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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江苏各地实时天气

□ 本报记者 王拓 通讯员 吴进华

“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辅导员宋云
颖老师认真分析了本专业近 3年的

‘专转本’录取比例，让我做好就业、升
学两手准备，随后我去了不少趟各类
招聘会、宣讲会。”最近，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生李轩拿到上市公司苏
州英威腾电子的offer，准备年后就去
入职报到。

温情守护每一位毕业生高质量
就业，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政策，精确摸底
纠偏知实情、精准开拓岗位出实招、
精细组织招聘争实效。今年9月，学
院组织全体毕业班辅导员精确统计
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并针对有
就业意愿的毕业生进一步精确统计
意向工作城市、目标职位、期望薪资
等，做到心中有数。

毕业班辅导员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指导纠偏个人就业意向。对于“有就业
意向但目标岗位模糊”的毕业生，深入
了解情况、帮助其进一步认识自己，指
导学生了解与专业相关的企业、明确目
标岗位；对于“有就业意向但目标岗位
与专业不对口”的毕业生，帮助学生评
估目标岗位跟自身实际是否匹配，给出
调整建议；对于“有升学意向但学习成
绩一般”的毕业生，分别整理近3年来
各专业“专转本”录取情况并告知，动员
做好求职、升学两手准备。

为了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渠道，形
成人人都是“就业导师”、人人都是“就
业岗位引进人”的全员参与氛围，学院
制定并实施了访企拓岗促就业实施方
案。到目前为止，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线上线下访问了176家优质用人单位，
其中包括500强企业、上市企业、独角
兽企业等，共拓展优质岗位3200多个。

各二级学院全员动员教职工、发动
优秀校友、联系校企紧密合作企业，大

力拓展就业岗位，确保毕业生有充分选
择岗位的机会。“我一共组织了辖区20
多家企业进校招聘，招聘效果非常好，
我们想把这样的合作关系长期建立下
去。”一位参加了学院2022年校园双选
会相城区专场的人社部门负责人说。

为了提高招聘效率，学院职能部门
和二级学院围绕提高学生与企业岗位
需求匹配度下足了功夫。“招聘会开始
前，辅导员老师‘一对一’给我推荐了5
家对口的就业单位，通过面试让我对所
学专业就业前景和岗位要求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我最终收到了两家企业
的offer。”该校毕业生陈玲芳说。

为了跟进招聘会效果，对投递简
历较多的企业，学院还组织辅导员带
着学生进企业集中参观并面试，以提
高面试成功率。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机电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辅导
员带领毕业生到苏州易德龙股份有限
公司参加面试，辅导员老师帮助应聘
学生逐一修改简历并进行精心指导。

“这次我们一次性录用了苏州经贸的
8名毕业生。学院老师用心帮企业做
宣传、匹配合适的学生、带学生来面
试，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这些
学生值得我们信赖。”易德龙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管春华说。

“我带了71名毕业生，当前我的重
点工作是帮助有就业意向的毕业生落
实就业岗位，指导他们抓住机会尽早就
业。截至目前，成功就业18人，有求职
意向学生的岗位落实率达36%，有望
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毕业班辅导员
陈从文老师说。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聚焦学生就业首个工作岗
位，为每一个学生定制一套人才培养方
案，努力让学生拥有一技之长、争取人
生出彩。促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
学院办学的价值追求。”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益南说。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温情守护

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 本报记者 丁蔚文

我省将于明年6月1日实施池塘
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并强制执行，目前，
各地正加大力度实施池塘生态化改
造。记者日前赴多地采访看到，昔日不
少碎片化、小规模养殖池塘经过改造旧
貌换新颜：在连云港徐圩香河生态园，
大水面湿地净化区野鸭成群；在太湖西
岸第一线宜兴，养殖区里新辟生态涵养
区、增殖放流区；在江苏三圩盐场，虾、
蟹、贝混养低密度海水养殖，尾水排放
部分指标达到一级限值标准；在高淳国
家级现代农业园区表流湿地，低密度养
殖固城湖蟹，池塘标准化（生态化）改造
30万亩……

“江苏近年来渔业经济一直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渔业成为我省大农业中的
支柱产业、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2021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878万亩，水
产品总产量494万吨，渔业产值1919
亿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五和第一，
淡水渔业产值连续30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建军说。

江苏素有“鱼米之乡”美誉，是我国
唯一拥有大江大河大海的省份。独特
的自然禀赋孕育了江苏源远流长的渔
文化和富有特色的渔业经济。我省有

河蟹、青虾、“太湖三白”、条斑紫菜等数
量众多水产品，以虾蟹为主的特色水产
养殖面积占比达80%，其中河蟹产业成
为我省水产养殖中影响力最大、优势最
突出、市场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之一，年
产值超300亿元。此外我省小龙虾、青
虾等水产品年产值也超100亿元。“虾
蟹”经济，已成为江苏渔业的“金名片”。

