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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协助果农分拣销售。

村组干部帮助困难果农采摘鲜桃。

今年以来，东环街道按照
党工委、管委会新的部署要
求，主动以“归零”意识开新局
再出发，聚焦“产业转型、营商
环境、特色园区、民生事业、基
层党建”五个主攻方向，奋发
进取、协调发展，努力打造新
兴产业集聚高地、百姓安居乐
居福地、基层基础建设阵地、
科技人才孵化基地的区域样
板。

聚焦产业转型，狠抓动能
转换。依托“新微半导体加速
器”，发挥英迪那米和富港电子
等企业的“虹吸效应”，重点发
展半导体材料、应用及基因测
序；依托“蓝海湾工程装备产业
园”“长安科技产业园”，重点推
进徐工液压高端缸阀智能制造
项目、“一所两中心”、罗特艾德
回转支承等项目建设，促进工

程机械企业向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转型；依托恩华药业等上
市医药领军企业和圣极基因、
迅睿生物、永康、纳智医疗等现
有企业，汇聚生物技术、医疗器
械和医用材料研发制造优
势。

破解瓶颈制约，延长产业
链条。强服务，收集反馈机制、
政企联系沟通和企业包挂帮扶
机制。强培育，指导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和小升规加快提
档升级，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建立融通发展重点企业和重点
项目的融资信息对接清单，强
化金融机构融资供给。强运
行，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
升级，打造协同众创空间，深化

“江苏徐州机器人产业基地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江苏自动化
学会（徐州）技术转移中心产学

研平台”等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放大平台聚合效应，架起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产
学研合作的桥梁。

聚焦营商环境创优，狠抓
项目服务，把稳项目作为稳增
长的有力抓手，以重大项目对
冲疫情影响，大力实施“一企一
策”定制服务工程。严格执行8
类“有求必应”和10项“无事不
扰”制度，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

“尖刀班”、战斗小组、项目化团
队。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推
广“e企赢”平台应用。构建“投
资咨询、政策解读、考察选址、
审批陪同、投产达效”全周期服
务体系，完善重大项目包挂制
度，当好“店小二”“合伙人”，为
产业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聚焦特色园区建设，狠抓
特色发展。探索大中小融通新
发展理念，以提高“一谷一器三
园”发展质量和效益为重心，以
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创
新、共享资源、融合发展的产业

生态为主线，结合各园区的特
点，打造工程装备板块、半导体
产业板块、健康食品板块、科技
服务板块“四大融通板块”。加
快落实开放联结的大中小企业

“易融通”平台建设、大中小企
业“汇融通”项目对接、大中小
企业“成融通”系列项目路
演。

聚焦民生民计改善，狠抓
保障服务。努力深化社会治理
快提升。加大民生投入，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计划投入
资金7100余万元，抓实富民强
民、扩大就业等重点任务。着
力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动，
有效稳住就业大局、稳定社会
预期。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全
力办好养老、医疗、创文等民生
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准和幸福指数。计划配套
投资150余万元，重点打造前
蟠桃、刘湾、赵庄三个“智慧社
区”。积极探索安全生产专家

“坐诊”“问诊”“出诊”工作法，

形成政府购买服务、专家排查
隐患、街道指导督促、企业“举
一反三”的工作体系。

聚焦基层党建引领，狠抓
从严治党。以党建引领创新
驱动为切入点，强化“三提升
三融入”工程。按照“资源共
享、文明共育”的德治理念，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三级
联动，形成纵向推进、横向联
合的志愿服务机制，精准对接
群众需求。以“四季志愿行”
和“东环文化大舞台”为载体，
联动爱宠有方、酱园科普、爱
心天使、爱心酬勤、环保小达
人5家文明实践点，形成活动
品牌。

立足新起点，奋斗新征
程。“下一步，我们将在党工委、
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只争朝
夕、攻坚克难，刷新产业转型加
速度，打造特色园区强引擎，奋
力开创东环街道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东环街道党委书记韩召
坤表示。

