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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张艺馨 史俊文

1月15日，雪后初霁。上午7点，
徐州市贾汪区大景山滑雪场内场经理
林海城开始了一天工作：穿上工作服，
检查雪道，查看雪具情况。

9点，确认魔毯、雪道安全后，滑
雪场开始对外营业。指着雪道上一条
条细脊，林海城告诉记者：“这是‘面条
雪’，在‘面条雪’上踩板滑行被称为

‘吃面条’，是最让滑雪爱好者‘上头’
的体验之一。”

为确保游客每天都能“吃面条”，
雪场晚上9点结束运营后，林海城就
要带着工作人员，启动30台造雪机，
连夜整理雪道，并根据场地和气温条
件进行补雪、压雪。“造雪很有讲究，要

综合考虑天气、湿度、风力等因素。”林
海城善于研究，对于造雪的门道了然
于胸。

“造雪机将水变为雪喷洒到雪道
上，这仅完成了第一步。”林海城介绍，
造雪机在场地覆雪后，压雪车开始登
场，通过压雪车将雪铺开压实，有需要
补雪的地方就继续喷，压雪车再上阵，
雪道上才会出现“面条雪”。

10时40分，江苏省冰雪大联欢
暨贾汪区第四届冰雪文化节活动在
这里拉开帷幕，点燃了现场近千名
游客雪上运动的热情。此时，南京
姑娘王雅已经畅快地滑了几个来
回。“在南京只能体验室内滑雪，而
室外滑雪过程中亲近大自然的感
受，让我特别‘上头’。”王雅说，每
年冬天她都要来徐州，在雪场里

“泡”两天。“这次，我准备尝试单板
滑雪，体验驾驭单板飞驰在冰雪上
的畅快。”

记者了解到，贾汪冰雪运动资源
丰富，冰雪设施较为完备，全区拥有
室外滑雪场地3个，场地面积超10万
平方米，具备滑雪道、雪圈道、雪地摩
托等雪地运动项目，能满足不同滑雪
爱好者的需求，年接待游客量超10
万人。

“抓住我的手，膝盖自然弯曲，身
体保持前倾……”雪道上，雪场教练王
旭正在向一名小朋友传授下坡技巧。
雪上运动越来越受群众青睐，来雪场
请教练学习滑雪的人数也逐年递增，
大景山滑雪场内配备的教练已由去年
的30名增长到50余名。

“雪场设有初中高级雪道各一

条，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每年
我们都会组织冬季滑雪节、滑雪冬
令营等活动，带动数千人熟悉、体验
冰雪项目。”大景山滑雪场负责人高
明说，目前，在雪场学习滑雪的学员
中，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最大的超
过 60岁。“滑雪是一项健康、有趣、
亲近大自然的运动，希望在我们的
带动下，能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运
动中来。”

“发展冰雪运动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贾汪区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睿表示，新春佳
节，他们将充分发挥区域和资源优
势，推动冰雪旅游产业资源的整合规
划，实现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让越
来越多的人爱上冰雪运动。

滑雪迎新年，“滑”出新花样

□ 本报记者 史伟 通讯员 沈晶晶

“崇福叔，尝尝这个肉丸，这次煮
的特别软糯，正好适合您。”志愿者叶
梦宇一边给85岁的社区老人周崇福
夹肉丸，一边问起老人的近况。

1 月 13 日中午，在宿迁市宿
豫区仰化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内，仰化社区老人齐聚一堂。肉
丸、酸菜羊肉、家常小炒……志愿
者们将准备好的适口饭菜端上
桌，社区书记叶梦宇给老人倒上
茶水上完菜后，坐下来一起边吃
边聊家常。

“我家窗户最近有点漏风，盖
着厚被子，睡觉时还是能感觉小风
嗖嗖的。”“我明天中午去给您打点
胶封上，春天再揭下来。”……老人
们跟叶梦宇熟，对他知无不言，叶
梦宇一边耐心用手机录音记下问
题，一边细心给老人夹菜。

仰化镇距离城区较远，一些年轻
人选择进城居住或者打工，留守老
人、独居老人较多。通过“小饭桌”，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与老人进行结对，
随时关注老人，及时了解并解决他们

的急难愁盼。
“我们在全镇开展这样的‘敬老

小饭桌’志愿服务活动，切实了解老
年人的需求，解决他们的困扰。”仰
化镇宣统委员徐斌斌介绍，仰化镇
每个村居、社区每月至少举行一次
这样的活动，支部书记、志愿者们与
社区老人一同坐下来吃饭、拉家常，
拉近与老人之间的距离，切实了解
老人的需求。

“饺子来喽！”社区志愿者姚自
强、王义桃将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饺
子端上桌，细心盛到老人的碗里，“大
家多吃点，锅里还在煮，多着呢！”