早在2011年，我省就在全国率先出
台池塘养殖尾水排放地方行业标准——
《太湖流域池塘养殖水排放标准》。太湖
流域地区池塘养殖尾水治理成效得到全
国水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通报
表扬。2019年，我省在高淳、吴江、海
安、泗洪等地开展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
放试点。2020年，以渔业园区、百亩以
上连片池塘为重点，我省将试点范围从
太湖流域地区逐步向苏中、苏北推开。
今年省级试点范围已覆盖全省水产养殖
主产区。2021年6月，我省发布了池塘
养殖尾水排放强制性标准——《池塘养
殖尾水排放标准》，明确从2023年6月1
日起，我省对单个养殖主体50亩以上、
连片100亩以上的现有池塘强制执行养
殖尾水达标排放。

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
朝晖表示，池塘养殖是江苏渔业生产主
要方式，也是水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保

障。2021年，全省池塘养殖面积507
万亩，产量295万吨，均约占全省水产
养殖面积和水产品产量的60%，面积
和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我省历
来重视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工作，近
年来围绕生态渔业建设目标，通过标准
引领、试点推进、综合施策，不断加强部
门协作，持续推进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
放，取得了明显成效。

尾水达标排放“大限”将近，池塘生
态化改造在江苏如火如荼开展。截至
今年10月底，我省已改造标准化池塘
131.32万亩。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江苏
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肩负全省养殖尾
水达标排放技术指导重任，“池塘养殖
尾水达标排放，倒逼‘虾蟹’经济转型。
养殖户不应再片面追求高产，而是要调
整养殖品种和结构，增加套养品种，重
视品牌销售。”中心研究员张永江表示。

“有的养殖户三四百立方米水体
中，南美白对虾产量达到了 2000 多
斤。这么高的产量，那投了多少饲料
啊！”中心监测科科长邹宏海说，“过分
追求产量，造成水产品供过于求，不仅
赚不到钱，还破坏环境。”以草鱼养殖为
例，正常每亩可养1000斤到2000多
斤，套养花白鲢，收益可观，但一些养殖
户追求高产，养到3000斤，密度高，鱼

容易得病，用药就多，水体污染严重。
同时，产量太高，市场上鱼多了，价格就
低了，养殖利润就少了，导致恶性循环。

在调整养殖品种、增加套养品种方
面，相关专家介绍，目前我省发展了黑
鱼、鲈鱼、黄颡鱼养殖，并利用滤食性鱼
类改善水质。

养殖规模化，形成品牌效应，是转型
的重要方面。张永江说，目前，鼓励以龙
头企业或者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
形式，形成品牌效应。各地推进池塘标
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县乡通过池塘流
转，改善了养殖环境和设施，再统一发包
经营，“对经营主体提出更高要求，从苗
种、饲料、药物的使用、产品销售统一管
理，保证市场产品供应，保证每个养殖户
获得合理的养殖效益，这是趋势。”

记者在盐城市盐都区邵氏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看到，合作社按螃蟹不同
规格进行分级、分类销售，养殖区的暂
养网箱，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出货，获取
更多利润。“5000亩的规模，20多家养
殖户联合起来，按照这样的模式养殖销
售，每个养殖户效益就高了。”合作社领
头人邵建华说，“从买苗、买饲料，到最
后卖螃蟹，小散养殖户在市场上不具备
任何优势。合作社上规模后，仅饲料一
项，厂商就给我们18%的优惠。”

我省各地加大力度实施池塘生态化改造

尾水达标排放倒逼“虾蟹”养殖转型

守护百姓安康
用心用情

本报讯（顾介铸 贾秋敏 朱娜）
靖江市近日举行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暨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晋升国家级开
发区十周年活动。当天，有29个产业
项目签约落户靖江开发区，总投资额
达331亿元，涉及金属新材料、航空制
造、健康营养等领域。其中包括总投
资 105 亿元的国信靖江能源基地扩
建、总投资10亿元的德威不锈钢管加
工、总投资1亿美元的恒艾健康科技
年产 60亿粒营养新剂生产、总投资
15.1亿元的丹参素钠注射液生产基地
建设等项目。

靖江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2012
年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近十年来，
开发区工业销售、利用外资分别占靖

江全市70%以上和90%以上，成为推
动靖江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世界
500 强青山控股 120 亿元金属新材
料、凯飞52亿元航空制造等链主项目
纷纷落地，新时代智能海工、恒艾健康
营养、先锋精密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优势彰显。位于开发区的靖江港作
为长江北岸首个县级亿吨港，已成为
长三角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前沿阵
地、关键枢纽。靖江市委书记、靖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长平说，
站在晋升国家级开发区十周年的新起
点上，靖江开发区将阔步迈向“黄金新
十年”的非凡征途，倾力书写“全省前
二十”的奋斗答卷，精致描画“创造三
千亿”的产业宏图。

