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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江苏各地实时天气

年度关键词：护 佑

□ 本报记者 蒋明睿

在有力有效应对疫情的持续反
复冲击中，我们即将告别极不寻常
的 2022。在我们的笔尖下、镜头
里，这一年，江苏医务工作者“南征
北战”，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他们白
衣为甲冲锋陷阵，为护佑百姓健康
筑起一道道坚固的屏障。

支援上海，江苏累计派出1.4
万余名医务人员；赶赴西藏，江苏
481名医务人员鏖战79天；驰援海
南，江苏派出1770多人；相助四川，
江苏派出481人的核酸检测队，半
月内累计接收样本248万管……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
师乔莉四次出征，2020年曾驰援武
汉60天，2021年在南京“小汤山”
接管重症病房，2022年在上海56
天辗转三个院区后又直接飞抵海
南，加入江苏省援琼医疗队方舱
队。她说：“我们是有战斗力的队
伍，应当问题不大。”

他们中还有许多95后、00后
的年轻面孔。曾经被人呵护的孩
子，如今已经忙碌在抗疫第一线。
江苏援沪医疗队无锡分队的00后
翁洁怡，擅长绘画，利用五彩画笔活
跃舱内气氛、缓解患者焦虑；江苏援
沪采样队队员、南京市第一医院护
士吴雪驰也是00后，她喜爱唱歌，
每次在返程的大巴车上，不管多累
都会一展歌喉，为紧张、高压、枯燥
的工作带来欢乐和活力。

当我们试图用长镜头对准医护
人员，发现勇敢逆行的他们却有太
多“不敢”——不敢多喝水、不敢随
便吃，怕上厕所耽误时间还浪费防
护服……

当我们试图摘下医护人员口
罩，看清他们的面容，却发现他们总

有同样的“特征”——因长期戴口
罩，脸上一茬接一茬起疹子，酸疼的
胳膊总是贴着膏药，采样的手在户
外被冻得又红又肿……

他们曾遇到种种困难。
——8月 8日，江苏省援藏流

调队队员秦思和同事抵达拉萨，
前期在核酸检测实验室支援，戴
上N95口罩，穿好二级防护服，在
高原地区负压实验室中每轮4小
时的高强度工作，让很多队员出
现心慌、出虚汗、头晕恶心等症
状。“我们要抢时间，不能因为高
原反应就‘掉队’。”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
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成都震感强烈。当时是江苏省援川
医疗队核酸检测队抵达成都的第二
天，队员们没人放下手里的工作，援
川医疗队核酸检测队队员、扬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病毒组组
长张秀玲事后感到害怕：“队员是我

带出来的，安全第一，要把他们一个
不少地带回去。”

他们也有许多牵挂的人。
——江苏省援沪医疗队、南京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一名护士
瞒着父母去支援，却发现父母都确
诊，竟和她同在方舱。江苏省援沪
应急采样队、无锡市人民医院队员
王辉在上海一社区核酸采样期间，
才见到时隔一年多没见的母亲。

——南京同仁医院64名医护
人员进驻江宁区大里聚福城隔离小
区，实行闭环管理，骨二科护士长李
娜和6岁的儿子视频，一句“要是能
透过视频穿越到妈妈身边就好了”
让她动容。

——南京中医药大学运动保健
方向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崔永健，在
苏州市相城区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工
作。他做梦也没想到，毕业16年
后，能与前来驰援苏州核酸检测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

长吴云川相见，师生携手抗疫的故
事真实上演。

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
发布，疫情防控从“防感染”转向“保
健康、防重症”，医务人员又面临新
挑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前哨”，
发热诊疗车开到百姓家门口，核酸
检测亭变身发热诊疗站，社区医生
一天行经两个小区，单日看诊量达
200多人次。

医院急诊和发热门诊的就诊人
数呈指数增长，医护人员人手紧
缺。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主任乔飞
连续20余天没有回家，他要求患者