“社区的志愿者小姚真不孬，小
伙子勤快又热情。”看着忙里忙外的
姚自强，74岁的独居老人夏艾书笑
着拍拍姚自强向众人说，“他给我理
发、陪我拉呱，还帮打扫卫生，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贴心！”老人看着志愿者
们忙碌的身影，心里乐开了花，笑容
挂满脸颊。

餐厅旁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内，社区志愿者江南、朱娇正忙着
包饺子、煮饺子，饺子香飘满整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

“敬老小饭桌”温暖空巢老人

□ 本报记者 严 磊

4条长桌拼成一个“口”字形，
四边坐着南通开发区重点企业负
责人与该区各级机关部门领导干
部。1月 12日召开的这场虎年尾
梢、2023年伊始的企业家座谈会，
与会人员像老朋友见面握手寒暄、
喝茶谈天。

“其实不久前，我们才刚刚见
过。”中天科技集团总裁薛驰感慨。
2022年，他一共参加了该区3次座
谈会，交流企业如何稳增长、提质增
效，如今一年的亮眼答卷已经完成。

“预计去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59.2亿元，规模工业产值1843.7
亿元，服务业应税销售1800亿元，外
贸进出口完成700亿元……10个重
要经济指标列全市第一、5个重要经
济指标列全市第二。”当南通开发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晓红宣
布这组数据时，掌声经久不息。

已落户开发区5年的阿里巴巴
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刘倩向大家展
示来自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和阿里
研究院，针对阿里平台上2000多家
内外贸企业的调研数据：到去年三季
度，南通开发区外贸进出口额实现增
幅25%。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实体经
济的有力支撑，是政企合作的共同成
果。”南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保德林挂钩联系区内的两家
重点企业，常到企业一线走访，看企
业发展需要什么，党工委、管委会能
做什么，牵线搭桥，让资源流动，让发

展加速。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一家本土企业，已扎根南通开发区
多年。企业发展壮大后，上市成了
2022年的一大目标。如今，这一目
标已经实现。“前前后后花了92天！”
公司副总经理夏卫军激动地回忆，

“南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靠前服务；
税务局上门服务股份支付涉税事项；
行审局、自规局、工业招商局等多部
门联动，解决公司募投项目用地；市
场监管局、人才科技局对提升公司科
技属性现场指导……这样的‘保姆
式’服务，让我们对新一年发展信心
十足！”

“政企连心，其利断金。”南通开
发区各部门也纷纷表态，新的一年，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仍是重中之重，将
通过现场走访、专题座谈、日常会晤
等解决企业困难。继续发挥挂钩联
系工作机制以及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作用，继续实施“免申即享”政策，强
化审批改革和项目服务。

当天，南通开发区还拿出《南
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干部挂
钩联系重点企业机制（试行）》政策
文件，文件明确，从该区管委会主
任开始，所有领导班子成员、职能
部门副科及以上人员均精准对接
到企业。这一传统做法，被写成白
纸黑字形成文件，给企业家们注入
强心剂。

政府部门的干事热情“点燃”了
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一幅2023年“你强我更强，你
快我更快”的生动画面已经浮现。

围炉煮茶，政企同心谋发展

□ 本报记者 李鑫津

1月12日上午9点，陈小赟准时
来到扬州市广储门外街36号，敲响
姜秀珍的家门，“阿姨，我过来了，今
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一进门，81
岁的姜秀珍就赶忙牵起陈小赟的手，

“我才把你叔叔弄脏的床单洗掉，你
先坐会儿，一会儿快到饭点帮我择点
菜洗洗就好了。”

2019 年 10月，39岁的陈小赟
经过培训入职扬州市景区颐和文化
养老服务中心，成为一名专为老年
人上门服务的“服务员”。当时公司
就近分配老年人服务名单，姜秀珍
是陈小赟上门服务的首批“客户”。

“那时候虽已经过专业培训，但真正
去到老年人家里干活，心里还是有
点担忧。”陈小赟坦言，怎么跟老年
人交流，怎么服务才能让老年人满
意，万一发生纠纷怎么办……“那时
姜阿姨教会我很多，让我忐忑的心
慢慢平静下来。”

“什么教不教的，将心比心，我们
把彼此当家人，她能每周过来看我们
几次，我就很开心了。”姜秀珍的老伴
和小儿子与她同住，老伴时学义89
岁，去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而小儿
子患有残疾，腿脚不方便。姜秀珍承
担起日常照顾老伴的重担。

从2019年底开始，姜秀珍和老

伴每月可享受15个小时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家务、理发、修
脚等，当地民政部门通过与第三方机
构合作，购买服务来满足老年人需
求。去年由于时学义为失能老人，满
足长护险条件，因此每个月又获得
18个小时上门服务。

