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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映峰 林兰）近日，从江
苏省中小学教研室传来喜讯，江苏省大
港中学高三语文组吴萍老师在2022年
全省高中语文课评比中斩获一等奖。

2022年 11月 30日-12月 2日，江
苏省高中语文优秀课评比与观摩活动
在省丹中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课
堂让改变发生”，来自全省 13市的 27
名教师同台竞技，通过课堂呈现江苏
高中语文教学变革的状态，共同探讨
语文教学的真谛。

吴萍此次参赛课文，选择了蒲松

龄的文言短篇小说《促织》。她以“给
文坛领袖王士禛写推介信”作为主任
务结构课堂，引导学生运用浅近雅洁
的文言梳理情节，通过“大团圆或悲凉
意味”以及幻化手法等驱动型问题的
讨论，引导学生探究文本、邂逅心灵。
吴萍凭借科学严谨的教学理念、精巧
新颖的课堂设计、真实丰富的课堂生
成，荣获一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市高中
青年教师的综合素养和精神风貌。

吴萍现为省港中高三语文备课组
长、丹徒区高三语文学科专家组成员。

本报讯（王召根 方良龙）经过为期两年的调
查，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陆域生物“家底”
摸清：共发现陆生物种534种，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整
体状况属于中等水平，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物种较
丰富，特有属、种较多，局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呈现高
度丰富。近日，调查单位提交的《镇江长江豚类省
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及保护对策示范研
究成果报告》通过专家组验收。

2020年，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与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申报了江苏省林业
科技创新与推广项目，启动镇江豚类保护区陆域生物
多样性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地点位于镇江长江豚类
省级自然保护区陆域及岸线湿地范围，涵盖镇江市润
州区、丹徒区和扬州市广陵区，项目实施区域总面积
为16.62平方公里。旨在重点掌握豚类保护区内陆域
生物资源现状，分析生物多样性变化因素，为制定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政策措施，提升保护区内生物
多样性保护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此次调查，调查人员共发现高等植物野生种73
科182属272种。其中，焦北滩植物的物种数量、多
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明显高于江心洲、高桥等
其他区域，说明焦北滩的植物多样性较高，这主要是
因为焦北滩具有次生林、湿地、内部河流等多种生境
类型，较保护区其他区域生态修复程度高，人为活动
干扰很低，使得该区域成为野生动植物良好的栖息
地。调查还发现了 7种国家级保护植物，分别是苏
铁、银杏、水杉、胡桃（核桃）、樟、榉树和野大豆。其
中，野大豆为此次调查发现不多的野生珍稀种群，为
国家重点保护珍稀野生植物、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陆生脊椎动物方面，此次调查共记录两栖动物1
目3科4属5种，分别为泽陆蛙、中华蟾蜍、金线侧褶
蛙、黑斑侧褶蛙、饰纹姬蛙；实地发现6种爬行动物，
分别为多疣壁虎、赤链蛇、乌梢蛇、红纹滞卵蛇、黑眉
锦蛇和短尾蝮；调查到鸟类128种，其中东方白鹳、白
鹤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琵鹭、小天鹅、
鸿雁、棉凫、鸳鸯、黑翅鸢、黑耳鸢、凤头鹰、赤腹鹰、
松雀鹰、苍鹰、灰脸鵟鹰、普通鵟、红隼、灰背隼、红脚
隼、游隼、水雉、小鸦鹃、纵纹腹小鸮、长耳鸮、白胸翡
翠、云雀、画眉、震旦鸦雀等25种鸟类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实地调查到哺乳动物共计11种，
其中刺猬、草兔、华南兔、黄鼬、狗獾、猪獾6种已列入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

