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4日，双凤镇勤力村
子莲种植基地内的一株并蒂
莲，花谢之后，一根枝杆上结
出了两个莲蓬，成为荷塘里的
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打卡”观赏。

记者 计海新 摄

并蒂莲
结出双莲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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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区

违 建 治 理 在 行 动

本报讯（记者 周琦）日前，记者
从陆渡街道获悉，今年以来，陆渡街
道通过国土空间全域整治积极推进
河道违法建设清理工作，拆除涉河违
建18655平方米。

今年以来，陆渡街道整合综合执
法局、集成指挥中心、村社区、派出所
等部门工作力量，深入细致开展拉网
式排查，拆除涉河违建。全面铺开对
辖区内石头塘、横沥河、陈头河、千步
泾等涉河违建的拆除工作，各项涉河
违建项目得到有效整改。今年以来
拆除涉河违建18655平方米，恢复岸

线825米，清理河坡垃圾141吨、沉船
35条、网簖拦网339处。及时复耕土
地、补种绿化，复垦复绿面积达450
亩。同时，陆渡街道解决好河面垃
圾、废弃船只、非法渔具、乱垦种等问
题，建立健全河道长效管护机制，推
进河道保洁常态化，河道管理科学
化，河道整治长效化。

下一步，陆渡街道将针对劣Ⅴ类
河道分年度实施治理，进一步排查污
染源，加大整治力度，加快截污纳管
进度，持续改善河道周边环境，全面
提升河道水质。

拆除涉河违建1.8万多平方米
陆渡街道通过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助力河道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瑜）近日，记者在
新联村一处工地看到，建筑工人顶
着烈日紧张忙碌，地基工程正在进
行中。这块占地24亩的土地正是雅
鹿村精心打造的发展“飞地”——
鹿路创新园，将建设25000平方米
标准厂房，预计今年年底竣工，将
成为璜泾镇新兴产业、科创企业新
的聚集区。

集体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增值，开
源是关键。雅鹿村根据自身条件，因
地制宜探索多渠道、多业态、多元化
的发展模式。该村依托与雅鹿集团
十多年的共建关系，村企深度融合，

建设小型工业园区，打造成为科创孵
化基地，对外租赁，将引流小型、初创
型、有前景的科技企业，提升土地产
出效益，力促集体经济茁壮成长，为
村民带来更多收益。

近年来，雅鹿村研究资源、做细
工作，摸清资源“家底”，做好规划，研
究市场，错位发展，做好资源活化利
用工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种植鸭
稻米、开发养殖业等，充分盘活集体
资产。今年，雅鹿村继续发力，通过

“走出去”的方式，发展“飞地”经济，
助力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为乡村
振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盘活集体资产

雅鹿村发展“飞地”经济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记者从
市交运局获悉，8月1日起，杨林船闸
正式启用电话语音呼叫调船，在杨林
船闸通过的船舶，不仅可以在“便捷
过闸”APP上查询过闸信息，还可以
享受过闸前的语音通知服务。

据了解，电话语音呼叫调度功能
通过拨打船舶随船电话，及时播报调
度信息，避免船员错过过闸排号。语音
播报系统分上行、下行两个模板，分别
播放上行调度内容和下行调度内容。

语音呼叫调船是船员期盼已久
的事。杨林船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以前船舶过闸需长时间守在船上等
待岸边喇叭通知，万一船员犯困睡着
或是其他原因没有听到调度信息，造
成船舶过号，又需要重新排号，既误
时又误事。现在语音呼叫调船从根
本上解放了船员，只要手机开着放在
身边，人可以自由活动，再也不用担
心船舶过号。

语音调度服务既充分解决了喇
叭和手机APP通知的漏接和滞后性
问题，也明显提升了船闸放行效率，
为船民提供了更为便捷、智能的过闸
环境，受到了广大船员的好评。

自从江苏华钛瑞翔科技有限
公司落户太仓以来，项目负责人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原所长、
钛合金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杨锐教授一直处于太仓、上海两
地跑的状态。但对于这种状态，
杨锐教授却很释然：“太仓离上
海近，不管是乘坐高铁还是自驾
都很方便，而且听说嘉闵线将要
北延到太仓，相信以后会更方
便。”

“我们项目选择太仓高新区
是进行了综合考量的。”杨锐教授
坦言，不单单是区位、政策，还看
中了产业链和今后太仓航空产业
的发展潜力，更注重的是地方对
人才的态度。杨锐教授告诉记
者，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来
高新区对接，那天正好是“五一”
假期，但是高新区的相关工作人
员都没休息。

如今，杨锐教授的核心团队

都过来了，准备潜心聚焦于航空
叶片项目，为太仓的航空产业添
砖加瓦。

就像杨锐教授讲述的，高新
区持续通过多渠道多元化引进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项目。近日，
2021年江苏省“双创计划”拟
资助项目公示，太仓高新区10
名人才榜上有名，列苏州各开发
区第一；占太仓全市获评人才数
的77%，获评数量创历年新高。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
才。今年以来，高新区双招双引
提起新速度。综合利用平台引
才、赛事引才、中介引才、以才
引才、资本引才等方式，多渠道
多元化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项
目。累计落户人才项目93个，
较上年同期增长174%、完成全
年目标的93%。其中：注册资
金超 1000 万项目 45 个、占比
48.4%；博士创业项目56个、占