陈小赟的月排班表，密密麻麻。
“每月上门服务的就是附近30余户
老年人，总时长280多个小时。”陈小
赟说，干这一行也3年了，很多老人
已经把她当成了家人，有一次凌晨3
点多，一位老人家里水管爆了，老人
直接联系她，她连夜赶过去帮忙。

扫地、拖地、擦桌子、晾床单被套
……攀谈中，陈小赟里里外外忙个不
停。临近中午11点，陈小赟来到厨
房，准备把姜秀珍一家当天要吃的菜
都洗出来。“小赟勤快，不用我提要
求，她自己眼里有活。”姜秀珍说，“家
里的活儿我还做得动就自己做点，其
实我们老年人更需要的是陪伴。短
短2个小时，陪我们聊聊天，就觉得
很幸福。”

扬州自2021年起出台并施行
《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来，大力推进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截至目前，像姜
秀珍一样能够享受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的老年人占比已达老年人总数的
17.77%，培训养老护理员7000余人
次，养老服务保障在不断增强。

“贴心2小时”托起幸福晚年

繁茂的植被披上了“冬衣”，成群的
东方白鹳、花脸鸭在湿地里蹚水觅食，
白琵鹭、鸬鹚在空中盘旋，向同类发出
集结信号……冬季的南京长江新济洲
国家湿地公园，这幅“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生态画卷让人目不暇接。

2020年5月，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内
设立江苏法院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公园管
理中心提供55.96公顷湿地，通过异地补
植等执行方式推动恢复性司法裁判落实。

设立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是江苏法院
深化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改革，不
断创新“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
治理”审判结果执行机制的成果缩影。

2019年，根据江苏拥江滨海、河湖
众多、水网密布的生态环境特点，江苏法
院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设立9个基层
环境资源法庭，跨设区市集中管辖全省
基层法院环资案件，并设立南京环境资
源法庭，集中管辖全省中级法院管辖的
环资案件，创建环境资源审判“9+1”机
制。该项改革被中央深改委办公室向全
国转发推介，被江苏省委政法委评为“全
省政法工作优秀创新成果特等奖”。

理念：“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生命共同体

这场中国法院第1000万场庭审直
播案件——检察机关诉王玉林生态破
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让人印象深刻。

2015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在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在南京老山
林场等地通过非法采矿获得泥灰岩、泥页
岩等合计10余万吨。审理中，被告充分认
识到自身错误，愿意积极赔偿相关损失。

在损失的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上，
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
迎庭后谈到：“以前对这样的案件，我们
认为你破坏了多少山体，就得赔偿多少
的矿产资源损失。但在本案中，我们发
现，被告开山采石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山
体，也破坏了林草，进而影响到了动物
的栖息地。考虑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
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法庭不仅让
被告承担了山体修复的责任，还让被告
承担了动物栖息地损失的责任。”

将判决或调解确定的赔偿、修复责
任着眼于整个生态功能区，让法官们的

司法理念发生变化的，正是江苏环境资
源审判“9+1”机制改革。

2019年6月28日，以南京环境资
源法庭的揭牌为起点，江苏环境资源审
判“9+1”机制正式运行。以生态功能区
为单位设立9个生态功能区环境资源法
庭，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实现全省范围
内以水系流域、生态区域为基础的新型
环境资源审判体制，这不仅有效解决了
环境司法的主客场效应，还克服以往环
境资源司法中生态保护碎片化现象。
例如，设在江阴市法院的长江流域环境
资源第一法庭，就集中管辖了江苏长江
南岸的无锡、常州、苏州、镇江范围内18
个县（市、区）的环境资源案件。

整合“江河湖海”的改革之路本身就
波澜壮阔。“9+1”机制让9个法庭包揽了
原先100多个基层法院对环境资源案件
的管辖权，同时变“13”为“1”，把13个中
级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案件的管辖权集
中到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承担环资案件
审判任务的专门审判机构缩减至11个。

江苏法院克服了新旧审判体系衔
接过程中的重重困难，“9+1”机制运行
以来，以“全流域系统保护、跨区划集中
管辖、三合一专门化审判”为改革核心，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的科学
路径，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区域统筹、综合治理，推动江苏
法院不断强化审判专业化水平，实现环
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全省法院三年审结各类环境
资源案件10525件，其中刑事案件3906
件，8689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568件。审结的“非法捕捞长江鳗
鱼苗案”等6件案件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
案例，“鸿顺公司非法排污案”等5件案件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收录。

创新：以审判促修复促保护
增合力

短短几个月时间，一伙人在长江干

流水域，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绝户网”
非法捕捞鳗鱼苗数量达5000多尾；而
另一伙人，明知鳗鱼苗是他人非法捕捞
所得，仍通过隐蔽的方式，长期统一价
格收购、统一对外出售鳗鱼苗累计达11
万多尾，隐瞒犯罪所得近200万元。

