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双凤镇勤
力村“红色引勤”党员
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来到当地果园，为果
农种植的翠冠梨、黄
桃等进行疏果，助力
增产增收。

记者 计海新 摄

疏果促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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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导 读

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7～18℃，今天最高气温：27～28℃。

广告

本报讯（记者 王俊）昨日，市
委书记汪香元专题调研乡村振兴
片区化发展，强调要以产业化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连片、组团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典范，加快建设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
鱼米之乡。市委副书记徐志强参
加调研。

汪香元在座谈会上指出，要统
一思想认识。实施乡村振兴片区
化发展，是推进太仓高水平率先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
抓手。要积极探索电站、东林、
万丰、庆丰、中荷、塘桥、胜利
七村连片发展，在摸清家底的基
础上，制定完善连片发展规划并

加快落实，努力将连片区打造成
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示范窗
口。

汪香元强调，要大力推进农
业产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
键支撑是产业化，要从全市层面
加强统筹，谋划好连片区的产业
布局，注重资源整合、产业链共
建。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推动规模化种植、养殖，提升亩
均效益。提高农机装备的使用效
率和服务覆盖面，推动农业机械
化向全程全面迈进。加速拓展农
产品精深加工，生产技术要现代
化、标准化。探索打造植物工
厂，以最少资源释放最大产出。

做大做特做强循环农业，完善循
环链条、实现连片发展。将电站
村、金仓湖区域联动，更好发展
农文旅产业。充分发挥国资国企
引领带动作用，以有效“输血”增强
农业农村自身“造血”功能。通过
产业带动，让农村更有活力，农
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大学生乐意
到村里来。

汪香元指出，要提升乡村特色
风貌。坚持“江南水乡”整体风格，
高水平优化完善镇村布局规划和
村庄规划，加强对空间立体性、风
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
划和管控。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完善违建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
水治理、水环境整治等工作体系，
全覆盖、无死角地推进“脏乱差”问
题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着力
展现水清岸绿、产业兴旺的农村新
面貌。

会前，汪香元一行前往东林
村、塘桥村、胜利村，对优质水稻科
技示范基地、家庭农场服务中心项
目选址、苏芽农业科技（太仓）有限
公司、稻渔综合种养项目选址、植
物工厂项目选址等进行调研，并沿
途查看河、塘、宅、岸、路，与村民交
流，深入了解民情民意。

副市长、城厢镇党委书记盛海
峰参加活动。

新建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
器轰鸣；医药企业车间，灯火通明、
一片忙碌……日前，记者在市生物
医药产业园采访时，感受到这里热
火朝天的建设和发展氛围。

沙溪镇是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的主阵地，承担着推动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为奋
力拼出“太仓速度”，市生物医药产
业园“满弓劲发”，按下“加速键”。
一季度，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共对接
生物医药项目超300个，新注册生
物医药类及相关项目35个，总投
资约11.5亿元。

一季度，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分
别在上海和深圳举办两场招商推
介会，通过项目路演、载体招商、以
商引商和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招贤

纳才。2月，22个生物医药项目在
沙溪镇春季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上签约，总投资41.3亿元；3月，
15个生物医药项目在太仓市撤县
建市三十周年暨德企发展30年大
会——重点项目开工开业系列活
动沙溪镇会场上开工开业，总投资
29.82亿元；与上海医疗器械行业
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揭牌“太
仓生物医药（上海）创新飞地”、“上
海生物医药（太仓）创新成果转化
中心”和“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服
务发展联盟办公室”。一批重点项
目成功签约，一批落户项目顺利开
工开业，一批创新载体和成果转化
中心揭牌运行，进一步助推我市生
物医药产业实现新跃升。

在新项目纷至沓来的同时，市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在建项目也火
热一片。康容生物、尚元、昭衍易
创预计 8月份主体竣工；熙华新
药、升生健康、至睿生物、妙道生物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正进场装
修；生物医药加速器项目已完成规
划设计方案。园区在建载体面积超
100万平方米，2023年新增11个太
仓市级以上重点新建项目和4个结
转续建项目，其中，国鑫、正帆、易真
康3个苏州重点项目正在抓紧办理
施工图设计及审查，预计6月30日
前可拿到施工许可证。

实践证明，哪里的营商环境
好，人才就往哪里走、产业就在哪
里兴。为了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市
生物医药产业园积极辅导企业开
展各类人才申报；加强园区公共交

