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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
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中秋小
长假运输自9月12日起至9月15日
止，市民出行火热，其中探亲流占了
较大比例。我市公路客运日均投入
运 力 620 辆/26969 座 ，日 均 发 送
1494 班次，总计安全发送旅客约
10.5 万人次，其中 9 月 12 日为出行
高峰，当天发送旅客达3.5万人次。

据了解，由于今年中秋小长假
天气晴好，市民出行需求旺盛，虽然
出行总人数较去年略有小幅下降，
但总体态势良好。今年中秋小长假
较去年有所提前，出行旅客以探亲

流为主，此外旅游流和学生流也占
一定数量。

镇江汽车客运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客运站日最高客流突破1.5万
人次，日均客流达到 1.1 万人次，较
平常客流翻了一番。从客流流向来
看，中秋出行我市主要以短途客流
为主，班车客流方向以省内南京、淮
安、扬州、泰州及镇江往返丹阳、句
容、扬中三个辖市为主。为保障旅
客出行，全市各客运站投入加班车
约 100 个班次，加班方向也以主要
客流方向为主。

为充分发挥公路客运衔接保障

作用，节假日期间，我市候机楼衔接
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等机
场班线发送旅客约 980 人次，衔接
镇江南站、镇江站的扬州定制班车
发送旅客日均约 640人次。为方便
丹徒大学城学生出行，节假日期间
新开校园班车10多个班次。

昨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返程高峰客流大增，因沪宁城际
动车车票售罄，许多旅客转而从公
路出行，江天集团开往沪宁线的加
班车又临时增加 3 个班次，增加发
送旅客达150多人次。

（佘天毅 徐成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镇
江长江大桥南岸施工现场了解到，
在这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里，大
桥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奋战在一线
工地上，大桥建设稳定推进。为了
丰富一线施工人员的文化生活，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连镇铁路
镇江长江大桥项目部举办趣味文化
活动，受到职工们的欢迎。

趣味文化活动可谓是丰富多
彩，热闹非凡，不仅有赏诗、作诗和
书画活动，还有各类趣味比赛，投飞

镖、定点投篮、趣味保龄球、吹气球、
套圈圈等，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喜
笑颜开，成绩好的都有精美奖品，名
落孙山的也有纪念奖。活动现场成
为欢乐的海洋，附近村民也被热闹
气氛吸引过来。 （涂成伟 沈湘伟）

中秋佳节大桥建设稳步推进

一到傍晚，镇江新区大路镇小港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就
热闹起来，室外的文化广场聚集了跳广场舞的阿姨和玩游戏
的小孩，社区的文艺骨干们在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内，愉
快地张罗着最近的演出。近年来，随着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的与日俱增，我市下大力气整合全市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编实织密市、县、镇、村“四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10里文化圈”初
步形成。

完善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按照尽量靠近居民区的原则，镇江全市
665个行政村（社区）全都建成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成为
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每个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都达到省级建设标准，均做到“八个一”，
即有一个标志牌、一个宣传栏、一个图书分馆或图书室、一个
多功能室、一个文体活动室、一个书画室、一个室外综合文体
广场和一套文体设施设备。

文化广场建设向自然村、新建小区延伸，打造“老百姓身
边的文化广场”。截至 2018年底，全市以法治、生态、历史、
诗词、双拥、健身、计生等为主题，共建文化广场 1003个，实
现全市城乡全覆盖，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全市每年
以春节、元宵节、七夕、中秋、国庆等传统节假日为主题，集中
举办广场主题文化活动、文娱休闲活动万余场，惠及百姓90
余万人次。

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让“小堡垒”发挥大作
用。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党和国家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前沿阵地。镇江全市
56个镇（街道）均建有综合文化站，站内功能厅、展览室、培训
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均免费向公众开放，提供文艺辅导、
科普教育、展览展示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成为文化乐民的

“好地方”和文化惠民的“服务站”。2019年上半年，根据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镇江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专项治理工
作，采取完善设施功能、健全服务项目、公布服务目录、增强
经费投入、配齐工作人员、落实错时开放等长效治理措施，补
齐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短板”，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