“多休息”，自己却从未做到，直至累
出了肺炎。

“危重症患者的及时救治、医务
人员的保护，是当前两项最主要任
务。”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第一
时间统筹协调，增加急诊诊间、急诊
发热门诊一体化管理、危重症患者
集中收治，建立危重症患者专家巡
诊制度、建立65岁以上老人专用
区、扩大ICU。

“有很多护士高热40℃，吃完
退烧药继续上班；有人刚刚上完早
班，为了补人员缺口继续上夜班。”
江苏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柳莹说。

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科医生赵
劭懂咽喉肿痛、高烧39℃，依旧坚
持每天坐诊十余个小时。他哪怕休
息也一定要在医院里，为的就是能
在患者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

……
千千万万名医护人员用实际行

动弘扬着“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
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
大抗疫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他们的赤诚、无畏、纯粹、奉献，
是2022年最深刻的笔画。

铭记着，“南征北战”的勇士

最近，泰州市姜堰区发布54条“乡村
振兴”榜题、15 条“社会治理”榜题，列出
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全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职工、无论
是编外还是编内人员，都可揭榜。榜题发
布现场就有59人报名领题，短短两天，区
委组织部收到132份报名资料。

所谓“揭榜挂帅”，是用市场竞争来激发
创新活力的一种机制，其核心是激励人才，
让能者上、智者上、谁有本事谁上。这一机
制大多用于悬赏科研核心技术攻关，在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目前还不多见。究其
原因，还是具体操作上有一定难度。

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攻坚
榜题不像科技项目那么易于征集、认定；
对揭榜者的考察、选用以及如何优化组
合，不像科技人员那样专业清晰；对揭榜
专班和成员的职责、目标进展，不像科技
项目那样便于量化；对揭榜人员的绩效评
价、考核奖惩，相对比较繁琐；对于可能失
败的揭榜项目、如何保护设榜揭榜等多方
利益及积极性，尚缺乏研究。因为顾虑重
重，一些地方对在科技项目以外领域组织

“揭榜挂帅”，积极性不高。
思想上“破冰”、行动上“突围”，要拿出

创新的勇气和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拼
劲。需要攻坚的榜题，可以采取领导点题、
社会出题、部门筹题等方式梳理列出；通过
签订责任状，明确工作目标及揭榜人权利、
责任、义务；通过建立“一榜一专班”制度，
采取目标实绩评估、实地走访、个别谈话、
群众测评等方式，对揭榜人工作进行考核
考察……有奖有惩、赏罚分明，让想干事的
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会干事的有位
子，树立“凭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

创新，除了科技创新，还包括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推行“揭榜挂帅”机
制，有助于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
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人尽其才的使用
机制、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各类
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除了科技项目
攻关、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项目攻坚，在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大专项工
作攻坚中不妨也引进“揭榜挂帅”机制，让更
多创新主体发挥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激发创
新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更多领域引入“揭榜挂帅”机制
□ 孟亚生

“专家建议年轻人不能掏空六个钱包
凑首付”“专家称买房比租房划算”“专家
建议年轻人别在通勤上浪费过多时间”

“专家建议布洛芬与连花清瘟不能同
服”……小事问百度、大事听专家，一直以
来，“专家观点”“专家建议”都是人们做事
决策的重要参考与指南。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专家建
议”不接地气，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给人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食人间烟火之感；
有的“专家建议”缺乏专业性，过于随意，
容易造成误导；有的专家见风使舵，所持
观点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正因于
此，一些“专家建议”成为网友群嘲的对
象，有网友甚至建议“专家别再建议了”，
专家观点的权威性、公信力受到严重挑
战，种种乱象催人深思。