这起在靖江开庭、涉案59人的“特
大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公益诉讼案”，是

“9+1”机制正式运行以来，南京环境资
源法庭受理并开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

该案引发社会关注的是，一审判决
的850万元赔偿责任不仅由非法捕捞
者，即生态环境侵权人承担直接损失，
还要求造成生态破坏的收购者、贩卖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自2016年1月国家调整长江
流域禁渔期以来，全国首例从捕捞、收购
到贩卖鳗鱼苗‘全链条’打击的案件。”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姜立介绍，
“9+1”机制遵循生态环境系统保护要求，
通过全流域保护、全链条打击，促进了法
官审理中环境资源整体保护意识的增强，
推动生态环境损失整体性认定规则、对破
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和生态侵权行为
全链条追责等裁判思路的形成。

环境资源审判的目的不只是惩罚，
更重要的是以审判促修复、促保护，形
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某水务公司向长江排放高浓度废水
和有毒有害污泥、危险废物，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其后公司被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相对该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总额，该
水务公司资产远不足承担赔偿责任。南
京玄武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为避免环境
修复费用无法执行到位，推动各方达成

“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的调解方案。
方案中，该公司用现金缴纳一半的生

态环境修复赔偿费用，剩余费用用于在长
江江苏段完成环境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生
态环保项目的新建、升级和提标改造以及
种质资源保护等替代性修复项目。

谈及该方案，省法院环资庭副庭长
赵黎认为，方案创新了生态修复的执行
方式，既展示了依法从严惩治的司法政
策，又确保了生态环境恢复的及时性，
还促进了企业绿色升级。

“更让人欣慰的是，两年来，该公司
积极履行修复义务，各修复项目遍及长
江江苏全段，用‘一地污染、全域修复’
留住了长江的美丽，体现了‘9+1’机制
保障全流域治理的制度优势。”赵黎说。

全流域治理、系统性修复，“9+1”机
制推动下，全省42个生态环境损害司法
修复基地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青绿”江
苏。新济州湿地公园、连云港海洋牧场、
盐城黄海湿地、骆马湖二湾生态修复基
地，通过劳务代偿、增殖放流、补种复绿、
第三方治理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引导污
染者主动修复环境，落实恢复性司法裁
判。2020年，南京环境资源审判长江新
济洲研究修复基地被列入江苏省委政法
委为民办实事项目。

协同：跨省联动推进长江生
态大保护

2022年11月17日上午，根据《长
三角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协议》，江
苏法院将经过南京环资法庭、东台法院
分别审理，受损地为长江安徽铜陵段的
非法采砂案件185万余元生态环境修
复资金移交安徽铜陵法院，用于涉案长
江段生态修复工作。

东台法院黄海湿地环资法庭庭长
张俊宏表示，东台法院将根据司法协作
要求，会同受损地法院共同监督使用好
该项资金，确保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2022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东台

市法院公开审理并宣判“3·07长江特大
非法采砂案”。该案32名被告人长期
盘踞长江安徽段，3 个月盗采江砂
46765吨，价值达290万元。被告人马
某玉明知江砂系盗采仍收购1700吨并
出售。这 32人均受到法律的严厉制
裁，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32名被告人顶风作案，非法盗采
江砂，不仅导致江砂资源、河床结构破
坏，也势必对长江渔业资源、底栖生物
资源造成损害。”省法院环资庭庭长马
杰谈到，该案系全国法院首次跨省主动
移交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也是长江保护
法出台后，贯彻法条中系统治理、跨地
区协作等最新要求和理念的案件。该
案的侦查、审理、执行和后续的生态环
境修复，都体现了服务保障长江大保
护，贯彻长江保护法打破条条分割、块
块分割，实现全流域系统保护、一体保
护的要求。

以“9+1”审判机制改革为推动，省
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制定贯彻长江保护法
实施意见、长江非法捕捞案件审理指南、
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审理指南，严厉打击
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等犯罪行
为，全面保护长江生物资源、水体安全和
生态环境。与上海、浙江、安徽高院签署
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四省市5
家中院联合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形成长
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渚清沙白显，人退鱼鸟归。随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展开，环境
资源“9+1”审判机制改革的创新成果正
推广到整个长江流域，守护着“水清岸
美”的母亲河，守护着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的美丽江苏、美丽中国。

朱旻 吴铁城

司法之手描绘“青绿”江苏生态画卷
——江苏法院深化“9+1”机制改革推进环资审判高质量发展纪实

16日，江苏大学志愿者来到镇江市凤鸣新村社区，开展“寒冬送温暖 关爱
环卫工”活动，向环卫工人赠送围巾、保温杯等保暖防护用品。

石玉成 申彤彤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16日，连云港市海州区家政零工市场举办以“春风行动暖民心 零工市场
助就业”为主题的首场招聘会，集中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有序返岗。

耿玉和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