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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总工会坚定扛起“工会
使命”，打造多元化思政教育阵地，在
职工思想引领中走在前、做表率，系列
举措亮点纷呈。越来越多的劳模工
匠、产业工人借助工会思政教育的舞
台，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和飞跃。

今年，职工思政教育工作被确定为
市总工会“书记项目”，“匠心研创”思政
品牌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以党
的二十大代表、全国劳模沈春雷为原型
的微电影《匠者》预计“五一”首映；市总
工会依托职工学校创建的“镇江市职工
思政研创中心”即将成立，全市职工思
政工作孵化体系逐步呈现崭新面貌。

建强团队，“劳模工匠”唱主角

日前，参加全国两会归来的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轻工行业劳动

模范林田中为国资系统 100多名年轻
职工上了一堂精彩的思政课，传达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思政课
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爱党爱国情怀，
社会反响热烈。

林田中是一线产业工人的优秀典
型，被市总工会聘为“镇工慧”思政宣讲
团成员。在推进“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
教师进企业”活动中，林田中频频亮相。

去年，市总工会把“工会要说的”
同“职工想听的”结合起来，改进“镇工
慧”思政宣讲团，让劳模工匠唱主角。
105位成员中有全国劳模、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赵亚
夫这样的“明星”，也有门机驾驶“达
人”唐义朝这样的年轻优秀产业工人
代表，还有省交通技师学院车辆工程
系党总支书记毕胜强这样既有江苏工
匠身份、又是学生思政教育者的“复合
型讲师”。劳模工匠走进企业，将理论

与现实打通，通过自身的故事产生“润
物无声”的力量。

在各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等阵地中，
市总工会挑选了建在工厂车间等劳
动现场的工作室，将其打造成职工思
政教育创新实践工作室。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设 18家各具特色的职工思
政教育创新实践工作室、6家职工思
政教育基地，拓宽了职工思政教育渠
道。去年共接待职工近3万人次。

立体擘画，创新“六维体系”

“实现镇江产业强市‘一号战略’，
产业工人队伍要拧成一股绳，发挥主力
军作用，这势必要求工会做好做实做活
职工思政教育工作。”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高国成说。

去年，市总工会立体擘画，构建了
完善职工思政教育的“六维体系”。从
团队组建、智库打造、课程开发、实践创

新、思政宣传、制度保障六个维度入手，
构建有深度、重理论、便实操的新模式。

在组建“镇工慧”思政宣讲团过程
中，我市初步搭建包含 80个课题、企
业思政工作优秀案例等在内的智库，
而创新课程成为突破的关键。市总工
会原创开发“思政5W”课程，深度剖析
思维和行为的关系，以激发职工潜能，
成为“六维体系”的“点睛之笔”。

市总工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
挥好工会宣传教育阵地作用，通过
线上线下的精准结合，推动全市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系列创
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工人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被中央党史学习教
育官网报道；推出“互联网+思政”模
式，在“镇工惠”职工网上服务平台
发布劳动先锋课堂 76个，“网聚职工
正能量——思政趣答题”专栏 32期，
平均每期点击量4万； （下转2版）

我市打造多元化思政教育阵地

打破职工成长“天花板”做好思想“领路人”
本报记者 朱晶晶

4月 3日，二重（镇江）重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的厂房内机器轰鸣、焊花飞溅。为推进镇海炼化
项目，铆焊工段工段长助理张元清和工友们正忙
得热火朝天。“这个项目运用的创新技术将进一步
提升镇海炼化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中石
化镇海基地达成炼油能力 3800 万吨、乙烯 220 万
吨的建设目标，建成世界排名前五的炼油化工生
产基地作出贡献。”张元清说。

项目为要，攻坚前行。二重镇江公司将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作为项目攻坚的强劲动力。“我们研
制的国内首套沸腾床渣油加氢反应器，创造了当
年世界加氢反应器两个‘世界之最’：一是产品的
重量‘世界之最’，这台加氢反应器总长超过 70
米、外径 5.4 米、重量达 2400 吨；二是制造技术工
艺复杂性‘世界之最’，其制造工艺和复杂性均突
破了世界加氢反应器极限制造记录。”营销组组长
张晓凡介绍，该项目可最大程度提高渣油转化水
平，同时降低延迟焦化负荷、提升轻质油产能，使
中国石油炼化工艺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有力
支撑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从“一种用于横向裂纹
的自动扫查装置”专利到“光伏产业多晶硅装置核
心设备研制”项目，二重镇江公司不断通过技术创
新为助力项目攻坚、推进产业强市持续赋能，充分
展现了重大装备制造在变革中迸发的气势磅礴的

