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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将启航
“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动”
扬州日报讯 8 日， 记者从总部

位于扬州的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
作组织 （WCCO）获悉 ，2023 年 “全球
运河赛艇穿越行动” 将于烟花三月期
间在扬州正式启航。同时，在世界运河
城市论坛举办期间， 我市还将邀请世
界各地参与“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动”
的赛艇队来扬， 参加世界运河赛艇对
抗赛。

日前，“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动 ”
2023 年的全新计划“全球运河赛艇穿
行———双碳同行者百城计划”发布仪
式在深圳大梅沙万科中心、万科天琴
湾举行。 “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动”起
源于 2021 年， 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
城市合作组织 （WCCO） 名誉副主
席 、万科集团创始人 、深圳市国际交
流合作基金会主席王石发起了京杭
大运河城市赛艇穿越行动。 历时一个
月 ，“运河赛艇穿越 ”1300 公里 ，全方
位展现运河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积淀。
据悉，2023“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

动” 将于烟花三月期间在扬州正式启
航，而“双碳同行者百城计划”则将从
深圳出发，穿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
家的多座城市， 与当地相关的民间机
构和企业代表， 探讨双碳背景下的国
际交流合作。 计划最终在迪拜举行的
第 28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8）上收官。届时，扬州也将派出
代表前往迪拜，见证收官仪式。

此外， 在今年的世界运河城市论
坛举办期间， 我市还将邀请世界各地
参与“全球运河赛艇穿越行动”的赛艇
队来扬，参加世界运河赛艇对抗赛。

此次 2023 年全新计划，将继续以
“赛艇为媒”， 介绍中国推进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和成果， 展示民间社会力量
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行动， 促进中国
与世界的友好往来。

（记者 傅春扬 孔 茜）

六安：不断加大
传统村落保护力度

六安新闻网讯 记者日前从市住
建局获悉， 安徽省公布了第四批传统
村落名单， 六安市金寨县槐树湾乡万
冲村、霍山县漫水河镇道士冲村、霍山
县上土市镇铜锣寨村成功入选。至此，
六安市现有中国传统村落 8 处， 省级
传统村落 21 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在
加大城乡建设力度的同时， 把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提上了工作日程， 坚持保
护优先，注重传承，合理利用。 为把申
报工作落到实处， 切实把我市具有保
护和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推荐出来，
各县区开展了全覆盖普查工作， 先后
进行了五轮，开展全覆盖普查，挖掘具
有潜在价值的村落进行申报。 及时开
展规划编制，加大村落保护力度，争取
1800 万元国家保护资金，对村落环境
等进行了整治，部分设施进行了保护。
开展挂牌保护工作， 统一样式标准在
2021 年对中国传统村落全部完成了
挂牌保护，目前，对省级传统村落的挂
牌工作进行了部署， 全社会保护意识
不断增强。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充
分利用各种媒介，大力宣传历史文化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宣传历史文

化保护发展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切实增强各地干部群众特别是基
层一线干部群众保护好历史文化的意
识。通过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村民理
事会等方式，让广大群众参与保护项目
的实施，主动履行保护义务。

坚持保护优先原则， 合理开发利
用传统村落。 指导县区广泛进行宣传
推介， 合理开发利用好传统村落文化
遗产， 使之转化为当地特色文化旅游
资源，提升当地知名度美誉度，促进地
方经济增长农民增收。同时，通过争取
项目资金、 引进社会资金和村民集资
入股等方式筹措资金， 根据不同的村
落制定不同的保护规划，实行“一村一
品”模式，做好保护修缮和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修缮工程的监管，并坚决杜绝
任何形式的过度开发。

建立健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 积极组织市级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要求县级住建、文化、财政、民
族、旅游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定
期或不定期地共同研究推动传统村落
保护、维修、开发、利用等工作，及时解
决有关问题， 以此形成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的强大合力。 (记者 黄雪彦)

淮北：打造通江达海新枢纽
淮北新闻网讯 日前， 记者走进

淮北港孙疃码头工程建设现场， 只见
起重机、多用途门机、移动式装船机等
一台台大型港机设备傲然屹立在浍河
岸边， 施工人员正在为设备的联调联
试作准备。

孙疃码头工程由淮北矿业集团、
安徽省港航集团和濉溪县政府联合建
设。项目自 2021 年 7 月份建设以来，建
设单位方克服疫情等各种不利因素影
响，不断优化施工方案，执行挂图作战，
抢抓工期节点， 有效工期 10 个半月的
时间，完成整体工程进度的 85%，创造
了安徽省内河航运港口建设新速度。目
前， 码头工程和配套铁路专用线施工

已近尾声，预计 6 月底实现开港运营。
据介绍， 孙疃码头工程位于浍河

航道右岸， 距沱浍河航道入淮口 140
公里。 即将建成 5 个 500 吨兼顾 1000
吨经营性泊位， 设计年通过能力 572
万吨，设计年吞吐量 540 万吨，其中煤
炭出（港）口 350 万吨，矿建材料、炼焦
煤、件杂货进（港）口分别为 120 万吨、
55 万吨、15 万吨。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淮北地区投资规模最大、 功能平台最
齐全的综合型港口、绿色港口、铁水联
运港口， 将依托浍河航道经济便捷的
水路运输条件和优越的集疏运条件，
为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郑洪光）

