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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上午，江苏省委、江
苏省政府和国家铁路集团共同召开北
沿江高铁江苏段开工动员会。当天，
北沿江高铁江苏段正式开工，这意味
着“轨道上的江苏”将再添大动脉。

北沿江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纵八横”之沿江高铁的主通

道，连接沪苏皖，设计时速 350 公里，
江苏段 365 公里、途经 11 座车站。

记者从开工仪式上了解到，北沿
江高铁是中西部与华东地区旅客交通
的重要铁路通道，有利于扬子江城市
群密切与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的联
系，也是长三角城市群骨干城际通道

和沪宁合三大长三角中心城市间又一
条快速铁路通道。

建成后，扬泰通地区前往上海、
南京等地将更加快捷，川渝鄂皖苏地
区直通上海、中西部地区与华东地区
旅客交流有了新通道。

作为国家沿江高铁主通道重要组

成部分，北沿江高铁可谓江苏全省人
民翘首以盼、千呼万唤的一条高铁。
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北沿江高铁江苏段建成通车后，
苏中将彻底融入上海、南京 1 小时高
铁圈。项目总工期江苏段总体是五年，
规划远景年输送能力每年单向 5000

万人。
当天，开工动员会议以视频连线

形式在南京主会场和苏州、南通、扬
州、泰州分会场同步举行。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铁路办）、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沪杭铁路公司、江苏省铁路
集团和沿线五市发言。    杨颜慈 / 文

     9 月 23 日，江苏南京，海底世界一万多尾黄鹂无齿鲹（别名黄金鲹）在
海洋池内时而上浮时而翻转，或聚或散绽放出金色光束，伴随着音乐“起舞”。
图为小朋友被游弋的黄鹂无齿鲹吸引。                                             泱波  摄 

北沿江高铁江苏段开工 
轨道上的江苏再添大动脉

南京海底世界万尾黄金鲹水中

南京：白鹭翩跹入画来

      秋天的盐城大纵湖呈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美景。　
                                                                            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供图  

稻花香里说丰年 江苏泗洪农民丰收节开幕式启动

湖畔芦苇摇曳生姿，岸边绿树绵
延不绝，清澈的水面上不时飞过成群
的鸿雁。近日，游人在江苏盐城大纵
湖感受水乡湿地诗意美景。

大纵湖位于盐城市西郊里下河水
乡。湖面呈椭圆形，东西长 9 公里，
南北宽 6 公里，总面积 30 平方公里，
是里下河地区最大、最深的湖泊。近
年来，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大力推
进湿地公园和湖荡湿地生态建设，坚

持“退”“修”并举，使里下河腹地
的这片湖荡湿地成为鸟类家园，再现
“百万水鸟飞平湖”壮观景象。

一方面，坚持“退”，即退渔还
湖和退渔还湿。据介绍，大纵湖先后
四批次退出围网围垦养殖 404 户，退
出养殖水面 1.86 万亩，完成湖区内
拆网、清障、平埂等整治工作，搬拆
住户 91 户，渔民上岸 50 户，景区安
置就业 42 户，转岗创业 221 户。

另一方面，加强“修”，即湿地
的建设和修复。大纵湖实施引江入湖、
生态修复、污水处理、湖区清淤四大
生态保护工程，维护湖区生物的多样
性，增强湖区生态服务功能，集镇内
居民生产生活污水实现零排放，水质
标准提高到Ⅲ类以上，水生植被覆盖
率达 95% 左右。

湖水清澈，水草丰茂，让大纵
湖中的螺、鱼、虾、蟹类资源丰富，
各种鸟类纷纷落脚。据盐城大纵湖旅
游度假区统计，目前，湖区范围内共
有珍稀动植物种类 378 种，其中鸟类
134 种，包含白琵鹭、黑翅鸢、红隼
等 7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和罗纹鸭、
白眼潜鸭、震旦鸦雀、青头潜鸭等
15 种珍稀濒危鸟类。

绿色转型，生态效益更加显现。
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姜
勇军介绍，顺丰速运公司年均发送
30 万单大纵湖大闸蟹，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景区先后获得政策支持生
态补偿资金 1.2 亿元，成功入选中央
项目库，获批专项政策资金近 8000
万元。景区重点打造的东晋水城项目，
开园以来直接带动近 5000 人就业，
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万人。
                 顾名筛 沈春良 张长虎 / 文

秋分时节，稻香蟹肥。9 月 23 日，
江苏省庆祝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重
点活动·泗洪稻米文化节在宿迁市泗
洪县稻米文化广场开幕。

据悉，作为五个省级重点活动之
一，宿迁市泗洪县丰收节活动以“庆
丰收迎盛会稻花香里说丰年”为主题，
将农民丰收节与稻米文化节进行有机
融合，采取贴近农业生产、农村习俗、
农民生活的方式，同步举办 1+4 活
动（开幕式、农夫集市、农民趣味运
动会、泗洪霸王蟹“捆蟹达人”赛、
洪泽湖大圆塘休闲垂钓赛），展现了
乡村建设新面貌，弘扬了农耕文化新
风尚，彰显了广大农民新风采。

泗洪县位于江苏中北部、淮河中
下游，东临洪泽湖，是中国南北区域
分界线重要节点，是中国著名的名酒
之乡、螃蟹之乡、生态旅游之乡，是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水产百强
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也是中国十大生态休闲基地、中国最
佳生态宜居旅游目的地、国家级园林
城市、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之一。