比 60.2%，项目引进速度、数
量、质量创历年之最，同时各级
人才计划申报均实现历史性突
破。

如何引得“凤凰栖”？高新区
在招才引智方面有自己的“绝
招”：比如“人才咖啡馆”。“‘人
才咖啡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咖
啡馆，而是由高新区科技局创
办、区内各载体协作，共同搭建
的引智平台。”高新区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解释，借咖啡之名，通
过“人才咖啡馆”这个“红娘”
的牵线搭桥，解决人才企业发展
壮大道路上的瓶颈问题，为区内
科技人才企业提供全方位、精准
化政策解答、市场研判和金融服
务支持。

得知高新区人才企业海之韵
（苏州）科技有限公司在快速发展
中有较强的融资需求后，“咖啡馆
馆长”主动联系企业负责人并邀

请其团队参加“人才咖啡馆”，同
时邀请了相关投融资机构前来接
洽。经过“人才咖啡馆”牵线搭
桥，海之韵（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与苏州亿文创新资本完成了融资
协议。目前“人才咖啡馆”累计已
开办36期，帮助人才企业解决发
展道路上的难题，助推区内人才
企业做大做强。

此外，高新区还依托“高新区
博士论坛”，凝聚高端人才、分享
创业经验，推进了区域科技创新；
依托“时空隧道”等招才方式创
新，打破了招引项目的时间、地域
限制，实现了人才项目量质提升；
依托金融资本等实现了引才通道
创新，推动高层次科技人才集聚；
逐步形成了“1123”工作法：即1
个队伍、1套政策、2个基金、30个
载体，区内上下齐心协力，打造了
一支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人才
工作队伍。

今年累计落户人才项目93个，较上年
同期增长174%

对于沈家宅河，浏河镇浏南
村的村民与上海宝山洋桥村的村
民都很熟悉。这条南北向、长
366米的河道，东面是上海，西
面是太仓，两地居民通过河道上
的沈家宅桥你来我往。作为江苏
和上海两地的边界河道，最近，
浏南村正在对沈家宅河进行整
治，力争将该河道打造成“最美界
河”。

沈家宅河，长366米；方何
宅河，长426米；姚家宅前河，
长615米；小陈家宅河多段加起

来共857米……郑建是浏南村的
河道负责人，在她的小本子上详
细记录了浏南村与上海宝山区的
界河位置及河道长度，“浏南村与
宝山区接壤，和宝山罗泾镇的新
陆村和洋桥村共有4条界河。目
前正在整治的沈家宅河是最后一
条河道，另外几条河道的整治工
作已全部结束。”郑建告诉记者，
此次整治过程中，浏南村主要是
清理河道中的水生植物，对浏南
村这侧河道的驳岸进行平整，并
种上植物、打上护栏。

“在去年12月，上海市罗泾
镇与太仓市浏河镇协商一致，签
约联合河长制，两地共同治理界
河。”浏南村党委副书记顾丽介绍
说，此次浏南村、新陆村和洋桥村
3个村联合对涉及的界河开展整
治，旨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提高
水体质量、实现区域清水河道的目
标，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界河，提升两地村民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为两岸村民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生态河道环境。

针对界河的管护，浏南村正

在探索“两地共治一方水”的一体
化治理模式，联合打造“最美界
河”。如今，浏南村与上海接壤的
毛桥村、新陆村、洋桥村建立了联
动机制，以河湖长制平台作为跨
省和跨区联系的纽带，共同推动
区域水环境治理。接下来，浏南
村还将依托联动机制与上海接壤
的村共同依法查处违法排污企
业，并按照时间节点进行现场清
理，打捞河道废弃漂流物、清理河
道垃圾、清除河道障碍，共同维护
界河环境。

杨林船闸启用语音呼叫调船
提升船闸放行效率

多举措促进人才“量质齐升”

□本报记者 周 琦

浏南村打造“最美界河”

本报讯（记者 肖朋）日前，记者从
市资源规划局获悉，我市农村不动产
权籍调查更新维护项目顺利通过省
级专家组验收。

据悉，本次验收会在江苏省测绘
工程院召开，活动邀请了江苏省测
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党支部书记
曹泉根、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鲍
桂叶、南京国图地理信息中心总经
理崔立组成专家组，就该项目进行
了评审。评审中，与会专家就项目
对照测绘成果的省级质检标准及农
房成果数据质量要求和检查规范等
进行了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
目在技术规范、成果质量、成果应

用预期等方面均具有较高水准，可
以较好地应用和服务于农房发证工
作。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更新维护
项目通过省级验收意义重大。市资
源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确保
了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的基础数据
可及时、准确和规范地向农房登记发
证成果转化，进一步推动了农房发证
率再提升。我市将以此次项目验收
通过为契机，加快百日冲刺力度，彰
显农房发证示范效用，如期完成省级
农村不动产登记示范点的建设任务，
实现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农房登记“应
登尽登”的目标。

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更新维护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推动农房发证率再提升

□本报记者 阚亚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