靖江开发区“30岁生日”
协议引资3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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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睿 王甜

连日来，发热患者激增，医务人员也难
免“中招”，医院各科室运转面临极大的挑
战。记者走访多个医院看到，即便身体抱
恙，广大医务工作者依然坚守岗位，全力救
治患者。

中西医兼用，把老年患者当
“宝宝”

医院的急诊和发热门诊是接待患者的
“前沿阵地”，也是最忙的科室之一。江苏
省中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乔飞从12
月9日起就没回过家，一直住在办公室里。

“发热门诊的门诊量最近是平时的20倍，
每天达500多人次。与此同时，医生们也
不断‘倒下’，人最少的时候全科只有我和
另一位医生上班。”乔飞说，不过很快，医生
们轮流恢复到岗，目前返岗率已经超过
90%。

“这个病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不然容易
发展成肺炎。”对着记者科普，实际上乔飞
本人正是最大的“反面典型”。他以为自己
症状轻，吃了一粒退烧药就又开始工作，直
到最近咳嗽越来越严重，拍了CT才发现自
己已经患上肺炎。话音还没落，他便将话
题扯到“老年人是高危人群，还是要规范治
疗，减轻肺部炎症，可以俯卧位通气，发现
异常要及时就医”。

老年人是“重点保护对象”，在老年医学
科，这一责任更为重大。“这里老人平均年龄
93岁，最高龄101岁，一旦发热他们都是高
危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证医疗
安全和质量，像对待‘宝宝’一样对待他
们。”江苏省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副
主任中医师徐奚如说，每天上班后，医护人
员要进行严格消杀和防护，先对阴性患者查
房，再对阳性患者查房，尽量延后老年人感
染时间，一旦患者出现发热、缺氧等情况，会
及时上心电监护和指脉氧检测。同时，根据
不同情况给予患者中药煎剂治疗。

因为工作强度大，加上长时间戴口罩，正
在生病的医护人员容易出现胸闷和口干。徐
奚如告诉记者，前几天有个护士在病房忙到
晕倒，测了心率发现已经飙升到120，血氧只
有88%，赶紧帮她吸氧，没想到她稍有缓解又
投入了工作。“大家都在顶着高热坚持，我们
能克服，一定会挺过最困难的时刻。”

一刻不敢松懈，保障孕产妇平安

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的一楼，5
个诊室、2个检查室和一个宽敞的候诊室正
在有条不紊地接待发热孕产妇。这块区域
不算大，但电脑、诊床诊桌、胎心监护仪、超
声机、抢救车等设备一应俱全，可以满足孕
产妇必要的检查需求。

“这段时间，发热门诊的门诊量激增到
此前的近10倍，医院可以说盘活了所有资
源全力支援和保障孕产妇就诊。”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门诊部主任李孝红告诉记者，早在
12月9日，医院就腾空了门诊一楼的营养
科，专门用于收治新冠阳性孕产妇。短短两
天，所有设备和场地全部到位，“这块阳性就
诊区极大改善了发热孕产妇的就诊环境。”

此外，医院开通24小时咨询热线，并
专门安排一个团队昼夜不歇负责接听，12
月中旬开通至今已接听2000多通咨询电
话；医院一站式服务台和互联网门诊接待
量也连连攀升，最高峰时一个白天单人接
听电话量近400通。

李孝红坦言，由于人手不足，发热门
诊、急诊、产科都到了最难的时候。预检
分诊点副主任医师葛宁已71岁了，在分诊
点其他人员全部“倒下”后，她一个人扛下
所有的工作：“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素
质好，也有经验，可以顶住。”产科护士长
朱蓉高烧后，吃了退烧药继续上岗，从早
晨8点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这么多孕妇
挺着大肚子等着做胎心监护，我撑一撑，
好歹先把今天的高峰对付过去。”宫颈科
医生张聪有丰富的产科经验，“产检门诊
不能停，我可以上！”

除了门诊，产科病房也迎来就诊高峰，
“孕产妇发烧以后，胎心会非常快。因为需
要防止高热引起的‘胎窘’，所以从发热门
诊收治住院的孕妇非常多，病房爆满，基本
上都到了加床的状态。”就在如此艰难的情
况下，产科门诊和病房医护人员互相补位，

“病房夜班值班人数是不能少的，产科团队
克服极大的困难、保持极大的韧性，保证了
所有排班运行正常。”

