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读书走近你我身边，成为一
种休闲方式；让读书融入日常生活，
成为一种优良家风；让读书促进城市
文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5月7日，
在第九届如东扶海读书节启动仪式
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蔡东向全县
干部群众发出倡议，利用“线上线下
阅读”等方式，坚持每天阅读一小时，
每个月读一本好书，每个家庭每周去
一次图书馆、书房、书吧，在阅读中滋
润心灵、汲取力量、增长智慧。

创建书香城市示范县，周周有活
动，月月示范，全年不断档。在如东，
从县级机关、镇（区、街道）、企事业
单位、学校、社区、村（居）到公益阅
读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加入“五彩如
东·扶海书香”阅读接力活动，推出
100个各具特色、丰富全民精神滋养
的“悦”读项目。“读书励志、岗位成
才”阅读分享会，“缤纷中天”文化活
动年系列之诵经典活动，全民阅读进
企业“工匠精神”品读沙龙，“书香助
残”读书沙龙，“我的书屋我的梦”

“宾城之夏”图书夜市、“农民读书
节”，一场全民参与的“读书狂欢节”
正在如东激情上演。

2 月 13 日，兜兜爸家庭图书馆
内书声朗朗、书香氤氤，一场别开生
面的家庭读书会如期举行，兜兜爸
高山给掘港小学的孩子们绘声绘色
地讲述《爱打嗝的斑马》和《我变成
一只喷火龙了》的故事，夸张有趣的
表演，生动灵活的互动，牢牢吸引了

孩子们的注意力，为家长开展亲子
阅读作了示范。亲子诵读、儿童诗
歌朗诵、童谣吟诵、故事表演，来自
掘港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和家长
轮番登场，家庭读书会精彩纷呈。

“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各种公益读
书交流活动，带动更多的孩子、家长
爱上阅读，让书香飘满如东大地。”
高山告诉记者，近期，他与如东税务
局将开展“爱心妈妈和兜兜陪伴困
难儿童”主题阅读活动，让书香润泽
童心，筑梦阳光未来。

今年 1 月开始，一场“暖书行
动”，走进如东乡村小学，将温暖的
书香送给每个需要关爱的孩子，发
起人就是自筹 70 多万元建成如东
首家私人书馆“安之书馆”的刘晓
军。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依然线上
线下开展 40 多场诵读沙龙活动。
今年，如东县阅读者协会、彩虹花读
书会等 200 家公益阅读组织进社
区、进村居、进企业、进校园，全域播
撒“‘悦’读种子”。

位于洋口镇南渔村乡村复兴少

年宫一楼西边的南渔书吧，平日里上
岸补充给养的渔民看书、借书的络绎
不绝；到了双休日，假日课堂开课了，
全民阅读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诵读红
色经典，爱国故事会、德育故事会、诚
信故事会，一个接着一个，成为青少
年精神家园加油站。

近几年来，如东致力于打造城乡
“15分钟阅读圈”，建设书香公园、书
香长廊、书香街区、书香星级酒店，立
体阅读服务网络日益完善。持续打
造“扶海书香”阅读服务品牌，“书香
霜桥”“草木乡村”“书沐滨城”等镇
区阅读活动品牌竞相涌现，月月有活
动，季季有精彩，构筑起群众身边的

“书香矩阵”。
目前，我县四层阅读空间从全

覆盖向“专精特优”跨越，投资 3 亿
元建设的如东县图书馆连续三届蝉
联国家一级图书馆；刘季平少年儿
童图书馆，拥有少儿图书 8万余册，
成为网红打卡地。如东建成 5个机
关特色分馆、16 个镇（区、街道）分
馆、4 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分馆、6
个 24 小时图书馆自助驿站、4 个省
级五星级示范书屋、66个市级四星
级示范农家书屋、4 家 24 小时不打
烊的城市书房、五星级城乡书吧 19
家、三星级城乡书吧 48 家。全民
化、特色化、个性化的阅读活动，助
力书香如东建设跃上新台阶，为如
东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提供澎湃动力。

□ 杨新明

—— 2022年5月12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精心打造四层阅读空间 百场书香盛宴精彩亮相

—— 2022年5月15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4000多家家庭农场
演绎乡村振兴大合唱

□ 高玉霞 周颖石 康昊文

近年来，我县把发展家庭农场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快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乡村产
业融合发展。目前，我县纳入全国
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中的规模经营户

达 4576家，家庭农场总经营面积超
过 48.82 万亩，培育示范家庭农场
267家，4000多家家庭农场驱动乡
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演绎乡村振
兴大合唱。

