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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日，市美丽河湖
“两河”整治提升工程建设推进会召
开。市委书记杜小刚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
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部署要求，锚定目
标、聚力重点、强化担当，统筹算好安
全账、生态账、产业账、文化账、民生
账、城建账、经济账，持续增强“两河”
整治提升综合效益示范效应，让美丽
河、幸福河生生不息滋养城市、造福
群众。市领导李秋峰、张立军、马良、
吴建元，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滨
湖区、新吴区、无锡经开区负责同志
参加现场调研和推进会。

一湾碧水穿城过，两岸缤纷入画
来。当天上午，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
京杭大运河沿线，察看“两河”整治提
升工程重点项目情况。去年底完工
的京杭大运河（洛社段）北岸滨河岸
线整治工程，全长3.11千米，重点打
造水墨长廊、羲之广场、桥下拾光、凤
羽广场四大文化节点，在城市开放空
间中记录洛社轶事典故，展现传统民
俗记忆，传承运河文化之美。运河东
岸接官亭至北尖段是连接北尖公园
与环城古运河公园带的滨水绿廊。

登上观景平台，“黄金水道”上船只穿
梭往来，一派繁忙的水运景象；岸边
的慢行道边，鲜花绿草、休闲座椅、景
观小品等点缀一路。南尖公园新建
工程位于运河东路下甸桥港区，围绕
青年发展设置南尖潮流会客厅、婚庆
艺术文化产业区、港运生活休闲廊、
水乡文化观光带四大主题板块，打造
功能复合型城市滨水空间典范，计划
年底正式运营。“三水汇”科技生态公
园位于太湖、大运河、望虞河三水交
汇处，以生态提升、文化延续、空间缝
补、运动多元、智慧创新为原则，打造
低碳能量公园，目前基本完工、即将
开放。每到一处，市领导察看图纸、
踏勘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
展，强调既要通过驳岸整治、景观提
升、三道贯通等基础性工程，塑造便
捷可达、丰富多样的滨水空间；又要
注重完善公共厕所、直饮水点等服务
配套，引入灯光球场等体育设施，支
持日常多元使用和生活场景应用，更
好实现京杭大运河生态、人文、经济
等多方面价值整体提升。

在随后召开的推进会上，杜小刚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为我们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提
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委、省
政府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摆在
全局重要位置，对扎实做好大运河江
苏段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作为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成员，无
锡有责任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中走在前、做示范、多作贡献。

杜小刚表示，自“两河”整治提升
工程建设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召开以
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求，在思想上加压，在
行动上加力，统筹抓好规划、建设、治
理等环节，“两河”整治提升工程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工作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和差距，需要更大力度补短
板强弱项，推动“两河”整治提升工作
展现新成效。

杜小刚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强化系统观念，聚焦关键重
点，有力有效推进“两河”整治提升年
度任务，着力打造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
志性工程，让“两河”成为展示无锡生

态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
践的靓丽窗口。一要构筑更高水平
的安全屏障。二要打造更强能级的
都市产业。三要打造更具魅力的文
化名片。四要办好更加可感的民生
实事。杜小刚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配合、压
紧压实责任，尤其是主要领导要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重要工作、
重大事项、重点项目。市相关部门要
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推进合力，及时
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具体问题，同时用好考核“指挥
棒”，发挥鼓励激励的正面引导作
用。各相关地区既要算好成本也要
讲究效益，用好用活多元化金融工
具，争取更多政策、试点、资金支持，
加快拓展运河腹地空间，全力打造民
心工程、精品工程，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相关部门
要跟踪关注工作进展，生动展示“两
河”新颜新貌。

会上，市水利局汇报2023年市
美丽河湖“两河”整治提升工作情况
和今年工作要点。市交通运输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文广旅游局、惠山区
负责同志现场发言。

（高美梅 惠晓婧）

杜小刚在市美丽河湖“两河”整治提升工程建设推进会上强调

持续增强“两河”整治提升综合效益示范效应
让美丽河幸福河生生不息滋养城市造福群众

“全民动起来 活力新江苏”，6
月1日，江苏省第九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暨省第五届网络全民健身运动
会在南京开幕。四年一届的江苏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是与省运动会相呼
应的群众体育盛会，也是目前全省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群众性体育
盛会。目前，江苏省“10分钟体育
健身圈”更加惠民、利民、便民，赛事
活动更加多元，体育组织活力逐步
激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全民健身，成为江苏城乡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
是在乡村的公园广场，都可以找到
健身的去处。江苏省建成的城乡一
体化“10分钟体育健身圈”，解决了
群众“健身去哪儿”的民生需求。截
至2023年年底，江苏省体育场地已
达35.57万个，总面积3.69亿平方
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4.32平方
米，稳居全国第一。累计建成各类
规模体育公园（广场）1400余个，健
身步道 3.46 万个、总长 5.16 万公

里。每年不断“上新”的“最美乡村
健身公园（广场）”“最美跑步线路”
成为群众锻炼、旅行休闲的好去处。

健身器材不仅要建好，更要管
好。“上次我们这个漫步器转轴有点
问题，我通过手机报修，很快就修好
了，几乎没有影响我们锻炼。”淮安
市民冯莹说。据悉，全省遍布城乡
的9.2万个健身站点、59.6万件健身
器材，已纳入省室外健身设施管护
信息平台闭环管理，群众可以通过
平台“一键报修”。截至目前，江苏
各级已累计投入4.78亿元，对20万
余件问题器材进行维修更新和迁
建。

全民健身更便民，也更惠民。
“我们这个体育馆既有篮球馆，也有
羽毛球馆，还有游泳馆。现在我们
篮球队也来这训练，价格很便宜。”
张家港市永联村居民陆家峰下了
班，就和同事们来村里的文体馆打
上一会儿篮球。去年，江苏省补助
124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服务健身群众5690万

人次。目前，江苏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口比例达40.6%，国民体质达
标率为93.4%。

如今，辐射各个地区、各年龄群
体、各行各业群众，包含各类体育项
目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正在江苏城
乡“开花结果”，今年全年由省级体
育社团主办承办的群众性品牌赛事
活动就有超过100项次。新年登
高、“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
全民健身日、重阳节、农民丰收节、
大众冰雪季、“魅力江苏 最美体育”
系列品牌赛事、省社区运动会等系
列群众性赛事活动，已经成为省内
健身爱好者喜爱的体育IP。

全民动起来的热潮涌动，全省
形成了上下联动、遍及城乡的体育
组织网络。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
省共有乡镇、街道以上体育社团
7621个，在体育部门备案登记的健
身团队达1.8万余个，全民健身、全
民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体育强
省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中江）

江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32平方米
稳居全国第一

试飞中心成立
民用飞机
有了“练车场”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了解到，6月2日，民机试飞
中心在陕西蒲城成立，它可以
满足我国不同种类、多种型号
民用飞机的试验试飞需求，是
我国民机试飞能力布局的关
键一步。民机试飞是民机产
业发展的必要环节，也是飞机
研制取证的“最后一公里”。

民机试飞中心的成立，对
于建立健全民机试验试飞能
力体系，不断提升民用航空产
品适航取证试飞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未来，民机试飞中心
将以民用航空产业发展及适
航审定需求为牵引，全面建设
民用试飞技术能力、产业能
力、创新能力和国际合作能
力，全力保障民用飞机、发动
机、机载产品等试验试飞任
务，建设创新开放、国际一流
的民机试飞平台。 （央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