记者了解到，从12月15日至今，南京
市妇幼保健院共接生了近千名新生儿，李
孝红说，“尽全力保障每一个孕产妇顺利就
诊，每一个孩子平安落地，我们一刻不能松
懈，一刻不能停歇。”

为了1000个生命，不能停“析”

“@所有人，大家居家健康监测的时候
要注意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或者呼吸频
率明显加快，持续高烧或原有基础疾病明
显加重的，要尽快来医院。”“好的，谢谢医
生！”“收到！谢谢！”……

类似的对话和提醒，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医患群内。随着社会面感染者持续增加，南
医大二附院1000多位规律血透患者的安危
被放在医护人员心头。平均年龄60多岁，80
岁以上老年人接近100人，大部分患者合并
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他
们基础病多，免疫力差，一旦感染很容易发展
成重症。”南医大二附院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叶
红说，中心充分利用透析信息化系统的院外
管理软件和微信医患群，开展疫情下透析患
者的居家管理，责任医生每天通过系统线上
监测阳性患者的症状并给予专业指导。

很多透析患者感染后临床表现并不明
显，即便氧饱和度很低了，但表面上并没有
明显的胸闷气促现象，这也被叫做“沉默性
缺氧”。因此，除了日常的宣教，护士们日
常工作又多了一项任务——为每个来透析
的患者筛查氧饱和度。“这样有助于我们早
期识别潜在的重症患者，做好预案，第一时
间配备重症患者的救治力量。”叶红回忆，
前不久，患者朱爷爷出现高热后，导致心肺
基础疾病加重，被收入病房后，医护人员及
时安排CRRT（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及相
关治疗，因为救治及时，现在朱爷爷的基础
病得到了控制，即将康复出院。

大量细致的工作背后，是血液净化中
心全部122名工作人员的辛苦支撑。病人
感染的同时，医务人员也在感染，但透析无
论如何不能停。粗略估算，人手最少的时
候，医护到岗率不足一半，但病人没有减
少，护士的工作量成倍增长，甚至同时要看
10台机器和患者。这也意味着，在血透的
4小时里，监测患者血压、血氧、生命体征，
她们几乎一刻都没法停下来休息。而患者

“下机”后，护士还要对整个区域进行消杀，
确保下一位透析患者的安全。

叶红说：“每一位医护都是最多休息一
两天就赶快返岗，为了病人的治疗，一直坚
守岗位，我们是一支有温度、有力度、有速
度的团队。”

12月26日，仪征市中医院煎药室，医护人员在煎药。 余祥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万小珍 顾祺波）近日，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王诤将军生平事
迹陈列室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原创
沉浸式剧本杀《半部电台》吸引，前来体
验“开国中将”王诤将军的激荡岁月。
《半部电台》推出3个月来，在王诤故居
内演绎超百场，上线市内多家体验馆。

王诤将军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创立者，被毛主席称赞是“中国红色通
信的开山鼻祖”。他领导创建了我党第
一个广播电台，创建了我军第一个气象
观测系统，是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
卓越领导人。洛阳镇以王诤将军生平
经历为蓝本，创新推出剧本杀《半部电
台》。剧本杀以1920年的洛阳镇天井
村为起点，“双线并行”讲述5个儿时伙
伴在动荡年代中追随武仁大哥（原型即
王诤）立志报国的故事。

剧本主创之一胡弘冰是洛阳镇“洛

禾班”青年干部，去年初成为王诤故居
志愿讲解员后，萌生创作剧本杀的想
法。创作历时6个月，历经11次修改
打磨，最终成稿5个篇章，总计6.8万余
字。《半部电台》应用VR虚拟现实技
术，以悬疑推理为主基调刻画人物和情
节，参与者戴上VR头盔，便能“置身”
那个时代，深度体验老一辈革命者筚路
蓝缕、艰苦斗争的精神。

“最让大家产生共情与共鸣的情
节，就是对是否牺牲的抉择。这个环节
会让参与者重温入党誓词，同时选择是
以牺牲还是其他方式完成任务。代入
其中，感受革命先辈的心路历程，非常
震撼。”胡弘冰介绍，参与者不仅是沿故
事线行走的人物角色，也是实时场景的
引导者，通过案件推理、破解情报等方
式，体验革命英雄在反“围剿”中力挽狂
澜、在战火硝烟里入党等情节。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打造原创红色剧本杀

追随“半部电台”体验战火硝烟

12月27日，戴溪青鱼养殖基地核心区——武进南苑家庭农场百亩养殖基地
内，养殖户忙着将成品青鱼运送到用于交易的临时池塘中。据农场负责人介绍，今
年由于前期天气较热，青鱼长势普遍优于去年，预计平均亩产1500公斤，核心区总
产量有望达到12.5万公斤。 高岷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