“蓝白”伉俪携手抗疫
践行红色初心

□ 茅晨华 严晨

在如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疫”
线战场中，活跃着三对抗疫“伉俪”，
他们坚守岗位，冲锋一线，在个人与

集体、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坚定不
移，用奋勇拼搏诠释如磐初心，用并
肩作战诠释别样浪漫。

—— 2022年5月14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 2022年5月9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我县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发展理念，以
企业需求为工作导向，深入推进产才

融合，围绕产业链有机衔接人才链、
创新链、资金链，推动人才引领发展、
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精准聚焦企业需求
深度推进三链融合

□ 朱爱梅 赵凯城 朱佳奇

—— 2022年5月17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社区青春行动”奏响
基层治理青春之歌

□ 陆昊 沈慧

我县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推动青少年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和
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开展“社区青

春行动”，广泛发动 2000多名团员
青年到社区报到，奏响基层治理青
春之歌。

□ 于海霞 于振勇 何丹丹

—— 2022年5月1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我县把理
论学习教育与疫情防控新形势新要
求相结合，将基层理论学习拓展到

“云端”，推送到“指尖，通过开展
“疫”线“晓”课堂、扶海云学堂·疫情
防控名嘴说等一系列特色培训项
目，推动随“疫”学习，实现 24 小时

“疫”线学习不断线。这些正是我县
实施和深化党员冬训“三三三”工
程，变“冬训”为“常训”采取的一系
列举措。通过开展基层思想理论工
作创新工程，在深化基层理论学习
宣传中闯出了新路子。

三个维度抓创新，三大领域新突破
2021年初，“学习强国”如东线下

体验馆正式开馆。自那以来，我县委
宣传部坚持利用“学习强国”线下体
验馆，全年开展比学、赛学、讲学“三
学”活动。坚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创设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馆，
开设青年学堂，常态化组织开展理论
沙龙、“五彩如东·理论学习‘思享’
会”示范接力等一系列学习活动，推
动理论学习实现常态化。

针对一些部门和单位人员数量
少、学习力量分散的现状，我县创新
推出联合冬训模式，组织建立党员冬
训联盟，开展联合冬训。通过联合县
级机关各部门单位，利用机关党员活
动中心，推动学习常态化、制度化。
坚持把抓冬训与促发展有机融合，在
企业一线、项目前沿、工地车间乃至

疫情隔离点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和宣
讲，全县企业比较集中的园区通过组
建企业党建联盟，“百企联百村”村企
联合组织开展学习以及借助车间理
论宣讲“思享”会示范课堂等形式，广
泛开展特色学习活动，深受企业职工
欢迎。

针对外地流动党员，早在 2017
年，我县就全市第一家组织开展送理
论到外地企业商会。冬训期间，他们
发挥工会、企业商会、企业家协会、建
筑行业协会等组织优势，通过结对联
训、送学上门、微信助训等形式把冬
训送到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无锡
等外地企业商会。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新业态领域，
在推动非公企业、新社会组织、新业
态方面，我县组织开展了快递行业

“冬日暖蜂”行动暨“情满快递路、理
论伴我行”党员冬训走进快递小哥专
题宣讲，把党的理论送到全县 7家大
型快递企业 970名从业人员。在利
用网络开展冬训方面，组织开展党员
冬训云端“思享”示范观摩活动，探索
并推广“云端”模式，4.88万人在“云
端”透过指尖共享理论大餐，“云党
课”将冬训课堂搬上“指尖”，实现了
学习“全覆盖”、交流“零距离”。

三大平台齐上阵，三维课堂大联学
我县坚持把深化冬训专题学习

作为提升冬训实效的重要环节，在充
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动基础上，用

好各类学习平台，精心打造了理论学
习“三维课堂”。

“网上课堂”推动线上随时学。
借助党员微信群、“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理论学习“云课堂”、融媒APP等
载体，组建“网上课堂”，构建起线上
学习体系，组织开展网上宣讲 500多
场，推动实现随时学。

“小微课堂”推动线下灵活学。
利用扶海大学堂各分堂、情境课堂、
板凳课堂等“十小微课堂”以及“学习
强国”线下体验馆等各具特色的“小
微课堂”1000多场，有效扩大了党员
冬训覆盖面。