信阳：淮滨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
信阳晚报讯 兔年春早催人勤 ，

实干笃行蹄自奋。 2 月 7 日上午，信阳
港·淮滨中心港物流园区北的项目现
场，鼓乐喧天，彩旗招展，河南省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 淮滨县淮上交通有限
公司专用铁路项目正式开工。

淮滨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碳达峰、 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加快推进“公转铁”“公转水”项目，
积极打造信阳港·淮滨中心港铁路专
用线， 确保打通铁路货运 “最后一公
里”。

据了解， 这个专用铁路项目是京
九铁路线上首次连接港口而建的专用
铁路线 ，全长约 11.9km，拟从京九线
淮滨站北京端接出， 进行公铁水集疏
运运输， 从而服务淮滨港口码头集输
运及临港产业发展需求。建成后，将打
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发挥铁路
运量大、 运价低、 低碳环保等运输优
势，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效
率， 为信阳市乃至河南省的货源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提供最便捷的出海通
道。 （符 浩）

做 好“水 文 章 ” 答 好“民 生 卷 ”

淮海晚报讯 日前， 记者在大运河
百里画廊盱眙段洪泽湖周边滞洪区近期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了解到，该工程 25 公
里堤防占线已贯通，圆满完成 2022 年度
任务。目前，施工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抢工
期、抓进度，争取今年 9 月全面完工。

“过去，洪泽湖周边滞洪区安全建设
滞后，社会管理薄弱，既影响及时安全分
洪， 又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
高。 ”盱眙县水务局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处
副主任庄敏介绍， 洪泽湖周边滞洪区近

期建设工程（盱眙县境内）全面完工后，
将提高防洪排涝水平， 改善滞洪区生态
环境，降低周边分洪社会成本，对保障地
方防洪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据介绍， 该工程去年 2 月中旬开工
建设，沿湖沿淮占线约 57 公里，涉及盱
眙县 8 个镇（街道）、21 个村以及三河农
场， 其中大运河百里画廊占线近 25 公
里，共 5 个标段，工程范围广、标段多，工
程量大。为确保工程推进平稳有序，市水
利局和盱眙县水务局创新工作思路，指
导施工、建设、监理等 8 家单位成立滞洪
区项目盱眙县临时党支部， 促进工程高
效推进。

为加快滞洪区建设工程土地报审进
度，盱眙县加大向上协调力度，借助市水
利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等部门力量，协调推进土地报批工作，
进一步优化施工红线，推进工程进度。

工程施工 1 标段位于淮安市盱眙县
官滩镇境内，主要建设内容涵盖堤防复堤
加固 2.6 千米、堤坡防护 1.7 千米、堤后填
塘固基 1.5 千米等，该标段不仅是大运河
百里画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处于淮河入
洪泽湖险要位置，防汛压力大、施工工期
紧。为此，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狠抓施
工进度，上足人力和机械设备，挂图作战，
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
快建设进度，顺利完成年度任务。

“施工 2 标段包含堤防复堤加固、堤
坡防护、防汛道路、9 座配套及影响建筑
物、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等工程，完工后
将为附近的江苏省重要产粮基地三河农
场的防洪排涝、灌溉供水提供重要保障，
促进粮食安全生产。 ”2 标项目负责人仲
兆西说。

“洪泽湖滞洪区建设是一项重要的
惠民工程， 建成后不仅可以蓄滞洪泽湖
部分洪水，减轻洪泽湖防洪压力，保障洪
泽湖大堤安全， 同时也能促进周边经济
社会发展， 切实提高周边群众的生活水
平和质量。 ”盱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大运河办主任刘青松表示。

（通讯员 李 明 王 越 记者 刘 梦）

山东荷泽:牡丹穿“新衣” 闯出新天地
荷泽日报记者 李保珠

2 月 6 日， 牡丹街道办事处赵楼社
区事成牡丹培育基地温室大棚里温暖如
春， 牡丹花香扑鼻而来。 一盆盆排列整
齐的盆植牡丹杆粗芽壮， 蓓蕾初绽， 一
派生机盎然。 棚外， 邮政速递人员正将
出售的盆植牡丹打包、 装箱， 棚外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所谓 “盆植牡丹” 和催花牡丹相似，
都是通过反季节培育品种， 打破了牡丹
原有生长环境， 改为花盆种植。 每年春
节前后， 各地爱花人士都会从网上采购

盆植牡丹。
“由于盆植牡丹棵大叶茂， 快运需

要特殊保护， 经过多年的磨合， 盆植牡
丹在包装运输上已经经历了三代。” 种
植基地负责人赵忠帅说， “最早发货的
时候就是塑料袋+旧报纸， 很多时候都
无法保证牡丹的存活率， 退单比较多。
后来又使用了保鲜膜+纸箱， 如今更换
成了这种包装箱， 确实大气上档次。”

