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实事，从不是悬浮空中的抽

象符号，而是具象到百姓生活里的每

一处温暖：是家门口新建学校传来的

琅琅书声，是菜市场里洁净摊位上的

新鲜蔬果，是拧开水龙头便流淌的清

澈活水，是病榻旁随叫随到的贴心诊

疗，是老旧电梯更新后平稳运行的安

心，是燃气管道改造后灶台上跳动的

蓝焰……桩桩件件，都藏在群众日常

的柴米油盐里，是看得见、摸得着、暖

人心的民生温度。

办好民生实事，当以“用心”为

前提。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唯有

沉下身子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才能

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从老旧电

梯更新到燃气管道改造，从养老服务

升级到教育资源优化，每一项决策都

需紧扣群众“表情包”，把有限财力

用在刀刃上，让民生投入真正对准百

姓的心之所向。这种“用心”，是对民

需的精准把握，更是“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的责任担当。

办好民生实事，需以“用情”为

升华。民生工作既要算好“经济账”，

更要打好“感情牌”。社区养老中心

的欢声笑语、“爱心驿站” 里递出的

一杯热水、政务窗口前温暖的微笑，

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恰是“用情”

的生动注脚。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

当亲人，才能在解决“一老一小”等

问题时更有温度，让民生服务不仅

“及格”更能“加分”，让群众的幸福

感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田。

办好民生实事，要以“用力”为

关键。蓝图再美，不落实就是空谈。

面对民生领域的硬骨头，必须拿出

钉钉子精神，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从完善“党建 +网格+

大数据”治理模式，到持续扩大养

老托育优质供给；从推进生态环境

改善，到守护公平正义的阳光，唯有

实打实的行动、硬碰硬的攻坚，才能

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可感知、安全感

更有保障。

用心知民需，用情暖民心，用力

解民忧。三者交织成网，构成了民

生工作的完整逻辑。当每一项民生

实事都饱含温度、落地见效，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便会更加充盈，社会

发展的根基也

会愈发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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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田华等 8 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 努力创作更多
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田华等 8 位艺术家回信，
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大家的来信，不禁想起你们
参与创作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长期以来，你们怀
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
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们继续在崇德尚艺

上作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
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
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
作出新贡献。

近日，田华、王心刚、张良、陶玉玲、肖桂云、潘虹、宋晓
英、陈道明等 8 位电影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的情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电
影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计划全年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300 台
以上，上半年就实现超目标；农村低收入群体危
房改造 800 户以上，6 月底已完成 80%；新增停车
泊位、燃气管道安全改造等项目工程也有序有力
推进……骄阳似火的 7 月，全市上下正以滚烫的热
情书写着民生答卷。

枝叶关情处，幸福实感来。民生实事，一头紧
系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地生根，一头牵挂着寻常
巷陌的万家灯火。日前，市委书记宋乐伟在调研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用情
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用心”丈量民生温度，“用情”
校准服务精度，“用力” 彰显担当力度。这 “三
用”之道，既是民生工作的核心要义，更是提升民
众福祉的关键密码。

市人大常委会以“用心”锚定监督方向，始终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民生实事项目的每个细节都
放在心上；以“用情”畅通民意渠道，在座谈调研
中与群众掏心窝交流，让监督始终带着烟火气、贴
着民心走；以“用力”强化监督实效，紧盯项目推
进中的堵点难点敢督善督，推动各方形成攻坚合
力，为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达效注入强劲动力，让每
一项惠民举措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用心”锚定监督方向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站稳人民立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的每一个细节里。在民生实事的选题立项环节，
相关部门便以“用心”为标尺，深入基层倾听民声，
通过网格员日常走访捕捉 “家门口的烦恼”，从
12345热线数据中梳理“高频诉求清单”，借助线上
征集汇聚“指尖上的期待”，构建起“三位一体”的
民意收集网络，更形成“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督
查跟单”的闭环机制，让每一项民生安排都紧扣群
众真实需求。铜山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创新推出
“居民议事厅”，一把小板凳围坐院落间，“聊天
式”协商会聊出加装电梯的迫切、适老化改造的细
节，让项目清单真正印刻着群众的意愿———这份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发现真问
题的“用心”，正是民生工程蜕变为“民心工程”的关键。

