听，把
丰富的运河内涵讲给未来听。在“中
国大运河文化讲堂”“千问千寻大运
河”里，这支号角是大运河历史的回
响，也是江苏文脉激荡人心的涛声。

在《节气里的非遗》《我们的好时
节》里，我们通过一帧帧画面，诠释了

“非遗”手工与节气的文化内涵，在美
景、美事、美文中勾勒出江苏大地“强
富美高”新图景。

——这是躬身媒体深融的
嘹亮号角

晨阅新华，早安江苏！每天早上，
《新华日报》视频版会准时推送到用户
的手机上，伴着悠扬的音乐，报纸的版
面灵动了起来，再动动手指就能看到
当日报纸内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
度融合，让报纸无限延展，漫卷出不断
融合的时代号角。

AR、VR、MG 动画、AI 虚拟主
播、云计算、人工智能……融媒体“组
合拳”，让每一天“新”意满满！在媒体
转型发展的进程中，交汇点新闻的H5
《6397公里的守护》《听·见小康》连续
两年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是认
可、是鞭策，也是接续奋斗的号角，更
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
流舆论新格局的集结号。

——这是团结奋进新时代
的嘹亮号角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伟力！
“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
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新华日报》于抗日烽火中诞生，在新
时代里远征。历史深处，先辈们用手
中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宣言；新征程
上，我们听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定前
行的步履铿锵。

扬帆起航，奋进更加壮阔的新征
程；乘势而上，我们必将赢得更加伟大
的胜利。这是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远
征中有风高浪急，有惊涛骇浪，要求我
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
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
丽的华章。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担
当。我们踔厉奋发，我们勇毅前行，我
们使命在肩，我们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