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突出创新核心地位，激
发创新主体活力，强化创新平台支
撑，优化创新生态服务，加大创新人
才导入，释放创新驱动潜能，如东近
日出台制造业创新发展“新政 30
条”，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以最佳环境助力制造业强县，为勇当

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提供
强劲发展动能。

“新政 30条”涉及支持“双创”载
体平台加速发展、聚焦创新企业集群
做大做强、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鼓
励企业加大创新发展投入、助力企业
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创新

发展“软实力”快速提升、构建产业人
才发展崭新格局等七个方面。

“新政 30条”坚持一切资源优先
向创新配置，一切力量优先向创新聚
合，一切政策优先向创新倾斜，加快形
成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的增长方式。
聚焦产业发展，狠抓园区资源有效整

合、“双创”平台增量提质、协同创新能
力提升、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搭建“高
水平”创新平台；加强企业培育，加快
科创企业导入，加速科创企业培育，加
大优惠政策扶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壮大“高能级”创新主体；坚持人才战
略，突出产业“招才”，强化政策“引
才”，优化生态“留才”，汇聚“高素质”
创新人才；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落实，营造创新氛围，构
筑“高效率”推进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如东将以“新政30
条”的发布为契机，优化营商环境，着
力厚植制造业创新发展新沃土。致
力打造“办事更高效”的政务环境、

“成本更低廉”的要素环境、“保障更
有力”的法治环境、“竞争更公平”的
市场环境 、“亲清更有度”的政商环
境，全力推动营商环境实现新提升、
取得新突破。

县委书记沈峻峰表示，推动制造
业创新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的应有之义，
是如东迈入新发展阶段，勇当长三角
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战略选择，
是提升如东城市活力的核心引擎。站
在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交汇点，
如东将把制造业创新发展作为未来发
展的核心战略来谋划，放到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来推进，以更强的使命感、
责任感推动如东由“制造业大县”向

“制造业强县”跨越。

□ 韩亚峰 朱晓进

—— 2021年4月20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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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镇的红色根基深厚，这几
年，红色引擎给农村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
些都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
……”近日，曹埠镇老党员何永焕感慨
地对记者说。

1926年，如东第一个党支部——
下漫灶党支部在曹埠镇成立，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火种在如东大地就此
点燃。走红色路，看小康村，近日记者
来到如东第一个党支部的所在地，听
往昔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听老乡讲
述今朝“红色村庄”的小康故事。

下漫灶是位于南通与如东交界
处的小集镇，这里有一所规模很小、
供贫苦农民家的孩子就读的初等小
学——下漫灶小学。1926年秋天，王
盈朝受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委派，来
到如皋东乡地区筹建党组织。为了

掩饰自己的身份，他经熟人介绍，被
安排到下漫灶小学教书。在下漫灶
小学，王盈朝一边教书，一边与贫苦
农民交朋友，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
子。不到半年的时间，王盈朝先后吸
收了 8 名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还与何家庄小学教员叶胥朝和
江园小学陈希轩取得联系，并吸收他
们入党，分别在这两所学校也办起了
平民夜校，启发阶级觉悟。1926年 11
月，王盈朝在下漫灶小学主持召开了
第一次党员会议，正式成立党支部，
王盈朝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如皋东乡
第一个党支部——下漫灶党支部就
此诞生。

1945 年，如皋东乡易名为如东
县，当年的下漫灶地区变成了如今的
曹埠镇上漫社区和下漫村，中共下漫
灶党支部的红色基因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曹埠儿女。近年来，曹埠镇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各村居的村容面
貌、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今年入选南通市乡村振兴
首批示范村。

上漫社区由从前的吕湾村、金桥
村、东北村等 5个行政村重组建成，共
有居民 7115人，针对社区特有的历史
特点、区位特色，上漫社区以党建为引
领，大力推进富民强村。结合创建国
家级绿色社区、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
美丽乡村、水美乡村，科学布局，率先
在全镇实施水路网渠全面改造，深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
动，十年来累计投入 4600万元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2014年，社区还在全县
率先建立了村级医疗互助组织暨“福
村宝”医疗互助平台，项目筹集资金超
100万，受益人群覆盖面达 3000人，截

至目前，社区总结报金额超70万元。
为了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中

国好人、上漫社区居民赵亚华在社
区农民集居点南郊新村兴办了“赵
家剧院”，成立理论政策宣讲、文化
文艺演出、老弱病残免费接送雷锋
车队等 6个志愿服务队伍，吸纳 2000
多位志愿者，已成功举办了 3000多场
演出活动。