应当指出，“建议专家别再建议”不是
个好建议，“专家建议”被群嘲必须理性看
待。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家学者，具备
专业而广博的知识、拥有丰富的信息来源
与人脉，他们的观点和建议是科学决策不
可或缺的参考和智囊。善用“专家观点”、
善听“专家建议”，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也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专家建议”多姿多
彩，是社会之福；“专家建议”凋零冷清，是
社会之痛。对于一些离奇离谱的“专家建
议”进行批评、修正，这无伤大雅，但是，如
果因为个别“专家建议”不那么“专业”，就
一股脑地“建议专家别再建议”了，让专家

“禁言”，否定专家对专业领域和公共事务
发表见解的权利，否定“专家建议”在公共
讨论和公共决策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典型
的“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与推进
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

格格不入。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仪

器”，运行好这套“精密仪器”，不能靠少数
人“包打天下”，而要靠集中大家的智慧，这
其中，专家的见解和建议不可或缺。集聚
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听取
不同的“专家观点”和“专家建议”，是提高
决策的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需要，也
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与矛盾的需要。专家越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对科学决策的借鉴与参考作用就越大；
社会和有关部门越有容忍不同“专家观点”
的雅量，越能听取和吸纳不同专家的观点
与建议，决策的科学性就会越强。以此来
看，我们不但不能建议专家“别再建议”，相
反，还应营造一种宽松的氛围，鼓励专家理
性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同时，
睁大“火眼金睛”，仔细鉴别各种观点，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科学决策的有益
参考，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

诚然，人非圣贤，专家不是万能的，即
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说出的话都绝对正确。但
确有一些专家，或者未经深入调查研究就
随意发表“专家观点”；或者跳出自身研究
领域，在不熟悉的领域说了不该说的“外
行话”；或者为了吸引眼球，标新立异，语
不惊人死不休；或者丧失操守，沦为某些
利益集团的“御用代言人”，以至于“专家
建议”成为群嘲的对象。这也表明，身为
专家，一方面固然要有担当和作为，积极
主动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专业见解和观
点，另一方面，在发表见解时一定要专业、
理性、负责，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以理性智
慧之声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敬意。

理性看待“‘专家建议’被群嘲”
□ 江 东

年度关键词：奔 跑

□ 本报记者 王世停

海风凛冽，海浪拍岸，一条堤路
笔直向大海深处延伸。堤路两侧，
一台台挖掘机俯身忙碌作业，一面
面旗帜在大风中呼呼作响——岁末
寒冬，走进南通港通州湾港区三港
池1#—3#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感觉
就一个字：冷！

当天，天气预报显示零下2摄
氏度。呼啸的海风裹着潮气，瞬间
穿透厚厚的羽绒服。已建成的堤岸
处设了一处玻璃房，供人歇息取
暖。但整个上午，屋子里空荡荡，工
人都在机械、码头、道路、防波堤上
忙个不停。导航地图显示，记者此
刻正“身处”一片茫茫大海。

“与时间赛跑，一刻都不能
等！”通州湾示范区港口管理局的
陈晨说，通州湾不仅是南通的通州
湾，更是江苏的新出海口。按照计
划，通州湾主体港区起步码头水上
结构力争2023年竣工。工程进展
事关新发展格局，事关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浪大风疾天冷，机械
不停人不歇。

“奋勇建功”“逐梦深蓝”“攻坚

开拓”……疏港通道两侧每隔数米
就有一面标语旗帜，一直延伸到遥
远的码头，蔚为壮观。记者注意到，
这些旗帜没有一面是完整的，在海
风撕扯下大多只剩下半幅旗布，犹
自迎风飘扬。

“这是我们的战旗！”工作人员
说，风太大，平均两周就要换一面新
旗，挂上去没几天又被吹破了，但

“旗在，人就在，工程在进展，‘大港
梦’近在眼前”！

告别通州湾，久久不能忘怀那
一面面“战旗”，它见证了恶劣条件
下人力可以创造的奇迹——回望整
个2022年，一路艰难险阻，饱经风
吹雨打。正是心中的“战旗”感召鼓
舞，人们栉风沐雨、迎难而上，以奋
斗之姿将一个个梦想化作现实。