此外，此次实地调查共采集到陆生昆虫物种数
112种，隶属于10目56科108属。

“总体而言，调查区域生物种类较丰富，包含部
分较珍稀的物种，暗示较为良好的生物生存环境，重
点保护对象——长江江豚被发现的数量和频次也比
以往大幅增加。”课题验收专家组组长，江苏大学环
境与安全工程学院院长、环境生态研究所所长杜道
林教授认为，几年前豚类保护区内违规建设的大江
风云和农业种养殖项目，不仅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
面影响，而且可能导致外来生物的入侵。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指出相关问题后，违法建设最终被取
缔，并同步实施生态修复。经过此次调查发现，保护
区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修复，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也
得到了恢复。“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调查发现
部分外来入侵物种等，这些都说明了豚类保护区内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尚未得到根本
性的恢复，因此还需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

本报通讯员 杨小敏
本报记者 林兰

日前，记者从京口区人社局
获悉，近期，京口人社系统将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重
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大政治责任，以保障
重点群体就业、健全就业创业政
策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完善
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等为工作重
点，多措并举，打好充分就业“组
合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记者了解到，京口人社系统开
展“四项八进”活动，积极落实各项

“援企”优惠政策，成立“稳就业”工
作专班，向入驻企业宣传稳岗返
还、社保补贴等多项政策，确保符
合条件的对象按时足额享受补贴，
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京口人
社还联合区工商联举办了银企对
接交流会，邀请中国银行京口支行
向辖区企业介绍“苏岗贷”融资业
务。去年以来，京口人社已审核发
放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1438万

元、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
保补贴32万元、小微企业招用高
校毕业生社保补贴79万元、公益
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34万元。

京口人社精准实施就业援
助，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落
实2022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
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举办“2022
年京口区稳岗留工暨‘就业援助
月’专场招聘会”“2022年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开展
2022 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实名制调查工作。

此外，京口人社搭建企业用工
平台，着力提供用工保障。全面开
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先后举办

“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就’在
京口——百企千岗”“民营企业网
络招聘周”等11场线上线下招聘
会，服务企业325家，提供就业岗

位近 6500个。加强校企定向招
聘，组织有一定数量用工需求的企
业参加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镇
江航院校园招聘会，帮助企业吸
纳、储备专业对口的本地技职校毕
业生，缓解京口区企业缺工问题。

记者采访获悉，京口人社持
续开展用工监测，着力精准服务
企业。扩大重点企业用工监测
范围，将全区用工监测企业从 30
家扩大至 100家，区、街道、社区
三级联动，形成重点用工企业、
重点产业链企业、新引进落户企
业用工监测网络。走访企业，帮
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组织辖
区重点用工企业赴云南昭通、湖
南常德、陕西渭南开展劳务对
接，不断拓展外来劳动力引进渠
道，引导优质劳动力、技职院校
毕业生来京口就业。

本报记者 俞佳融

冬至那日后，家里人陆续发烧，
并出现各种症状，我作为一个已经感
冒了两个星期的人，流着鼻涕，带着
体内早已奋战多时的抵抗力，打扫完

“感冒病毒”的战场，准备迎接“新冠
病毒”来袭。

不过，面对家人出现的高烧、“水
泥鼻”“刀片嗓”等典型的新冠症状
时，我除了眼眶疼、全身酸痛之外，始
终没有其他症状来袭。因精力尚好，

还被调侃为天选“烧饭人”。
确实，这段时间，烧饭手艺突飞

猛进，腊肠菜饭、咖喱牛腩、椰子鸡、
葱油拌面……把各种自己想吃又吃
不到的菜试了个遍；盐蒸橙子、红糖
葱姜茶、冰糖雪梨……把网传各类
缓解症状的“偏方”也一一尝试。经
实践，盐蒸橙子毫无用处，浪费一颗
橙子天然的新鲜维 C 不说，味道实
在古怪；红糖葱姜茶喝下去暖心暖
胃，头也没那么疼了；冰糖雪梨好喝
又止咳，古方流传至今成为开架版

饮料确实有一定道理。
由于没有抗原检测试剂，也不想

去外面排队做核酸检测，所以我一直
对自己是否中招处在“薛定谔”状
态。一开始为自己的免疫力沾沾自
喜，难不成是传说中的“天选无症
状”？不过，虽无发烧，但有一个脆弱
的上呼吸道，看着自己擤得堆成小山
的餐巾纸也不敢放肆。