连日来，在社区南郊新村南侧，如
东第一党支部纪念馆正在紧锣密鼓的
建设中，上漫社区党委书记朱广明介
绍，纪念馆建设是社区今年的重要工
程，旨在教育居民们不忘革命先辈，传
承红色基因。除此之外，社区今年还
将投入 6500万元，建设农产品展示展
览中心、高标准农田项目、四好农路
……书写乡村振兴新画卷，向党的百
年华诞献礼。

走 向 我 们 的 小 康 生 活

“红色村庄”的绿色发展之路
□ 洪绍敏 徐悦箫 李长华

—— 2021年4月1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发布“新政30条”
聚力打造“制造业强县”

高 质 量 发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 高玉霞 周颖石 杨霞

助老e服务让老年人搭上“数字快车”

大豫镇社区教育中心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树立全心全意为社区居
民服务的宗旨，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措施，推出助老“e”服务项目，助
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让老年人追
上时代的步伐。

“以前我去哪里都不方便，不会用
手机打车，也找不到健康码，需要找人
帮忙，现在通过老师的讲解，马上就找
到了。”在培训教室里，64岁的施益兵
戴着老花镜，举着智能机，一边认真听
老师讲解智能手机的应用，一边跟着
老师一步步操作。

在教室的另一角，69岁的张俊开
心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学习成果。他
表示，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
活方式，而且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提升了生活品质。“我们老年人不服
老，也想玩转智能手机，跟上时代的步
伐，享受生活的乐趣。像微信视频、听
歌、看小说……用不了多久，这些也将

变成我们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张俊信心满满地说。

这是大豫镇社区教育中心自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举办的第三场智能手

机培训，前后共惠及150多名老人。社
区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曹永东介绍，大
豫镇老龄化比例较高，相当一部分老年
人没有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享

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社区教育中心认真落实“我为
群众办实事”措施，依托镇老年大学、各
老干部党支部、各村居民学校等阵地，积
极组织开展智能手机培训，为他们讲解
智能手机的各项功能和使用方法，并鼓
励他们克服对智能手机的畏惧心理，努
力适应智能技术带来的变化。

集中培训是助老“e”服务项目的
内容之一，除此之外，社区教育中心还
为老年人提供了“私人订制”服务，他
们充分发动志愿者，分组包干，定期进
村入户，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手把手示范辅导，这一做法赢得了不
少老年人的称赞，不少“技术娴熟”的
老人也加入志愿者队伍。曹永东介
绍，目前，社区教育服务中心正在积极
打造教育服务流动点的建设、组织编
写智能手机应用说明书等，进一步探
索新的服务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享
受到数字生活的便捷。

—— 2021年4月15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忆初心，感党恩，
这个“生日”我们一起过

□ 骆英英 徐冬伟

4月 10日上午，掘港街道组
织委员骆英英、党史学教办的工
作人员、三河村老党员、村居及非

公企业的青年预备党员一起来到
了唐玉才老党员家中陪他度过一
个特殊的“生日”。

—— 2021年4月14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油菜花田学党史
红色精神永传承

□ 洪绍敏 徐悦箫 张平

近日，在金灿灿的油菜花
田，洋口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
局党支部副书记张铁兵，向镇机

关的党员代表和新林小学学生
讲述党史，吸引了当地不少村民
驻足聆听。

—— 2021年4月18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红领巾心向党
“小溪流”探访让红色基因赓续流淌

□ 茅晨华 王莹

上好德育课，走好人生路。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掘港小学
以此为契机，开展“致敬百年 小
溪流寻访”系列活动，组织小红领
巾们走访了“如东第一个党支部

诞生地”“革命先烈白桐本烈士家
属”“身边的老党员”等，传承红色
基因，触摸时代变迁，让孩子们了
解百年党史中的如东元素、如东
故事、如东成就。

—— 2021年4月1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百岁党员徐明 一片红心向党
□ 洪绍敏 徐悦箫

在袁庄镇孙庄村，有一位
105 岁高龄的老党员徐明，她
是镇上的百岁理论宣讲员。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如今
的太平盛世，徐明见证了新中

国从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
的点点滴滴。她用心记录着
自己的所听、所看、所想，用情
将红色故事讲到了后代子孙
的心里。

—— 2021年4月14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