“实践课堂”推动学用结合学。
全县各级党组织坚持融合推进，结合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政策法治宣传、“全民阅读春风行
动”、“扫黄打非”工作、“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等，把冬训与解决现实
问题相结合，组织开展了“送温暖”活
动，慰问留如外地员工，宣传防疫知
识，送上理论“大餐”。全县各地还组
织开展“文明家庭”评选、“美丽庭院”
评选以及道德讲堂等活动，推出“有
事好商量进冬训”等一系列特色实践
项目，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

三个领域传理论，三支队伍大宣讲
我县还坚持把抓实理论宣讲作

为有力抓手，建立三级书记带头讲、
理论专家辅导讲、百姓名嘴现身讲宣

讲模式，发挥“党员干部、理论专家、
百姓名嘴”三支宣讲队伍作用，组建
理论传播“轻骑兵”，组织开展集中宣
讲和“点单式”宣讲。

党员干部带头讲。借助各类宣
讲平台，开展“一把手”上党课、“三级
书记”讲理论、基层干部宣政策、党员
典型谈事迹、一线党员传技能等方
式，进一步增强理论宣讲覆盖力。

理论专家辅导讲。邀请县内外
各级各类理论专家开展冬训宣讲，组
织理论专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党员的不同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对
象化、分众化和靶向式宣讲，全面提
升理论宣传吸引力。

“百姓名嘴”常态讲。基层“百姓
名嘴”宣讲队伍通过开展“青蓝工程”
结对，举行理论沙龙、专家辅导、示范
宣讲、集中备课等，不断提升理论宣
讲技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培
训好“百姓名嘴”开展宣讲比赛活
动。“百姓名嘴”宣讲员发挥理论传播

“轻骑兵”优势，深入农村、社区、机
关、企业、渔船码头、田间地头、中小
学校、城乡书吧、农家书屋以及军营
等组织开展“文明实践 理论当先”小
微宣讲学习活动200多场（次）。

通过深入实施“三三三”工程，理
论之花在位于南黄海之滨的如东大
地处处开放，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全
县各行各业、各类人群常态化开展理
论学习，基层思想理论高地建设的基
础进一步夯实。

变“集中餐”为“日常餐” 理论传播零距离不断线

□ 高玉霞 周颖石 徐琳

开辟公益性岗位 兜底就业基本盘

—— 2022年5月10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针对疫情影响带来的就业压力，
我县通过开辟公益性岗位等举措，兜
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稳住就业基本
盘。

近日，在长沙镇海滨卡口，工作
人员吴正权正在对出海作业车辆、人
员一一进行登记检查，严格按照相关
防疫要求，做好防控工作。2015年，
因身体原因，50岁的吴正权不能再从
事体力劳动，几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去年，他看到政府发布的
公益性岗位招聘公告后，报名参加招
聘并顺利被录用。“现在终于有了一
份安稳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单位还
缴纳五险一金，感觉生活有了保障，

我会尽心尽力做好这份工作，对得起
政府给我的这个岗位。”对于目前的
工作，吴正权感到很满意。

就业局势的稳定是民生改善的
坚实基础、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2021年，如东开发了社区便民服务、
城乡社会治理、城乡公共服务及临时
性卫生防疫等 124个公益性岗位，用
于安置通过常规手段帮扶仍难实现
就业的困难人员，当年共安置 101
人。今年以来，县人社部门联合各镇
（区、街道）进一步加大公益性岗位的
开发力度，切实保障就业困难人员端
稳饭碗。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各镇
（区、街道）开发防疫公益性岗位，协

助开展例如核酸检测、人员排查、物
资对接、交通值守、环境消杀等疫情
防控工作，在援助就业困难人员的同
时增加基层防疫工作力量，发挥好公
益性岗位在稳定就业和疫情防控中
的实际作用。

为鼓励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灵
活就业，充分发挥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扶持效应，如东积极做好就业困难人
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审核、发
放工作，切实将社保补贴惠民政策落
实到位。家住长沙镇港城村的岑菊
美就是受益者之一，由于诸多原因，
岑菊美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仅
靠打零维持生计。工作人员了解她

的情况后，主动上门宣传讲解就业困
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并指
导她进行社保补贴申报。“工作人员
告诉我，根据我的情况，每个月能补
贴400多元，起码能补贴3年，这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家里的负担。”岑
菊美感激地说。

自 2020年底就业困难人员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如东加
大对各镇（区、街道）人社业务经办人
员的业务培训，通过强化政策宣传、
简化办事流程等举措，落实对就业困
难人员的资格申请受理和后续跟踪
服务工作，目前，全县已审核通过在
享受人数达1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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