新冠症状有哪些？网友调侃，第
一个症状就是：不停地在网上搜索各
种新冠症状，并且一一与自己对比。
这个时候离“中招”也就不远了。

直到家人陆续退烧、各类症状也
减轻时，2022年12月24日，我的眼眶

疼蔓延到两耳疼、后脑勺疼，喉咙的异
物感越来越强。似乎病毒一直在寻找
薄弱环节，并不停发起进攻。我对比
了一下，和5天前家人的症状一模一
样，同时，作为一个“老感冒人”，扁桃
体肿大就是身体抱恙的“敲门铃”。如
无意外，我要进入“高烧”环节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身体就以高
烧吹响了进入病程的冲锋号。好在，
全家人都已慢慢康复。我虽中招，他
们却早有了经验。比全家人“慢一
拍”的我，获得了家人们独一份的关
注。此时，轮到我“享受”盐蒸橙子、
红糖葱姜茶、冰糖雪梨……我只需再
次相信体内的抵抗力，静待康复。

记者的抗“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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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沁 黄楠 朱婕）近日，
随着镇江市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合闸”
命令的下达，110千伏美科变电站顺
利送电，至此扬中地区投运的 110千
伏用户变电站增加至8座。

江苏美科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扬中市经济开发区，以生产光
伏单晶硅片为主。美科35GW大尺寸
绿色高效超薄单晶硅片项目分三期实
施，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
售 180亿元。110千伏美科变电站承
担着整个项目的供电任务，是整座工
厂运转的“能源心脏”。

为保障美科太阳能生产线顺利投
产，扬中市供电公司主动服务，第一时
间组建强有力的专项服务团队，统筹

进度、明确责任、解决难题，以最简流
程、最优方案、最快速度为客户提供用
电方案，完成设计图审、工程中间检
查、竣工验收。

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不少员工陆续居家隔离，这对原计划
2022年 12月 26日送电的 110千伏美
科变电站带来不小影响。为保证变电
站顺利投运，扬中市供电公司迅速启
动应急机制，从“现场服务”到“线上服
务”，横向联动多部门、多专业协同，召
开线上视频协调会 5场，协调解决了
保护装置接地、计量柜、保护调试等难
点问题 10个；纵向贯通工作流程，多
个环节同步实施，最终在多方通力合
作下提前3天完成了送电任务。

本报讯（杨泠 吴家祥）2023
年的第一天，市肿瘤防治与康复
协会康复志愿者带着市政府、市
慈善总会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分
头前往江大附院、市一院、市中医
院的肿瘤病房，看望近 200名住
院肿瘤患者，向他们送上新年的
问候，用“新年第一缕慈善阳光”
温暖肿瘤患者的心。

因疫情防控需要，“新年第一
缕慈善阳光”行动简化形式。早
上 9点不到，市政府相关方面负
责人与市卫健委、江大附院、市一

院、市肿瘤防治与康复协会相关
负责人一行，在江大附院参加活
动。在医院肿瘤治疗中心门口，
慰问组一行了解了今年“新年第
一缕慈善阳光”行动的具体内
容，托志愿者将祝福带给肿瘤患
者。随后，由志愿者或病区护士
进入病房，将一枝鲜花、一封慰
问信、一份节日慰问礼和一本抗
癌知识读本转交到每一名住院
肿瘤患者的手中。

面对真情慰问，住院患者及
其家属纷纷表达感谢，表示会直

面人生，增强战胜癌魔的信心。
自 2004年元旦开始，市肿瘤

防治与康复协会组织康复志愿者
迎着新年第一缕阳光，走进肿瘤病
房，给肿瘤住院患者带去温暖与希
望，至今已走入第20个年头。20
年来，我市已有 5000多位住院肿
瘤患者在新年伊始收到了这份温
暖。2011年开始，市慈善总会参与