开展“文化强基”工程，让文化成为精准扶贫的“加速
器”。目前，包括丹徒区上党镇盘荣村等在内的11个经济薄
弱村，均已拿到 8万元经济补助，有的村新购了电脑、图书、
书柜，有的置办了演出服装，有的文化礼堂安装了全彩电子
显示屏，有的文化广场新搭建了舞台，在实现精准扶贫的同
时，也极大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面推进“文化在线”项目，实现文化产品供给“一机在
手，不受时空限制，和老百姓零距离”目标。参照“淘宝网”
经营模式建立“淘文化网”网上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交易平台，
实现了文化团队上网当“店主”，群众网上选演员、淘节目，政
府根据百姓需求购买文化服务的营运模式。目前，“淘文化
网”已提供 77个文艺团队的 350个节目供百姓选择，2019年
上半年演出30多场，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提升公共文化馆图书馆服务效能，让公共文化服务的触
角延伸至老百姓“家门口”。注重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全市公
共文化馆和图书馆均设置特殊人群活动区域和服务项目，针
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
生活困难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场馆对外来务
工人员“零门槛”开放，每年举办全民艺术普及“六进”活动、

“文心”系列公益培训、镇江市少儿故事大赛、“带一本好书回
家过年”等文化活动。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初见成
效，镇（街道）文化站作为文化馆分馆、图书馆分馆的建成率
分别达到96%和100%，实现乡镇（街道）图书室、农家书屋全
覆盖，并建有企事业单位、学校、军营等分馆，形成辖市区文
化馆图书馆为龙头，全
市图书馆分馆、文化馆
分馆均衡分布的格局，
方便群众就近参加文化
活动，享受丰盛的“文化
大餐”。

（朱秋霞 王佑嘉）

城市“15分钟文化圈”
和农村“10里文化圈”已初成

文化阵地为百姓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京江晚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加快构筑区域竞争制
度新优势，培育和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助力实体经济繁荣发展，目前，
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三楼的综合
服务区得到不断完善。

市政务服务中心 e办事服务中
心于6月17日正式承接南京银行镇
江分行新大楼装修项目代办服务工
作，并联推进，专人陪同，项目已取
得显著进展，目前已进入施工许可
阶段，开展施工图审查、合同备案、
质监安监报监、施工许可证核发等
工作。

为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速增效，
按工程建设项目办理流程及项目特
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明确
10个节点办理事项及一次性告知材
料清单，为项目定制流程图，供镇江
分行参考项目整体时间进度安排。
事项办理周期由 62 个工作日压缩
至39个工作日内。

e 办事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晓寅

介绍，如今，在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有一个大的综合窗口，根据全新的
机构改革部门设置，比如市场监管
局就专门设置了一个综合窗口，不
仅有商事登记，也涵盖食品、医疗器
械许可、药品许可这一块，另外还包
括原质监服务事项等等。

杨晓寅还说：“协信星光时代
广场协议入驻广场的商户约 180
户，其中 129户已办理了证照，约
50户还在完善手续中。本周我们将
制定办理证照及报批工作的推进方
案，对已办理证照的商户提供报税
等后期运营方面的服务，对仍在办
理的商户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辅
导；对未开业的商户，将会同相关
审批部门，提供集中报批服务。”

由于京口区、润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设立单独的综合收件窗口，
两区收件人员对业务不熟悉，8、9
月份以来，中心派两名商事登记综
合窗口业务骨干前去对两区窗口人
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针对不同

个体和公司类型整理相关收件材料
清单和流程，收件时在一旁指导，
确保收取材料完整、规范，避免办
事群众重复跑腿。

工程建设项目综合受理区，对
应着服务的窗口。比如一个项目报
批报审有 20多个事项，直接到综合
受理区，不需要到窗口即可实现网
上办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
环境局、住建局等建设条口的行政
审批事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房
地产项目都可集中在政务服务中心
的综合服务区域办理了。

据了解，截至今年 8月底。总
办件量有 27264件,其中 7-8月份四
类帮办代办共计 6548 件：商事登
记一窗受理 4006 件、省政务服务
网帮办 1484 件、工程建设项目综
合受理 585件、社会事务一窗受理
473件。

（孙霞）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三楼有综合服务区域了

中秋天气晴好，探亲流很火热

小长假公路客运发送10.5万人次

日前，古城社区在古城公园举办“共赏古城月 同筑中国梦”文艺汇演。舞蹈《东方红》、独唱《我和我的祖
国》等节目，为居民呈现了一场歌舞盛宴，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王呈 李桂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