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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镇江特色”劳模工作纪实（一）
□编者按

劳动模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
代表，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宝贵财富。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最前线；他们是推进我国
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发展的代
表，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领跑者。江苏
省镇江市各级工会创新工作思路，通
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平台构建、宣传
推广、资源整合等一系列得力举措，教
育和引导各级劳模群体牢记初心使
命，弘扬奋斗精神，最大限度地挖掘劳
模资源，强化劳模作用，不断开创富有

“镇江特色”的劳模工作新局面。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产生了不小的冲
击。在镇江市各级工会的组织引领
下，劳模们在抗“疫”斗争和复工复产
中充分彰显了担当精神。他们奋不顾
身、忘我奉献，当先锋、作表率，进一步
彰显了这一优秀群体的中坚作用和奋
斗形象。

疫情期间，镇江市先后发现确
诊患者 10 例，市第三人民医院被指
定为全市定点救治医院。全国先进
工作者、三院肺科主任潘洪秋作为
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带领救
治团队首批进驻了隔离区。从第一
例确诊患者被送医救治时起，他就

一直住在医院，昼夜不分奋战在隔
离病房。为了安抚患者情绪，他开
通微信，每天通过视频或信息为其
做心理辅导。针对患者病情，结合
国家的诊疗方案和临床经验，潘洪
秋快速制定了抗病毒治疗、中医药
辩证诊疗、支持治疗和心理治疗方
案。为减少其他人员进出，他还主
动担起勤杂人员的工作，直到这些
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镇江市劳模、镇江港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黄立平领导企业努力克
服疫情对港口生产的不利影响，超前
谋划、外防输入、内保产能。镇江港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今年一季度完

成吞吐量、收入和利润，分别同比增
长 13.4%、6.9%、210.4%，企业制定的

《港口企业疫情防控操作指南》，被中
国港口协会在全国港口行业进行推
广。企业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累计
完成对湖北方向装船物资293艘次、
217.5 万吨，保供总量占到了南京以
下港口的85%。

江苏鱼跃集团是武汉“火神山”
医院医疗物资供应企业，江苏省劳动
模范、董事长吴光明率领企业职工开
足马力生产用于抗疫的医疗设备，48
个小时不到，100台医用制氧机、100
台呼吸机、10台医用呼吸机、10箱配
套医用面罩迅速生产装配完毕，企业

不计成本，动用公务飞机运抵湖北前
线，被称为“劳模速度”，企业还向武
汉捐赠总计价值 200 万元的无创呼
吸机。

国内专事配电柜生产的大全集
团接到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急需
30 台低压配电柜的消息，江苏省劳
模、集团董事长徐翔紧急协调生产流
程，组织工人返岗，仅用两天时间完
成了平时需 30 天的工作量，不计成
本助建“雷神山”。

在抗“疫”和复工复产过程中，镇
江各级工会主动作为，前期组织动
员、中期关注跟踪、后期总结宣传，全
程积极参与，为地方抗“疫”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以及迅速有序复工复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五一”前夕，
镇江市总工会组织劳模交流座谈会，
进一步总结做法、交流思想。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亲临会场，认真听取劳
模交流发言后，打破常规即席脱稿讲
话，情真意切表达了对劳模群体崇高
的敬意。同时，镇江各级工会组织充
分利用工会网站、微信公众号、报纸
杂志等媒体，通过开辟专栏、专题节
目等方式，集中宣传抗疫期间各级劳
模的动人事迹和先进思想，引起了极
大反响，在全社会掀起了敬劳模、争
奉献的新一轮热潮。

（范翊）

劳模就是劳模，在抗疫斗争中充分彰显劳模的担当精神

本报记者 孙晨飞

在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高
庄村，有这样一户家庭，村民们
提起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夫
妻俩结婚以来，面对贫困生活
和困难时光，互相鼓励，同舟共
济，一起携手走过了 45载相濡
以沫的幸福岁月。从曾经的赤
脚种田人到机械化“种粮大
户”，从曾经的负债累累到带领
全村 50 多人走上种粮致富之
路。继去年荣获“第二届江苏
文明家庭”称号的丹徒区沈填
珍、陆土方家庭，近日又荣获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受到了中央文明委的表彰。

难得做顿丰盛午餐

24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
根据导航的提示，记者驱车来到
荣炳盐资源区高庄村。在高庄
村里，记者沿途向村民们打听沈
填珍家的地址。得知记者来意，
村民们十分热情，并详细地向记
者介绍如何到达沈填珍家。在
村民的指引下，行驶了一段又一
段的乡间小路，见到路边停放的
一辆久保田牌拖拉机后，记者知
道沈填珍的家到了。