疫情时期，“战旗”飘扬在抗
疫一线。党员志愿者值守卡口，
居民群众守望相助，社会各界助
企纾困。当疫情造成市场波动，
政企联手多方联动，《一夜之间

“冒”出一个大菜场》反映的是南
通主城保民生稳人心；云招商、云
签约、云上市……《一面未见，
3000万元项目“云签约”》见证的
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创新和成效。

勇挑大梁，“战旗”飘扬在发展

一线。从企业到园区，从县区到大
市，招商队伍四面出击，重大项目密
集落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今年
前三季度，南通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8680.8亿元，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
19 位 ，总 量 占 全 省 比 重 达 到
9.79%，比去年底的9.48%提高了
0.31个百分点，写下“干部敢为、地
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
生动实践。

构建新发展格局，“战旗”飘扬
在项目开工现场。张靖皋长江大桥
主体工程开工、海太长江隧道开工、
北沿江高铁开工……今年以来，3
条过江通道同年开工，南通“八龙过
江”格局加速形成。随着通州湾长
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起步港区开
港运营、南通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
开通运营和通苏嘉甬铁路开工建设
等，南通海陆空、公铁水交通建设全
面突破，日益成为襟江带海联通内
外的战略性开放枢纽。每一次开工
现场都是战旗猎猎、击鼓催征，每一
张蓝图都绘就“好通”南通的宏阔格
局和美好前景。

飘扬的“战旗”，指引幸福的方
向，感召我们奋力奔跑，一起向未来。

南通是一座幸福之城。2020
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视察，点赞南通“好通”。“大家生活

在这样的城市里很幸福，幸福是你
们共同奋斗、亲手创造出来的。”总
书记亲切的勉励，赋予这座城市接
续奋斗的不竭动力和磅礴力量。

向着幸福奔跑，每个人心中都
飘扬着一面追梦的“战旗”——对沃
太能源董事长袁宏亮来说，企业获
评专精特新“小巨人”，订单滚滚来，
创新花开是幸福；对如皋市搬经镇
黑塌菜种植户卢龙海来说，家门口
的“长寿菜”端上北京、上海等地市
民的餐桌，乡村振兴是幸福；对南通
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硕士茆静雅
来说，在大战大考中留下“青春印
记”，收获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
奖，不懈奋斗是幸福……为幸福而
奋斗、因奋斗而幸福的“奋斗幸福
观”，在江海大地生根开花——这
是我们拥抱“下一个春天”的最强
底气！

这一年，采访了各行各业很多
人，他们既有“明年或许会更难”的
底线思维，又有锐意奋进的豪情，他
们笃信：“事业是干出来的，成绩是
拼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023的新年钟声里，我看见一
面面高高飘扬的“战旗”，引领人们
奋发不殆、奋斗前行、奋力奔跑，一
同逾越寒冬，去迎接苦尽甘来的春
暖花开。

飘扬吧，心中的“战旗”

我们即将挥别极不寻常的2022。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有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式
现代化蓝图绘就的宏大叙事，有共赴冰雪之约、一起向未来的激情澎湃，有问天梦天叩问苍
穹、神十四神十五乘组天宫会师的太空浪漫，有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稳住经济大盘的快人
一步，有乡村振兴路上不懈前行的喜人收获，有疫情跌宕起伏中城市烟火气的温暖回归，更
有共同抗击疫情、守护人民健康的同心协力……这一年来，我们观察记录了大时代的恢宏
场景，也写下了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奋斗与感受。辞旧迎新之际，本报今起推出“我们笔下的
2022”特别报道，回望这一年我们报道的那些值得铭记的镜头和故事，让我们记住2022
留给我们的感动与启示，重整行装再出发，奔向更加充满希望的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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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医护人员奔赴海南，支援方舱管理工作。（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莉 摄