“中国力量”。
大江雄阔，二重镇江公司出海口基地上也是

一片火热景象。市劳动模范、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生产运行部计调组组长袁治华正
在协调集装箱有序装车。此出海口基地全长 709
米，配备有 1 万吨级重件吊装泊位、2 万吨级重件
滚装泊位和 4万吨级杂件泊位，可实现货物的江、
海、公路中转。码头物流、江海联运具有年吞吐量
近千万吨的中转运输能力，其中两台 850 吨桥式
起重机可一次装卸单件最大 1700吨货物，被誉为

“长江第一吊”。袁治华告诉记者：“出海口基地打
破了制约企业发展的重型装备运输瓶颈，我们先
后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石化企业研
制、运输了多台重型石化容器产品，便捷的物流运
输让中国重装制造‘如虎添翼’。”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增长点；一批项目，就是
一个新的增长极。二重镇江公司在“链”上发力，
构筑了装备制造领域的产业链，带动了一大批项
目加速奔跑。袁治华说：“我们积极推动与镇江本
地企业的合作，当前共有 30多家本地企业与我们
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充分发挥公司在华东
地区首屈一指的检验、检测能力服务于地方企业，
为地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为
产业强市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秉持着“制造业+码头物流业”双轮驱动、“压力
容器+码头物流+现代服务”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
力的高质量发展理念，15年来，二重镇江公司以长江荒滩为创业阵地，一如奔腾不息
的万里长江，向着建设世界一流高端重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彼岸破浪远航。“我们要
保持铸造‘大国重器’的奋进姿态，将二重镇江公司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特大、超限重
型石化装备制造基地和重大件江海联运现代物流中心，成为中国重型装备走向世界
的新生力量！”“项目攻坚年”的引擎已被点燃，袁治华更加豪情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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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仲涛 方良龙）传统村落

维系着历史记忆，寄托着浓郁乡愁。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近日，住建部
等六部门公布了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镇江有 5 个村
落上榜。分别是丹徒区宝堰镇宝堰
村、辛丰镇龙山村，丹阳市曲阿街道建
山村、祈钦村和张巷村。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
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
落，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
村历史文化“活化石”。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
前，镇江共有10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此前，镇江新区姚桥镇华山
村、儒里村，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柳茹
村和丹徒区辛丰镇黄墟村 5 个村庄入
选。此外，六批次37个村庄入选省级传
统村落，上榜数量在全省排名第八。

此次新晋中国传统村落的丹徒区
宝堰镇宝堰村，是宝堰集镇所在村，境
内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所纪念馆见证
了新四军苏南抗战的烽火岁月，传统
民歌“南乡田歌”、民间舞蹈“宝堰双推
车”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宝堰面制作技艺、宝堰米酒酿造技艺
入选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宝
堰干拌面、干切牛肉、菜花甲鱼等特色
美食远近闻名。

辛丰镇龙山村以河达村为传统村
落主体，目前有保存相对完好的从清
代乾隆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祠堂、
寺庙和民居等传统古建筑 26 处，面积
约 8000 平方米，还有古戏台、古井、古
树、古桥等古遗存 6处。 （下转2版）

本报讯（吴菲菲 翟进）继今年 1月 1
日我市在全省首创法院派出人民法庭与
属地街道共建“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之后，4月 4日，镇江经开区法院发布
该中心工作流程“规范化指引”，通过共
建突出“宜调解”一体化矛盾调处，努力
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走进一个门，办好“一件事”。记者
在丁卯街道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看
到，导引台工作人员主动招呼前来办事
的群众，根据其诉求或纠纷性质，引导分
流到多元解纷诉讼服务工作站或丁卯街
道“宜调解中心”的诉调对接办公室。易
解的纠纷就地化解，难解的纠纷导入法
庭诉前调解区处置。如果诉前调解无
效，再进入末端审判区诉讼解决，形成解
纷全链式闭环。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社会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的调解组织和司法部
门派驻丁卯法庭的人民调解员共受理纠
纷174件，调解成功96件，成功率达55%。