主动以“归零”意识开新局再出发
东环街道集智聚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六月的乡村，瓜果飘香，
处处丰收景象。

6月14日，徐庄镇的来安
村蘑菇产业园，一个个大棚
里，杏鲍菇、香菇、鸡腿菇、平
菇等鲜嫩饱满，密密挨挨，菇
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除了向
各大商超、市场供货外，这里
的各种菌菇还通过电商平台
向外销售。

“我毕业后因为身体原
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在村里的帮助下，我开起了
网店，成了一名农村电商青
年。”崔峰是徐庄镇来安村的
一名残疾小伙，去年9月起，
他在网上卖起了来安蘑菇，
日平均销售额达千元。有了
网上卖蘑菇的成功经验，崔
峰现在有了更大的创业计
划：要把更多家乡的农产品
从网上卖出去。

在来安村，像崔峰一样，
靠着蘑菇产业园找到致富路
径的村民还有很多。

来安蘑菇产业园的前身
是村民崔广浩成立的广浩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十多年间，
从崔广浩夫妻两个人、一座
棚，到现在110户菇农、200
亩大棚，蘑菇不仅成了来安村
的名片，也成了徐庄镇的特色
农产品之一。

2003年，崔广浩和妻子
徐大美在村里率先种起了平
菇，一亩地，两个棚，年纯收

入两万元。尝到甜头的夫妇
俩，随后不断扩大种植品类
和规模。2007年，崔广浩联
合 8位农民，创立了广浩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种植平菇、
金针菇、木耳等，占地15亩，
年 营 销 额 80 万 元 。 2011
年，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120
亩，年营销额超过了 200 万
元，解决附近妇女就业40余
人，带动发展食用菌种植大
户8个。

到2018年时，来安村的
蘑菇种植规模又翻了一番，
并成功掌握了“茶树菇”“羊
肚菌”“灵芝”等珍稀食用菌
栽培技术和液体菌种制作技
术，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全
季节生产鸡腿菇的种植基
地。

2019年，来安村党支部
与广浩食用菌合作社进行结
对帮扶共建，将合作社更名为
来安村蘑菇产业园，协助蘑菇
园实现集制种—栽培—采摘
—智能化生产线—生产加工
—市场销售—废料综合利用
的一体化产业链，实现“党
建+产业+农户”的经营模式，
结合村“低收入农户”的实际
情况,解决困难人员就业问
题，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
处。

食用菌生产流程虽然繁
琐，但劳动强度偏低，为农村
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条

件，像削菜、包菜、装袋、接种
等都是坐着干的工作。村民
王书玲患有脊柱畸形，一般的
农活都不能干，情绪非常沮
丧，来到蘑菇园后，由于她心
细手巧，鸡腿菇刮得又快又干
净，工资加奖金每月收入都能
超过2000元。

农村青年王小随，原来
整日无所事事，经劝说动员，
他开始试着种植鸡腿菇，有
了收益后，逐年增加种植，现
已拥有 8栋调温大棚，并吸
纳了4名家庭困难的人员帮
他工作。今年，王小随还新
建了一座冷库，当上了经纪
人，产品远销南京、西安等
地。

大学生蔡磊经商失败后，
来到蘑菇园区免费学习技术，
现在早已带领几个小伙子搞
起了食用菌特色种植，就是把
菇种到盒子里，培育出来放到
小区专卖店销售，大大提高了
生产利润，现在他们正打算把
这种模式复制出去，创造更大
的利润。

随着蘑菇园的影响力逐
渐扩大，依靠蘑菇园富起来
的村民也越来越多。现在，
来安村的蘑菇产业园已为周
边 15 名残疾人解决就业问
题，带动周边种植农户 112
户，户均增收5万元以上，解
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200余
人。

从两个人的一座棚
到一村人的产业园

小小蘑菇为徐庄镇来安村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

当下，大庙街道 15个涉农村，
600多亩鲜桃陆续成熟，开始销售。
街道党员志愿者及村组干部分别包
挂进村协助果农采摘分拣，联系销售
渠道，受到果农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