此外，今年的市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建立了人大和政府“双通道”征集
机制，在市政府征集的基础上，市人大积极依托人大代表履职平台向市人大代
表征集 2025 年度候选项目建议，先后征集梳理了 12 类 39 项意见建议，反馈市
政府综合分析论证并部分纳入 2025 年度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让人大代表更
深度参与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

唯有以百姓之心为心，才能让民生实事精准戳中痛点、破解难点、温暖人
心。在年初的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经票决产生的 36 项列入 2025 年市人
大重点监督评议的民生实事项目，正是这份“用心”的延续———每一个项目都
承载着代表的期待，更凝结着万千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用情”畅通民意渠道
紧贴百姓生活冷暖

带着对百姓的深厚感情落实每一项工作，才能让服务更贴心、更精细、更
有质感。在彭城养老服务中心，“医养教”融合模式让老年人既能享受专业护
理，又能参与书画课程；在中心商圈，“爱心驿站”为快递小哥等群众提供 24
小时热水和应急医疗；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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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徐州—淮安组合枢纽是
第二批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
设支持城市。连徐淮三市交通区位突
出，交通功能差异互补。今年以来，抢
抓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支
持城市机遇，徐州着力“联网、补链、强
链”，积极打造国家综合货运枢纽的东
部标杆成效初显。

5月 31 日，江苏首趟“一单制”铁水
联运班列从徐州淮海国际陆港铁路集散
中心驶出，经连云港港中转后，换乘泉州
安通航运公司班轮水运至广州黄埔港。
此次“一单制”铁水联运相较于传统中
欧班列回程分拨货物公水联运渠道，全
程运输时间缩短了 5 天以上。

1 至 6 月份，徐州充分发挥交通枢

纽区位优势和 “公铁水” 多式联运条
件，市内河集装箱完成 17 . 8 万标箱，同
比增长 30 . 84%；海铁联运量达到 9996
标 箱，同比增长 31 . 2% ；“CCA 一 单
制”模式完成 1232TEU，内贸铁路班列
开行 84 列；航空货邮吞吐量 0 . 79 万
吨，同比增长 15 . 4%。

枢纽能级跃升

从“节点”到“标杆”

今年初，国家“一带一路”办和国
家发改委联合出台文件，确定在全国
优化布局 14 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加
快打造形成 “核心枢纽 + 支撑基地”
高效集疏运网络体系，连云港—徐州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成功入选。
创新突破是徐州枢纽升级的关键

词。徐州中欧班列首开经同江口岸中
欧班列、跨里海至巴库线路、至南欧米
兰和布达佩斯新线路，常态化运行班
列线路 18 条，可通达欧亚 21 个国家
50 多个城市。徐州—中亚班列锆英砂
多式联运业务，更是开辟了中亚货物
进入中国市场的物流新通道。

作为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徐州
通过西、中、东三条通道的多条线路，
形成了庞大的国际物流网络。如今，徐
州至连云港的海铁联运班列只需要 12
个小时的行程，相较于以往，班列的全
程开行时间缩短了约 18 个小时，实现
了运行速度的再提速。

今年以来，全国首票“铁路快速通
关”班列在徐首发，货物在徐州海关一
次查验即可直达中亚，口岸通关时间
压缩 50%；“一单制” 铁水联运实现
“一次委托、一单到底”，物流效率提
升 5 天以上；徐州至连云港海铁联运
班列纳入全国铁路运行图，带动出口
货量增长近 3 倍。

徐州港是国家 “北煤南运、西煤东
输”重要的中转储备基地，主要为长三角
输送“三西”等地区煤炭，通过顺堤河作
业区、丰乐作业区、双楼作业区的货运枢
纽和铁路专用线等补链强链重点项目建
设，铁水联运能力得到显著提升，2024 年连
徐淮枢纽向长三角地区共输送煤炭 9133.77
万吨，同比增长 17.6%。 （下转 02 版）

从“物流枢纽”到“经济引擎”
徐州抢抓补链强链建设支持城市机遇，构建“通江达海、联结亚欧”现代物流体系

本报记者 王正喜 通讯员 冀笑瑀

让 民 生 实 事 更 有 温 度
郑玉倩

详见 02 版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沈 峻 峰 主 持 并 讲 话

04

彭城新语

7月 10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手球精英邀请赛在徐结束。本次比赛自 7月 3日开始，分