丁卯人民法庭庭长曹涌介绍，本着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简案快审，繁案精

审”的原则，法院与基层人民政府融合化
解纷，让诉前指导更加有力。丁卯法庭
人员对于人民调解的案件就地进行“司
法确认”，大大便利了当事人。对于分流
过滤后的简单案件，丁卯法庭简案审判
团队可高效及时化解；对于部分疑难复
杂案件，丁卯法庭繁案审判团队则可在
诉前调解时就全程跟踪，及时了解争议
焦点，开庭时有的放矢、高效审判。

作为全省首家司法行政非诉和法院
诉讼服务合署办公并实质化运作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昨天发布的工作流
程“规范化指引”，理顺了多元化解纷工
作机制。如，要求“驻庭执行团队”根据
工作需要驻法庭集中办案，借助属地政
府、行业协会、网格员、吹哨员等力量，做
深做实文书送达、查人找物、矛盾化解、
执行风险防控等工作，形成执行工作合
力。曹涌表示，通过探索“调立审执一体
化”工作机制，他们将打造“一站式服务、
一键式转换、全链条解决”的矛盾纠纷化
解模式，合力争取让“社会治理现代化指
挥中心”成为群众纠纷“终点站”。

本报通讯员 夏雨辰 本报记者 古瑾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开展
“春风行动”为契机，持续推出春风
送暖政策惠民、春风铺路稳岗返
岗、春风筑巢招贤纳士、春风送训
育人留人、春风搭桥服务民生等务
实举措，为求职者搭建“就业桥”，
铺成“幸福路”。

截至目前，全市举办“春风行
动”招聘活动 136 场，1173 家企业
提供 12.25 万个岗位，参与求职应
聘达 5.7 万人次；赴外省市开展劳
务协作 26 场，新签劳务协作协议
18份，提供岗位 2.6万个，引进外来
劳动力 1.93万人。

春风送岗位，招聘不停歇

1 月 16 日，在市零工市场举办
的 2023 年“创响镇江”春风行动启
动仪式，拉开了就业春风的帷幕。

当天，40 家企业现场拿出 3000 余
个就业岗位，金东纸业、鱼跃医疗
等 6 家重点企业开展线上直播带
岗，吸引了近 4 万人次在线观看。
紧随其后，市、县两级人社部门线
上线下组织形式多样的政策宣传、
稳岗留工、岗位招聘活动，持续火
热开展“创响镇江”春风行动。

同时，市人社部门积极推进外
省市劳务协作，深入实施“拓圈扩
面”行动，引进优质劳动力。春节前
后，人社部门走访联系重点企业
1000余家，筹集就业岗位 5.5万个。
正月初五起，市县两级人社部门先
后组织 300 家重点缺工企业，赴甘
肃、河南、山西等劳务输出大省开展
招聘活动，并成立镇江市人社局驻
渭南市劳务引进工作站。目前，我
市已认定了51家市外劳务协作基地
和驻镇劳务引进工作站，覆盖四川、
河南、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

服务润心田，创业促就业

“今年春节后回镇江上班，真的
非常感谢政府提供的返岗直通车，
让我们省了很多事。”农历正月初
十，市人社局携手用工企业，在蜂巢
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举行“创
响江苏 镇在等你”“点对点”返岗
复工欢迎仪式，迎接第一波来自陕
西、河南等地的160名务工人员。老
家安徽的王其会已在江苏通灵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了4年多，今年春
节后乘坐“点对点”返岗直通车返回
公司。他直言，政府为他们提供免
费接送专车，让他非常感动。

外来务工人员“点对点”包车、
包机接返服务，是今年镇江“春风
行动”暖心关爱专项行动的重要举
措。“出家门、进车门、入厂门”的一
站式免费服务，既可以帮助来镇务
工人员尽快返镇返岗，也可以给企
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春
风行动”期间，我市开展外来务工
人员“点对点”专车接返服务活动
30 余场，帮助企业送工 2400 余人
次，让来镇务工人员感受“创新创业
福地”的春风暖意。 （下转2版）

营商环境“镇合意”
强信心强信心 优服务优服务 聚合力聚合力

举办招聘136场，赴外省市劳务协作26场

和煦“春风”拂面来 就业服务暖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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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解让群众“最多跑一地”

经开区法院打造群众纠纷“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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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哀思 铭记历史
4月5日，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开展“清明寄哀思”红色教育主题活动，带领学生走进古炮台历史遗址，重温峥嵘

岁月，缅怀爱国先烈。参观结束后，学生们学习和制作古炮台的黏土模型，铭记这段历史。 刘淼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