通、教育、医疗等配套；运营好党
群、企业、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加
快新建、改建各类人才公寓，多渠
道拓展人才公寓房源，其中，尚元
人才公寓60套、七溪人才公寓183
套、金溪服务型公寓1176套；完善
太仓药谷人才会客厅各项功能，打
造6平方公里临沪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太仓药谷·科创蓝湾”人
才创新社区。

市生物医药产业园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新风口下，将以“等不起”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和“坐不
住”的责任感，充分激发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锐气，在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黄金浪潮中乘风破浪、勇立
潮头。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日前，
由市侨联和市图书馆共同主办的
娄东侨界大讲堂——“郑和下西
洋”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次
讲座邀请了著名明史学者马渭源
主讲。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近30年，
跨越明初永乐、洪熙和宣德3个皇
朝，真正目的是什么？其间发生
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其后下
西洋活动为何戛然而止？马渭源
在讲座中，一一为大家进行了解答，
赢得了现场侨眷代表、青年学生和
明史爱好者的阵阵热烈掌声。

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从
太仓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在中
外交流史上谱写了海上丝绸之路
最为壮观和辉煌的篇章。郑和下
西洋，打通了中国前往东南亚的
海上交通，树立起中国在海外的
威望，为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有
利条件。

马渭源是我国著名的明史学
者，江苏太仓人，在全国多家电视
台与网站担任历史文化栏目主讲
人，主讲过大型系列历史文化讲
座《大明王朝在南京》《破解大明
第一谜案系列》等，深受海内外观
众喜爱。

明史学者马渭源返乡

开讲《郑和下西洋》

本报讯（记者 王倩）近日，
太仓海事局联合辖区危化品码头
成立“碧水蔚澜”危防工作室，
以推动危化品运输船舶全过程不
违规不违法，助力提升长江生态
环境。

据了解，“碧水蔚澜”危防工
作室首批成员共8人，由海事部
门危防主管和危化品码头专家组
成。该工作室将以“天蓝、地绿、
水清、船畅”为目标，综合运用危
化品水路运输“太放心”监管和生
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理念，
定期组织开展长江太仓段危化品

平安论坛和危化品应急处置演习
演练等活动，探索打造“守绿色廊
道、护一江碧水”的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样板。

近年来，为全面提升辖区船
载危险货物运输本质安全水平，
太仓海事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全面启动“1+3”高质量选船机
制，指导危化品码头更新应急预
案，形成太仓港危化品“一货一
案”应急手册，推动太仓港船舶污
染联防体建设，构建全辖区船舶
污染防治应急资源联动共享大格
局，辖区连续多年实现“零污染”。

推动危化品运输船舶全程安全

“碧水蔚澜”护航长江生态

汪香元专题调研乡村振兴片区化发展

以产业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35家药企抢驻“太仓药谷”
□本报记者 薛海荣

本报讯（见习记者 顾嘉乐）
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工作是实现空
间格局大优化、产业发展大提质、
城市能级大提升的有力抓手，必须
按下“快进键”。这是昨日高新区
召开国土空间全域规划和整治暨
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的要求。

当日，正在拆除的新老204
国道科教新城段夹弄地块属于科
教新城南郊老镇区城市更新一期
项目，处于推动昆太协同发展的
重要区域。该地块土地面积约
128亩，包含45个动迁对象，目
前已签约41个，签约率91%，已
腾出土地面积约93亩。此外，
2023年陆渡街道市级“清零”地
块共计6个，截至目前已完成3
个，腾退土地27亩。同样，娄东
街道拆迁“清零”、违法建设治理
等工作均超序时进度，共完成各

项目签约22户，涉及建筑面积约
11万平方米。

据了解，2022年，高新区全
年完成市级“清零”地块29个，拆
除总建筑面积34.8万平方米，盘
活土地约1600亩；完成10宗拆
旧复垦地块106.82亩。

围绕今年的拆迁、拆违、拆旧
复垦等目标任务，高新区各板块
各部门将细化推进计划、倒排序
时进度、压紧压实责任，发扬敢啃

“硬骨头”、敢拔“硬钉子”的攻坚
精神，迅速掀起强大攻势。同时，
随着娄江新城“1+5+N”规划体
系基本成型，高新区还将加快推
进海绵城市、地下空间、综合能源
等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用好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全力推动空间
指标加速向新城集聚，切实保障
新城建设、产业发展需求。

高新区推进国土空间全域规划和整治

创出更多发展空间和资源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