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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连云港市灌南县全力
以赴优环境、抓项目、补链条、聚
集群，紧扣“向海图强、向海而兴”
要求，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步伐，
做大做强绿色建材、船舶制造等
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释放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近日，在位于临港产业片区内
的江苏海中洲船业有限公司厂区
内，工人们正在船台上忙碌着，现
场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作业场面。
该公司围绕船舶制造、修理、拆
船、钢结构制造等主要业务，持续
加大投入，优化船台、龙门吊等核
心要素，船舶修造能力不断提升，
并与山东海运、青岛旅游等大型
国企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近年
来，公司所承建船型向电推船、旅
游休闲趸船等高附加值船型延伸
和发展。大型订单也接踵而至，
已承接俄罗斯3000万美元集装箱
船及 1.5 亿元大型海上作业平台
订单。今年以来，实现工业产值
1.1亿元。

“我们公司现在大概一年可以
造20万吨船舶，今年、明年订单基
本上满了。眼下，我们准备开工
的是出口到韩国的四条船，正在
洽谈的还有十几条化学品船。”江
苏海中洲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德友介绍道。

今年5月，在临港产业片区，
8.5万吨散货船“万铭公正”号顺利
上水。这是苏北造船史上自主建
造的最大吨位船舶，入级中国船
级社（CCS）。作为苏北唯一特种
船舶产业园，自2022年以来，灌南
临港产业片区船舶产业便以高技
术高附加值制造为突破转型方
向，仅通过一年时间，就从3万吨
级以下制造力的“小船坞”一跃向
11.5万吨级船舶制造力冲刺，带领

连云港船舶制造进入“大船时
代”。

“之前，我们制造的传统船舶
最大才 2 万多吨级，订单不断下
滑，不得不做出调整。”灌南临港
产业片区管委会主任张浩介绍，
灌南船舶制造业在2022年前后进
行了“转弯”——向大型化、特色
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即由传统
低附加值甲板驳船制造，转向大
型散货船、油轮、LNG混合动力船
等船型。

临港产业片区是灌南县发展
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园区全力发展海工装备产业，逐
步集聚形成了钢铁冶炼、绿色建
材、船舶修造等核心产业板块，外
向型、大型化为典型特征的临港
产业体系集聚效应初具规模。今
年 1—8 月，园区实现工业产值
155.53亿元，税收4.12亿元。

“我们加快建设船舶配套产业
园，引进船用电机、电子元器件生
产企业入驻，健全船舶产业体系，
提升船舶修造企业市场竞争力。

要素保障不断夯实，完成456亩土
地征拆，为更多海工装备企业落
户创造有利条件；引导亚新钢铁、
兴鑫钢铁等企业生产船舶用钢
板，降低船舶企业原材料成本，形
成产业链延伸。”张浩说。

智改数转带来新气象，灌南临
港产业片区4家船舶企业全面实
施改造，引进新生产工艺，过去的

“小船坞”成为 10 万吨级造船基
地，大型订单接踵而至——臻达
船业接下8.5万吨散货船订单；胜
华船舶获得新加坡12条、1.2亿美
元油轮订单；海中洲船业获得俄
罗斯3000万美元集装箱船订单；
久领船业在洽谈单艘3000万美元
集装箱船订单，去年至今订单新
增20亿元。

“作为苏北唯一特种船舶产业
园，下一步，园区将不断培育壮大
海洋经济，做大做强临港产业，提
高产业创新能力，着力提升园区
能级，全力打造沿海产业集群，多
举措释放蓝色引擎澎湃动能。”张
浩表示。 王晓宇 殷开军 孙荪

在连云港援疆工作组的关心
支持下，国庆节前夕，连云港海州
中专省职教非遗“海州五大宫调”

“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蒋亚
娟、海州区音乐教研员樊薇、海州
中专美术教师郭守燕等一行3人
赴霍尔果斯职高考察交流。霍尔
果斯职高党支部书记押萍同志对
交流活动的开展给予了周密的安
排。通过听课、评课、国家级非遗

“五大宫调”文化和美术技法讲座
以及工作室发展经验介绍等活
动，实现了一次心与心相连的教
育与文化交流。

霍尔果斯职高刘雪婷老师的
《八音之乐》公开课，展示了年轻
教师的活力风采。海州中专省级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蒋亚娟和团队
成员与霍尔果斯职高张伟霞校
长、徐海丽副校长、教师发展中心
牛彦龙副主任以及其他听课教师
就课堂教学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对年轻教师扎实的基本功给
予了肯定，同时提出了一些优化
提升之策，为年轻教师的更快成
长助力。

蒋亚娟老师一行参观了学校
的物流实训室、服装设计实训室
等功能室，深入了解学校目前的
实训条件情况，与霍尔果斯职高

徐海丽副校长就设备设施的有效
使用、设备的先进性与企业需求
匹配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
讨，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内容丰富
的三场讲座，分别是樊薇老师的
《盐河清韵——国家级非遗“海州
五大宫调”艺术特色探析》、蒋亚
娟老师的《江苏省职业教育“海州
五大宫调”“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建设经验分享》、郭守燕老师的
《工笔画与“海州五大宫调”的跨
界融合》。通过系列讲座，与会老
师感受到了“海州五大宫调”民间
音乐之美，了解到了地方乐曲与
现代音乐的有机结合，走向央视