“这就是最新一代的菏泽牡丹专用
包装箱， 专为盆植牡丹和催花牡丹量身
定制。 内部为泡沫材质， 两面相扣， 即
可将盆植牡丹完美地包装起来。” 在大
棚一角， 邮政快递员正在指导花农进行
打包、 装箱， 成盆的牡丹花经过专业包

装后， 装在定制的包装箱内。
“这种包装箱， 从外观来看比较精

美， 也比较利于保护娇贵的牡丹， 且利
于牡丹生长、 节约空间、 减少运输成本。
同时， 包装上还印有 ‘中国牡丹’ ‘菏
泽牡丹’ 和 ‘好客山东’ 等标识， 不仅
解决了包装难问题， 还增加了菏泽牡丹
的品牌效应。” 牡丹寄递项目负责人李涛
告诉记者。

据李涛介绍， 春节前， 为减少催花
牡丹和盆植牡丹的运输损伤， 菏泽邮政
和快递公司不断优化 “专线 ” 运作模
式 。 其中 ， 邮政公司在春节前开通北
京 、 天津 、 河南 、 河北等九条鲜花专
线， 极大地缓解了菏泽花农的运输困难

问题。 通过第三方采购牡丹专用包装纸
箱， 为发件客户免费提供， 解决花农包
装物料难存放的问题， 助力花农丰产又
丰收。

如今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菏泽牡
丹已经从量的突破走向质的升级 。 技
术上持续增加适合家庭种植的品种 ，
营销上不断探索物联网和直播等媒体
新渠道 ， 包装上外销牡丹包装日渐精
美， 在市场开拓上， 逐渐向大型花展、
花卉市场迈进……立足菏泽牡丹资源
禀赋 ， 我市牡丹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
强，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不断
“提档升级”， 着力推进牡丹产业高质量
发展。

九间棚村：悬崖上开出“幸福花”
初春 ， 沂蒙山笼罩在淡淡的薄雾

中，记者来到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
镇九间棚村。 清澈见底的月牙湖掩映在
苍翠茂密的松柏中，旁边是一家卖酸汤
豆腐的小店 ， 阵阵豆香吸引着来往游
客。

在小店工作的村民刘云告诉记者，
村子评上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全国文
明村后，来旅游的人更多了，这里的生意
越来越好，开春后格外忙碌。

九间棚村得名于其特殊的地理环
境。 该村山高涧陡、四面悬崖，村里先人
曾长期居住在龙顶山中的 9 间天然石棚
内，仅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 20 世
纪 80 年代初， 这里仍然缺水、 没电、少
路，112 亩土地“挂”在 23 条山梁上，被附
近称为“干山顶子”。

“多亏了金银花,我们才能致富。 ”刘
云指着门口几株金银花笑着说。 再过几
天，干巴巴的枝叶里就会冒出新芽；到 4
月，山上到处可见洁白的花骨朵。

村党委书记刘嘉坤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 村里下决心摘掉穷帽子， 架电修
路、引水上山，修砌石渠 3500 米。 根据平
邑县种植金银花的传统优势， 村里扩大
金银花种植规模，研发新品种，并购药业
公司，在县城建厂。

渐渐地，金银花产业越做越大，成了
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令村民们惊喜的
是，金银花不仅带来了农业收入，还带动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村居环境提升，吸引
游客前来观光。

记者看到， 现在的九间棚村道路平
坦、石渠整齐，一座座石板房别具风格。
村里流转来的近 2000 亩山岭薄地被改
造成了高标准梯田，随山势绵延几十里，
即将开始春耕。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人忙
碌着生产金银花茶、 金银花洗洁精等特
色产品。 过去的天然石棚成了旅游景点，
春节假期供游客参观。

刘嘉坤说，现在，九间棚村形成了以
金银花为支撑，覆盖农业、药业、旅游和
机械四个板块的产业， 村企年营收过亿

元。 景区年游客量约 7 万人次，门票收入
200 多万元。

小小金银花促进三产融合发展，还
拉动了村民就业。 全村大量适宜劳动力
被吸收至农场、旅游公司工作。金银花收
获季，村企季节性用工覆盖周边近千人，
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村子发展了，机会多起来了，我们
两口子决定回家工作。 ”刘云说，这些年
家里光景越来越好了，我们买了轿车，还
住进了两层小楼。 现在，刘云一家都在村
里的农场或景区工作， 家庭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悬崖上的村庄孕育着勃勃生机，小
小金银花向来往游客讲述沂蒙山上的幸
福故事。 （新华社济南 2 月 8 日电

记者 袁 敏）

安徽全椒：
正月十六“走太平”

2 月 6 日， 文艺表演队伍
从全椒县太平桥上经过（无人
机照片）。

当日， 安徽省全椒县传统
民俗活动正月十六“走太平”拉
开帷幕，巡游队伍穿过太平桥，
献上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

新华社 发（沈 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