上午 10点半，沈填珍家的
厨房里，已是氤氲缭绕。见到
记者到来，沈填珍笑着出来相
迎，并热情地招呼记者到家中
歇息。记者眼前这位朴实无
华、穿着红色罩衣的 70岁农村
老人，完全想象不到她竟然是

“全国种粮大户”“江苏省三八
红旗手”“丹徒区优秀共产党
员”沈填珍。

厨房土灶的大锅里，炖着
香喷喷的红烧肉，沈填珍坐在
灶台前往灶膛里又添了几根柴
火。丈夫陆土方则在一旁的灶
台前炒着扁豆，准备着另一道
菜。沈填珍说，因为早上下雨，
原本此时应该还在田里忙碌的
他们，难得在家里做起了一顿
丰盛的午餐。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在烧菜的间隙，记者和沈
填珍夫妻俩聊了起来。1975
年，同为 25岁的沈填珍和陆土
方经人介绍后走到了一起，出
身农民家庭的他们，没有被贫
困吓到，而是通过勤劳的双手
勇敢地和命运作斗争。他们一
边靠种地维持生计，一边还要
照顾中风卧床的公公和患有眼

疾的婆婆，恪尽孝道，赡养老
人。在那些年的艰难岁月里，
沈填珍和陆土方在忙好老人和
家务后，不分昼夜地田里干活，
流淌了无数的汗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夫
妻俩的努力，从买农用机械欠
债几十万元，到后来最多时承
包了500亩田，沈填珍和陆土方
通过勤劳的双手富了起来，成
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难
能可贵的是，沈填珍夫妇不忘
带领乡亲们一同致富，带动全
村 50 余人走上了种粮致富之
路。田里生产雇人全部聘请当
地农民，工价公正合理，及时兑
付工钱，从没有欠过农民一分
钱。哪位独居老人没有米吃
了，沈填珍夫妇就会送米上门；
哪位村民有困难需要帮忙了，
他们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认真做事本分做人

中午 11点多，在村委会上
班的儿子陆卿回来吃午饭了。
见到父母在忙，陆卿赶紧上来

帮忙。陆卿工作后，曾在企业
上班，受母亲的影响，他放弃了
安逸的工作，回到农村扎根基
层，接过母亲“好好种地”的接
力棒。在全力创办好农机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同时，陆卿
还为周边三百多户的农户提供
植保、农技指导、机械作业等服
务。陆卿说，从小父母就教育
他要认认真真做事，本本分分
做人，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以
父母为榜样，孝顺父母，和妻子
和睦相处，教育子女同样也是
用父母曾经教育过他的那些
话，希望子女们能成为对社会
有用的人。

在厨房灯光的照射下，沈
填珍脸上的皮肤黑得有些发
亮。当记者问她此次获评“全
国文明家庭”有什么感受时，沈
填珍笑着说她很高兴，因为这
份荣誉，是对他们全家最好的
肯定和鼓励，她和丈夫也会继
续种好地，站好最后一班岗，带
领乡亲们共同富裕，齐奔小康，
为建设好家乡再出一份力、再
发一份光。

带领乡亲致富 传承优良家风
——访“全国文明家庭”沈填珍陆土方家庭

恒顺醋业“三酉堂”入选
省首批特色类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本报讯（陈志奎 朱瑜慧）记者 26
日从市工信部门获悉，为增强信息消
费应用服务体验，省工信厅近期在全
省范围内遴选首批省级信息消费体
验中心。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三酉堂”入选省首批特色类信
息消费体验中心，全省共有10家体验
中心入选。

为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促进我省信息消费领域“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提升信息消费线上线下
融合水平，省工信厅组织开展了江苏
省首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遴选培育工
作。经单位申报、地方审核、形式审
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省工信厅近期正
式公布江苏省首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名单。此次入选的恒顺“三酉堂”体验
中心，除了分门别类陈设酱、酒、醋，还
开设餐饮服务区，提供特色醋食品，方
便游客休憩，开展网上直播等活动。

市工信部门有关人士介绍，信息
消费体验中心是集展示、体验、销售、
培训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所，
具备线上服务、线下体验的融合服务
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重点摸
排培育一批省级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对纳入遴选的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实施
动态跟踪管理，确保信息消费体验中
心建设取得实效。

26日，宝塔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中心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内设老
年食堂、阅读空间、日间照料室、心理咨询室、多功能活动区。中心的成立，既填补了本社
区养老服务空白，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文化生活需求，打通了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米”，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王呈 尹慧倩 摄影报道