男子甲组（U18）、男子乙组（U16）两个组别，16支队伍约 260名运动员参加，共进行 48场

比赛。最终，苏州队获得男子甲组冠军，广州队、徐州队分获第二、第三名；连云港队获得男

子乙组冠军，淮安队、徐州队分获第二、第三名。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业态蝶变

从夜市地摊到多元生态

徐州夜经济的升级，始于传统商
业的焕新，成于新兴业态的崛起。

在徐州众多夜间消费场景中，夜
市 和 美 食 街 区 堪 称 吃 货 们 的 天 堂 。
民富园夜市被美食爱好者誉为 “味
蕾的盛宴”，丰富的美食选择和热闹
熙攘的消费场景，共同构成夜间消
费的亮眼名片。

中国矿业大学南门的小吃街，是
学生们的“深夜食堂”，也是徐州夜经
济里烟火气浓郁的一隅。傍晚 6 点刚
过，沿街摊位便次第亮起灯盏，铁板的
滋滋声、油锅的翻滚声与学生们的欢

笑声交织成专属乐章，让这条不足百
米的小巷，成为承载青春记忆的味觉
地标。

富国街、丰储街等多处美食街区，
同样汇聚着品质上乘、口碑载道、历史
底蕴深厚的本地传统特色美食。抖音
平台上，“徐州美食”相关视频总播放
量已高达 29 亿，餐饮业已然成为夜间
经济中的支柱性消费领域。

在徐州夜经济的版图中，新兴势力
的崛起，让夜间消费涌现出诸多创新
业态。

彭城壹号步行街区运营 16 年来，
已集聚“夜食、夜购、夜娱、夜演”等
多元业态；2024 年 启动升级改造后，
更引入网红餐饮首店、国潮首店、老
字号餐饮新形象店、潮牌酒店等七大

业态团组，打造出面向年轻群体的
“夜生活引力场”。

“以前是单纯逛吃，现在能看汉服
秀、玩剧本杀，凌晨还有驻唱歌手，业
态太丰富了。”市民小张的感受，道出
了夜经济从“单一消费”到“场景体
验”的转变。

历史文化的赋能，让徐州夜经济有
了独特的“气质”。户部山历史文化
街区依托 2000 余年的历史积淀，发展
成为集文化、旅游、餐饮、休闲、购物
于一体的多元化街区，文化业态占比
超 60 %。“我们通过 ' 月光市集 ' 激活
夜间烟火气，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
的 同 时 ， 也 能 享 受 现 代 消 费 体 验 。
“街区负责人介绍。

（下转 04 版）

夜 经 济 点 亮 消 费 新 图 景
本报记者 郑微 实习生 吕安琪

■消费新观察

本报讯 （记者 王正

喜 实习生 程清荣）“我
们这个项目是两部分，一
是原有车间改造升级，二
是新建车间。新车间已完
成节能验收和竣工验收；
原有车间开始进入小批
量验证。”7 月 10 日，徐
工传动高端新型传动件
智能制造提升项目厂房
内，徐工传动科技有限公
司智改数转推进办公室
总监刘阳告诉记者，作为
市重大产业项目，徐工传
动高端新型传动件智能
制 造 提 升 项 目 总 投 资
3 . 28 亿元，新购置了 130
台（套）新设备，如卧式
数控加工中心、数控立式
机加工中心、柔性机加工
线、高端新型传动件装配
线，这些设备的引进将有
效提升生产效率和加工
精度，从而推进企业迈向

高质量、数字化发展新阶段。
在高端新型传动件智能制造提升项目建

设过程中，5G 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 5G
技术的整合，企业成功地将碎片化应用联结在
一起，从而提升了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等环节
的协同效率。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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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暮色渐浓、华灯初上时，

徐 州 夜 经 济 的 热 度 悄 然 升

腾———文庙街区 的 网 红 餐 厅 内

人声鼎沸，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

的月光市集光影流转，大龙湖畔

的后备厢市集 烟 火 升 腾 …… 这

座千年古城焕发出不同于白天

的璀璨光芒，一个充满潮流活

力与时尚风情的“夜彭城”，正

以独特魅力撩动人心。

夜间 经 济 作 为 城 市 消 费 的

“新蓝海”，已成为徐州激发内需

潜力、彰显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

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 50个

夜间消费集聚商圈 （步行街）名

单中，徐州 4个街区成功入选，印

证了这座城市在夜经济赛道上的

强劲势头。

共话媒体转型创新，探寻高质量发展密码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全省党报启东行”调研采风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