“新年第一缕慈善阳光”行动。13
年来，慈善总会支出慈善慰问金80
余万元，2000多位肿瘤住院患者得
到了社会关爱。

（上接1版）
在镇江先锋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新落成的生产车间内，一
台台生产设备正在高速运转。
公司负责人朱顺云表示，近几年
企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已获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正在向专精特

新企业迈进。作为二级供应商，
该公司的下游企业多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一级供应商。由于其
在产业链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向
银行融资也更便捷。江苏银行
镇江分行客户经理曹彬介绍，

“金链”行动中，该行瞄准该企业

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上的重
要节点位置，开展授信支持，目
前已向其融资贷款8750万元。

从“金链”行动启动仪式上
总授信金额 322.42亿元，到如今
有力支持全市经济发展，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在金融支持下，市场信心不断增
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镇江
新实践的生动图景。

“金链”行动，为发展聚力添薪

（上接1版）实现产品从研发、设计、生产，再到
供应链、售后服务等全流程监测与管理，打造
高服务附加值的医疗器械产业。

历时数年锲而不舍的推广，服务型制
造在镇江工业企业中从最初的试水到如今
的落地生根，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
的创造力。近年来，除推广发展工业设计
中心，我市还加快落实全市服务型制造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制造企业向服务
型制造转型升级，发展省级服务型制造示
范企业（平台）16家，22家企业入选市级服
务型制造培育库、18家企业入选工业设计
中心培育库、8家企业入选工业设计优秀
产品（作品）培育库。

服务型制造蔚然成风，深谋划、快推进时
不我待。市工信局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新型工业化，
把发展服务型制造摆在突出位置，继续推进
服务型制造培育，加强宣传推广，搭建融合平
台，向“四群八链”企业聚焦发力，充分发挥政
策扶持的托力，推动镇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
造转型，进一步提高镇江制造的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制造与服务全方位、
宽领域、深层次融合发展格局。

深度融合，
走好新型工业化之路

（上接1版）2021年以来，我市出台
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和《“爱育镇
江”系列普惠托育项目实施方案》，
组建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专家库，出台镇江市地方标准《婴
幼儿日间照料托育机构服务规范
（DB3211/T1048-2022）》，推行《镇
江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合
同规范指引》。去年，全市新建普
惠托育机构21家，先行先试建设
14所成长小屋。截至目前，我市每
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提高至3.57个，现有各类托育机构
221 家，可提供托位达 1.15 万余
个，机构数和托位数均较2020年
同期翻一番。

为做好、做足老年服务，全面
推进健康老龄化，市卫健部门将
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作为首
要任务，以“四个一点”为抓手，持
续推进医养深度融合，为老年人
提供健康期预防、患病期治疗、康
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
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持

续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改善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健康预
期寿命。去年，建成全国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 3个、省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26家，省优秀等级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 10家。继续开
展 65岁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项
目，惠及全市35.5万名老年市民。

健康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
重要基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条件。我市常态化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截至2021年底，镇江、句
容分别获评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
板市和县级样板市，句容、扬中顺
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新建国
家卫生镇2个、省级卫生镇1个、省
级卫生村8个，省级健康镇1个、省
级健康村（社区）39个。人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
至91元，全市731个村（居）民委员
会全部设置公共卫生委员会。

在推动医院建设提升质效方
面，市卫健部门紧紧围绕群众需
求，聚力高水平专科建设，聚能高
质量发展潜力，优质医疗服务不

断扩容。去年，市卫健部门依托8
个市级专病专科联盟和20个市级
基层特色科室孵化中心，推动专
业技术人才联动和分级诊疗落
实，全-专联合门诊接诊 4.5万人
次，康复联合病房收治上级医院
下转康复期病人758例。建成省
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2个、省
社区医院 2个、省甲级村卫生室
10个，79.1%的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拥有至少1个省、
市级特色科室，新增达到国家推
荐标准基层机构3家、基本标准机
构 4家，达标率累计 97.01%。在
全省率先建设2个市级中医临床
研究中心，43项中医药服务项目
价格调整幅度超 20%。实施“金
山英才”医学领域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引进7个医学领军人才团
队、15名全职骨干博士。实施“金
山医者”医学领域人才培养计划，
培育本土医学人才41名。