25日，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五里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运营，为老年人提供
社区日间照料、午餐助餐配送、助洁理发上
门、文创公益助老、养老需求评估、居家上
门照护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已是康乃
馨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联合润州区、高新区
的社区打造的第8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辐射约2000余名老人，为他们提供10分
钟社区养老生态圈。牛磊 文雯 摄影报道

航道部门举行
“名师带徒”拜师仪式

本报讯（锁诗洁 曾海蓉）25日，谏壁
船闸举行了“名师带徒”拜师仪式。

谏壁船闸“名师带徒”活动由来已久，
是用于培养学习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专家型人才，敦促青年职工早日成长、
成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次启动明确“选聘名师、师徒结对、
传授技艺、考核管理、联动推进”等 5个步
骤。对于名师的选聘，是以“刘海荣工作
室”为依托，以各层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工匠、岗位能手、技术骨干为主体，
在运行、安全、工程建养等工作中具有绝技
绝活的职工中，推选出刘海荣、章昆仑、何
广强 3位名师。学徒代表朱恺现场表态，
一定要向师傅虚心学习，在岗位上刻苦钻
研，力争工作有所成效。

会上，曾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的
“刘海荣工作室”创始人刘海荣，为学徒们
讲授了船闸结构、门机电等相关课题。同
时结合 2号闸启闭机更换，单闸运行的特
殊时机，由拥有40年船闸运行工作经验的
退休老职工何广强，现场实地向学员们传
授实时掌握水情船情；制定运行调度方案；
预判单闸运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
相对应急预案；如何缓解通航压力，避免堵
档事件发生等业务知识。通过开展“名师
带徒”活动，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和各类高
技能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拓展船闸青年
职工职业技能培养途径，为航闸建设提供
人才有力支撑。

两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上接1版）
疫情发生以来，句容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坚持“两手抓”同推进，助企战“疫”促生
产。该局会同人民银行突出政策引领，引
导金融机构持续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生
根见效。同时，搭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
银企对接会、金融产品推介会、金融知识宣
讲会等活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并定期发布句容市重点工程项目、招
商项目、农业项目进展情况，督促金融机构
对接服务。该局还大力推动企业“上网”融
资，通过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构建快
速融资通道，节省融资成本。截至10月末，
句容市平台注册企业3576家，占登记注册
企业总量的20.15%，在镇江各市区中排名
第二；累计解决企业融资需求1198笔，融资
金额68.45亿元，在各市区中排名第二。

数据显示，截至 10月末，句容市金融
机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 1257.48亿元，
比年初增加133.84亿元，增长11.91%。其
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84.26亿元，比年
初增加13.79亿元，增长8.09%。金融活水
激活了产业项目主体，句容市实体经济发
展“蹄疾步稳”，为产业强市提供了有力的
金融支撑。

句容市凝聚金融合力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汇聚容城特色风味
打造本土饮食文化

句容市举办首届美食嘉年华
本报讯（尹娟 庆海）仑山湖鱼头烧

豆腐、天王白斩鸡、三岔猪头肉、下蜀狮
子头、白兔红烧肉……在江苏省句容中
等专业学校烹饪会场，句容市 80多家
知名餐饮企业的厨师们同台竞技，各展
技艺，共同烩制了一场美食的饕餮盛
宴。为挖掘句容美食独特内涵，宣传句
容美食文化特色，26日，一场汇聚句容
地方风味的“福地至味 美食美奂”2020
句容市首届美食嘉年华活动火热开
启。活动由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句容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等联合主办。

比赛现场，大厨们纷纷以本地特
色食材为原料，用他们的熟练技法，展
示地方风味特色。生鲜时蔬、油盐酱
醋在大厨们勺与锅的碰撞中，成为一
盘盘秀色可餐的佳肴；各色美食吸引
了众多“吃货”在展台前驻足、品尝、讨
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资深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国家
级一级裁判员、中式烹调高级考评员
胡畏，中式烹调高级考评员包明献，中
国注册烹饪大师陈剑敏，中国注册烹
饪大师史美兰，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
院国际酒店与饮食文化学院院长钱晔
等五名专业评委，按照口味、质地、造
型、营养卫生、色泽等五方面对参赛菜
肴进行品评。优中选优，最终评选出

“句容地方招牌菜”“句容最佳特色菜”
“句容人气乡土菜”“句容十大名点”和
“句容十大名厨”多个奖项。此外，大
赛还评出了“江苏省招牌菜”和“江苏
名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