开幕式现场的农夫集市上，“上

塘贡米”“蟹园大米”“佳缘大米”
等 20 个本地知名品牌大米，以及各
类瓜果特产一字排开，参会嘉宾与市
民在各个摊位前流连忘返，或忙着洽
谈业务，或现场购买特色农产品一饱
口福。

“泗洪大米远近闻名，与这里的
好水好气候密切相关。”正在参加农
夫集市的该县种粮大户张凌志的摊位
前围满了人，优质的新米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张凌志告诉记者，其种植的
3500 亩水稻即将大面积开镰，“我
们农场种植的都是‘淮稻 5 号’优质
粳稻，虽然今年高温干旱，但泗洪河
网密布，毗邻洪泽湖，受到的影响较
小，还是一个丰收年。”

除了大米这一“王牌”，开幕式
现场，泗洪本地出品的各类优质水果
也广受好评。

今年 36 岁的卓成涛是一位非典
型“新农人”，他从扬州大学计算机
系毕业后，在南京一家软件公司上班，
收入不菲。2014 年，他从南京回到
泗洪县界集镇，以每年每亩 850 元的
价格，转租了近 200 亩梨园，注册成
立“泗洪县麦乐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当起了“麦乐贝农庄主”。
“看，这是我们果园产的黄桃和

红梨，今年的果子已经全部卖完了，
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卓成涛介绍，
自己看准了优质高效农业是下一个

“风口”，一头扎进来才发现这里“风
景虽好，却需细细耕耘”。“前几年
果园一直在亏钱，我把园子里原有的
老品种全部更新，今年终于看到了曙
光，是扭亏为盈的重要一年。”

泗洪县委书记杨云峰介绍，泗
洪是传统农业大县，一产占比超过
15%，农耕文明悠久，农业文化丰富，
具有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优势和农
业资源优势。近年来，泗洪坚持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揽，扎实推
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县农林牧
渔总产值 150 亿元，粮食种植面积
287.9 万亩，总产量 130.2 万吨、位
居全省县级前三，具备 1 亿公斤稻
麦种子年产能力。“泗洪大米”先
后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大米类金奖、
“江苏好大米十大品牌”第一名、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奖。
                                            刘林 / 文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开工建设
9 月 29 日，一声响亮的汽笛响

彻连云港港徐圩港区，“茂发 5008
号”疏浚船舞动抓斗，开始工程疏浚
作业，标志着连云港港徐圩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作为提升国际枢纽海港能级的重要
支撑，该项目的顺利开工，将加速临
港产业项目落地、服务临港产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连云港在“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做足陇海线文章”上打
开新局面，推动“一带一路”标杆和
示范项目打造。

据悉，该工程位于连云港港徐圩

港区东防波堤内侧六港池水域，总投
资 9.45 亿元、年设计通过能力 1860
万吨，主要包含 1 座工作平台、2 座
靠船墩、6 座系缆墩、1 座消控楼、
水域管廊、工艺管道、码头装卸设备
等。项目将争取年底开展桩基施工和
工艺安装，预计 2023 年底交工。

徐圩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工
程建设，一方面适应了中国港口停靠
原油船舶大型化的趋势，可有效缓解
连云港原油码头吞吐能力不足的矛
盾，助力港口大宗液体散货吞吐量的
提升；另一方面顺应了国家七大石化

产业基地布局，促进长三角地区石化
产业升级，更好地服务连云港市临港
产业发展。此外，连云港港 30 万吨
级航道已经于 9 月 17 日零时起全线
开通使用，同样为建设深水原油码头
奠定了坚实条件。

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
国沿海港口大型原油码头整体布局，
拓展连云港港的服务功能，增强长江
沿线炼油企业外贸原油保障能力，也
将为连云港港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林 杨开林 孙炼 / 文

退修并举 江苏盐城大纵湖成 134 种鸟类家园

     9 月 21 日，江苏南京，莫愁湖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白鹭和夜鹭在此或
翩跹伴飞或水中觅食。                                                                      泱波  摄 

香港理工大学
无锡科技创新研究院签约落地

9 月 29 日，香港理工大学无锡
科技创新研究院签约仪式在无锡会场
和香港会场同步举行，实现“太湖明
珠”与“东方之珠”的又一次重要牵手。

香港理工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
的大学之一，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一
流，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贡献了重要
力量。无锡市市长赵建军在签约仪式
上表示，当前无锡正积极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加快建设长三角—粤港澳（无
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为深化区
域创新合作、打造现代化建设先行示
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赵建军希望校地双方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着力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
加快建设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
源等高端研发平台，打造国际顶尖的
科创平台、人才基地；着力打造产业
发展“策源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
在本地乃至长三角孵化、实现产业化
发展，助力无锡夯实提升“465”现
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校地合作“示
范地”，持续推动校地合作向共建校
区迈进、向更宽领域拓展。

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
辉、校长滕锦光感谢无锡各级党委政
府对此次签约合作的大力支持。他们
表示，江苏省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省份，
无锡在工业体系全面发展方面享有盛
誉。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与江苏各
界开展科研战略合作，致力在人才培
育及创新科技研究领域的交流。此次
学校和无锡联手创建香港理工大学无
锡科技创新研究院，将推动校地合作
加速升温、收获更加丰硕成果。

香港理工大学无锡科技创新研究
院位于无锡空港经济开发区。今后，
该研究院将依托香港理工大学教育与
科研实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围绕
国家和江苏省、无锡市重大需求，集
聚、整合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建设
教研中心、创新中心、科创中心，打
造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制造、
新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
国内一流战略科技创新平台，建成可
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基地，促进科技
成果孵化转移，为无锡发展提供坚实
的创新支撑。                     孙权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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