下一步，市卫健部门将精准
对接人民群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
和健康安全的新需求新期盼，努
力为全人群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
务，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市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落地生根。

增进民生福祉 擦亮健康底色

（上接1版）

给停车管理定“规矩”
提升城市文明

有了停车位，如何提升服务和管理水
平？2022年10月1日，《镇江市市区机动车停
车场管理办法》出台，有效期至2027年9月30
日止；2013年4月26日市政府发布的《镇江市
市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由市城管局牵头启动的新《办法》修订
工作，并成立起草小组，经多次赴兄弟城市
学习借鉴、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专家
论证会听取修改意见、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等，并反复修改完善，形成的新《办法》，践
行“城管为民，为民管城”理念，坚持充分利
用和挖掘停车资源，强化机动车停放管
理。重点从鼓励挖掘停车资源，推广停车
资源开放共享，鼓励停车场建设，优化土地
供应，鼓励停车场经营者、管理者购买商业
保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停车场建设等六
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修订。

给停车管理定“规矩”的同时，多措
并举保“秩序”。《镇江市市区机动车停车
场管理办法》施行以来，细心的市民已感
受到了一些变化。在去年国庆节前后，根
据新《办法》提出的“推广停车资源开放共
享”措施，在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市路灯管
理处、智慧停车牡丹园停车场、智慧停车
黄山东路中段东侧停车场、市第三中学 4
家单位 5个内部停车场试点共享泊位，已
对市民开放了 174 个错时共享停车位。
停车有序，给居民的出行带来舒适的生活
体验，更体现了城市文明的提升。

挖掘盘活停车资源
让停车不再难

一方面有效利用闲置的公共空间，积
极建设更多的停车设施，另一方面合理引
导停车需求，严格规范停车秩序，我市通过

“开源”+“节流”的方式提高城市道路通行
效率，解决停车难问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主城区共有停车泊位约 21.2 万
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仅有 3.7万个，但是
保有机动车数量已达 17.7万辆，尚不能满
足出行需要。尤其是老旧小区、医院、学校
等重点区域停车难的现状有待进一步缓
解。此外，乱停车现象依然存在，管理水平
和智能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破解停车难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
个人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市人大常
委会要求，要深度挖潜，全力提升主城区
公共停车泊位总量；要加强管理，提升管
理的精细度；要更新理念，推动停车泊位
共享开放；要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停车管
理的智能化水平；要加强宣传，持续浓厚
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社会氛围。

多措并举，
让城市停车更从容

天选“烧饭人”：“慢一拍”也挺好

扬中又一110千伏变电站投运
保障产业项目用电无虞

扛起重任 多措并举

京口人社打好高质量充分就业“组合拳”

本报讯（许凯 李娜 方良龙）日前，
总投资10亿元的华润（镇江）新能源有
限公司宝堰项目在宝堰镇开工。

渔光互补发电项目通过板上光伏
发电、板下渔业养殖，实现乡村振兴和
新能源开发的完美契合。该项目作为
华润电力在镇江地区的第一个渔光互
补 新 能 源 发 电 项 目 ，规 划 容 量
130MWp，总投资约 10.01 亿元人民
币，预计外资 2500万美元，已实到外
资1500万美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发电量 1.6 亿 kWh，每年可节约标煤
约4.8万吨、减少氮氧化物约90吨、减
少颗粒物产生量8000吨、二氧化硫约
900吨，并减少大量的废水排放，环保
效益十分显著。

宝堰镇党委书记张彦表示，渔
光互补发电项目建成后，每年能为
群众增收总额约达108万元，涉及到
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将增加 180万
元，加快了宝堰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
步伐。

省港中高三语文组吴萍老师
斩获江苏省高中语文评优课一等奖

“新年第一缕慈善阳光”温暖肿瘤患者的心

赋能绿色发展 带动乡村振兴
10亿元渔光互补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