我们笔下的

2022

▶上接1版 以特色为竞争力、创新为驱
动力，连云港正持续发力重点打造石化、
新医药等10条重点产业链，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站上中高端。

今年11月底，由江苏康缘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散寒化湿颗粒
正式开售。公司智能化颗粒剂生产线，每
条日均可生产颗粒剂12万袋。随着机械
手臂来回移动，一包包散寒化湿颗粒、杏
贝止咳颗粒等抗疫药品被装盒、装箱，运
往全国各地。

作为连云港重点打造的世界医药产
业高地的医药品牌和城市名片，如今“中
华药港”已汇聚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豪森
药业、康缘药业等200多家医药企业，域
内拥有国家级医药创新载体16家，承担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超100项。

连云港市科技局局长许东方介绍，近3
年全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万亿级
石化基地蓄势待发，千亿级中华药港强势崛
起，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竞争数增幅居全省第
一，12家企业入选省创新型领军企业。

12月14日，连云港市中复连众复合
材料集团厂房内，工人们正在两排形似铁
轨的框架结构内为一件112米长的风电
叶片铺层玻璃纤维。4个月前，一件全球
最长的123米风电叶片在这里成功下线，
这也是企业今年以来下线的第四款长度
超过百米的叶片。“对叶片‘长度极限’的
一次次突破，源于企业始终坚持自主创
新。”公司副总经理王彤兵说。

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海洋能资
源，连云港以企促产、以产成链、以链成
群，一座绿色发展新港城正在加速崛起。

让山海和谐交响、文明协调发展

蓝天碧水，鸥鹭翩跹。仲冬时节，位
于徐圩新区的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依旧
绿草青青，只有蜿蜒的管廊和各种装置组
成的“钢铁森林”在提醒来访者，这里是国
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

“今年6月末，我们在新区发现了20多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徐圩新
区生态环境质量管控中心，执行主任张挺耸

高兴地和记者分享着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最
新数据：10个主要水体共有水生和浮游植物
437种、浮游和底栖动物616种、鸟类90多
种。东方白鹳、震旦鸦雀等一批国家一二级
保护鸟类与“钢铁巨龙”做起了邻居。

一个超大型的化工基地，为何成为珍
稀鸟类的心仪之地？“发展和生态从来不
是二选一，徐圩新区始终将新发展理念镌
刻在石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让
发展和生态共赢共生。”徐圩新区党工委
书记石海波说。

集体系建设、环境治理、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环境质量管
控中心，已成为徐圩新区的贴心“环境医
院”，为建成国内化工园区绿色发展示范
标杆保驾护航。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这
个强势崛起的“石化之城”，正是新时代连
云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
缩影。以山海特色为神韵、蓝绿交织为底
色，连云港正一笔一画绘就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港城新画卷。

沿着大桅尖路向西行驶，连云区宿城
街道留云岭村，村如其名，宛如一座远离
尘世喧嚣的世外桃源。乘着创成省级特
色田园乡村的“东风”，留云岭村正大力整
合山、水、云、雾特色资源，发展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农耕体验、创意农业。“最近村
里1000平方米的品茶鉴水体验中心基本
完工，囊括了标准化茶叶加工产房和特色
山泉水生产线，同时打造观光式体验模
式，让游客对云雾茶有更直观感受。”留云
岭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雨楠说。

马士光表示：“连云港生态资源丰富、
自然禀赋优越、历史文化深厚，有条件也
有责任在生态绿色发展、构建文明和谐上
闯新路、做样板。我们将以山海特色为神
韵、蓝绿交织为底色，构建系统完善的城
市绿脉，深化生态保护修复，高水平打造
新时代公园城市。”

逐浪前行海天阔，击鼓催征稳驭舟。
肩负重大使命的连云港，当下正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一座繁荣
兴旺、宜居宜业、和谐幸福的现代化港城
正向我们阔步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