大舞台之路。也了解到不同艺术
形式相互结合之道以及职教人的
成长之路，打开了认识连云港历
史文化之窗。

活动结束时，霍尔果斯职高新
疆舞舞蹈队学生队员与领导、老
师一起跳起民族舞，手拉手、心连
心，并共同合影留念。

通过此次交流，增进了连霍职
教同仁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
为后续开展更多形式的交流打下
基础，为两校共同架起教科研的
桥梁，更好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
化成长，助推霍尔果斯职业教育
向更高水平发展。

王晓宇 张庭善

眼下，正处于秋收农忙季节，
灌南交警大队启动“秋收警务”模
式，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警力投入，
进一步强化乡村道路交通管理，
通过落实清除安全隐患、查纠交
通违法、田间宣传提示等有力措
施，全力护航全县秋收交通安全。

早在9月下旬，灌南交警大队
就联合交通管理部门展开安全隐
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制定和完善

“护航秋收”行动方案。进入 10
月，针对群众早晚出行集中的特

点，该大队调整勤务模式，以贴近
农田的国省道、乡村主干道为重
点，实行24小时巡逻管控执勤，全
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连日来，灌南交警大队集中开
展安全宣传工作，结合“美丽乡村
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组织民警
辅警深入田间地头和乡镇集市，
宣讲农忙时期安全出行注意事
项，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
行为，安全文明出行，确保秋收、
安全两不误。王晓宇 王立前 高小玲

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牛山中队组织宣传小分队深入
辖区广场、公园等地，有针对性地
开展“银发”群体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全力防范和减少“银发”群体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民警辅警以“唠家常”方式，根
据老年人生活习惯、出行规律、接收
信息的方式等情况重点讲解电动
车、三轮车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头盔、
违法载人的危害性。通过发放宣传

单等形式解说身边人、身边事典型
道路交通事故案例，提醒他们不抢
道、不逆行、不闯红灯，乘车出行时
不乘坐农用车、拖拉机，尽量不要夜
间出行，避免交通事故。

民警呼吁大家摒弃交通陋习，
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将学到的
交通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街坊
邻居，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亲
朋好友，争做文明交通的支持者
和参与者。 王晓宇 陈伟师 薄少康

近日，在第六个世界解剖日来
临之际，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举行“感恩奉献，敬畏生命”人体
解剖学开学第一课暨“世界解剖
日”纪念活动。

该校基础医学部副主任、党支
部书记王胜洁老师为即将学习
《人体解剖学》课程的同学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思政课，他希望同学
们尊重大体老师，深怀感恩之心，
锻造过硬本领，努力使自己成长

为德才兼备的医务工作者。
教师代表胡莹莹讲述了已故

学子程凯向母校捐献遗体的“大
爱”故事，呼吁同学们感谢每一位
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和家属。
同学们向遗体捐献者敬献鲜花、
默哀和致敬。师生共同进行了庄
严宣誓，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遗
体器官捐献科普讲座和人体结构
临摹图画展等医学人文类活动。

王晓宇 王雪晴 张维

近日，坛紫菜全面迎来采收
期，连云区的养殖户们正在将今
年收割的第一茬坛紫菜吊装上
岸。坛紫菜作为高经济价值的海
洋藻类，每到收获加工季节，连岛
中心渔港的码头都会吸引紫菜加
工厂前来洽谈采购，一艘艘采菜
船来回穿梭，剪菜、装船、吊装、拖
运，“海洋牧场”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连岛街道坛紫菜养殖面
积约 1.2 万亩，预计亩产 1000 公
斤，全年产值可达1.3亿元。“因今

年气温偏高，紫菜收割比往年晚
十来天。但今年的紫菜品质尤其
好，紫菜表面光泽乌黑锃亮、口感
鲜脆，市场销路看好。”养殖户林
玲斗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为降低紫菜养殖风
险，连岛街道鼓励养殖户进行坛
紫菜和条斑紫菜轮养，从水产良
种到长势实时跟进，从发展规模
经营到培育新型主体，拓宽渔民
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寻得源头
活水。 王晓宇 刘莹莹

向海图强向新而行

灌南全力打造海洋经济“蓝色引擎”

10月13日，2024年连云港市岗位练兵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六届跨区职业技能
大赛理论笔试在赣榆区职教中心开考。赣榆区承担养老护理员、无人机驾驶员
（植保无人机驾驶员）、茶艺师3个工种，共有634人报名参加笔试。

王晓宇 李大君 邵世新 孙伟 摄影报道

连云港海州中专与霍尔果斯职高开展教育文化交流

千里送教显情谊聚力职教共发展

赣榆区2024年技能大赛笔试开考

灌南交警多举措护航秋收交通安全

东海交警开展“银发”群体交通安全宣传

康达学院举行人体解剖学第一课开课仪式

头茬坛紫菜上岸，“海洋牧场”收获忙

两地开展教育文化交流后合影留念 通讯员供图

灌南临港产业片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