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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这片流淌着红色血液、传承着红色基因的土地上，共有165处红色资源
点，其中17处与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南京市总工会精心梳理、深度挖掘
各个红色工运资源点，精心打造了“一条红线贯南北，因地制宜创新质”红色工运文
脉学习体验路线。

这条贯穿长江南北的红色工运文脉学习体验路线，鼓励倡导广大职工用脚步
丈量南京，在学习体验红色工运文脉线路中，重温峥嵘岁月，共同感受工人阶级的
历史功勋，展望工人阶级的美好未来。

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南京红色工运文脉，感受这片红色热土的独
特魅力，赴一场别样的红色之旅吧！

你了解南京工运史么？
你知道南京第一个总工会在哪里成立么？
在南京这片传承红色基因的土地上，邓中

夏、王荷波、文化震等诸多工人运动先驱，在这
里留下了光辉时刻，他们带领广大工人群众用
一次次工运高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
了坚实基础。追寻历史的足迹，红色基因深深
烙印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
事，一张张感人肺腑的红色底片，构成了红色南
京亮丽的底色，我们将在这条“吃水不忘挖井
人”的忆往昔线路上重温那些炮火纷飞的革命
岁月，共同感受曾经工运事业的峥嵘。

这里，时间的车轮倒转，红色的“工”字熠熠
生辉，带你回到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南京工
运史展展厅以历史为轴，通过五个不同的主题
展区，全景展现了南京工人运动的风雨历程。
南京工运史展位于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分为序
厅和主展厅两个部分，展陈面积976平方米，序
厅以“劳动光荣、创造伟大”为主题的红色工字
模型开篇，背景整体是千千万万的“工”字，喻示
着在国家发展的每一项伟业中，都镌刻着工人
阶级的坚实足迹，不朽功勋和无上荣光。主展
厅以历史发展时间为脉络，以南京工运历史的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工作为主线，全景展
示了南京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历了“筚路蓝缕、觉醒者，栉风沐雨、革命者，艰
辛探索、建设者，勇于创新、实践者，踔厉奋发、
追梦者”等五个阶段奋斗历史，时间跨度从
1840年至2023年，采用图文并茂、场景再现、
视频影像等形式，全面生动再现南京工人运动
的风雨历程。在这里，你不仅能了解到工人阶
级的光辉业绩，还能感受到南京工会创新发展
的丰硕成果。

矗立在秦淮区金陵路 1 号江南贡院的明
远楼，距今已有近 500 年历史。“江南贡院的明
远楼，大家都知道它是科举考场的一个代表性
建筑，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是南京第一个总工
会的成立地。”南京市劳模、南京中国科举博物
馆副馆长吴怡坦言，“1927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在这里聚首，成立
了南京第一个总工会，在这里把南京的工人运
动推向新高潮。作为文旅系统的一名劳模，今
后我要引领和带动更多的人投身于红色工运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之中。”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条例》学习教育活动，将红色工运文脉资源体验
路线作为工会党员干部、劳模职工疗休、各类学
习教育活动必修课，培养专业讲解员，统一组织
团队参观学习，增强红色工运资源体验的沉浸
感。”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京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不仅不仅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更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热更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热
土土。。现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
探索那些在南京工业发展史上探索那些在南京工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留下浓墨重彩一
笔的红色工运文脉笔的红色工运文脉，，感受那些基石与栋梁的力感受那些基石与栋梁的力
量量。。

在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在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这个国这个国
家级家级““55G+G+””智慧工厂智慧工厂，，万余零配件有序集结万余零配件有序集结，，不不
到到33分钟分钟，，一台崭新的深蓝一台崭新的深蓝SS77就能从总装车间完就能从总装车间完
成下线成下线。。惊叹之余惊叹之余，，深切感受到新质生产力为推深切感受到新质生产力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动高质量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而踏入刘锡云而踏入刘锡云
劳模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技能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技能
成果和匠心独运的创意方案成果和匠心独运的创意方案。。

刘锡云作为长安汽车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首
席技术专家和汽车道路试验资深高级技师，不仅
在汽车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的造诣，还是南京市劳
动模范。他在长安汽车技术技能运动会中以其
卓越的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为同事提供支持与
帮助，展现出了非凡的“工匠精神”。多年来，他
用行动诠释敬业与忠诚，在汽车试验评价专业领
域上不断钻研、攻克难题，创新运用新技术，沉淀
经验成果，提高创新能力，培养技能人才，推动公
司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员工队伍建设。刘锡
云还积极参与社会宣讲活动，通过讲座和互动问
答，向学生们传递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鼓励年
轻一代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提升技能水平，为

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刘锡云劳模创新工作室场地建设在生产一

线，涉及车间大部分区域，设备由原先初始的评
价工具到目前具有成套体系的辅助测试仪器16
套，为工作室开展新能源汽车性能评价、整车试
验、市场技术支持提供有效的资源保障。同时建
立了完善的工作室管理制度，按照“13930”模式
开展各项业务，紧扣人才培养、技术攻关创新、技
术技能支持等维度有效开展工作。自2017年成
立以来，工作室一直秉持“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劳
动创造价值”的理念，聚焦于汽车行业的前沿技
术和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在试验体系方面，搭
建新能源电动汽车适应性测试评价体系，重点突
破了EV新能源车型低电量整车适应性试验方法
的开发，填补了此项目的空白；2023年，修编的
《精致工艺标准》《三电绝缘检测》《整车AUDIT
评审方法》等5个规范被行业内厂家引用推广，
创造社会效应及经济效益约88.47余万元。

此外，中车浦厂孙景南劳模创新工作室、
南京中网高云勇劳模创新工作室、中国电信杨
春泽劳模创新工作室……这些遍布南京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职工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
创新的孵化器，更是工运精神的传承地。在这
里，每个人都是产业强市的基石和栋梁，他们
的智慧和汗水，构筑起了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
的坚实基础。

在南京，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承载着沉
甸甸的历史。

沿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看今朝路线，长
江大桥、江北新区等凝结着劳动人民智慧与汗
水的成果，将在这条路线上展现。广大职工群
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用智慧
与汗水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透过这
条线路上的一座又一座南京城市发展地标，我
们将在恢宏的场景中体验工人阶级的辉煌。

走进红色广场，草坪上1:1比例复原的中
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辆客运蒸汽火车模型
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红色文化展陈馆
革命志士群体雕像前，党员们面对鲜红的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初心。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热土。江北地区是中国
共产党在江苏最早建立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
的地区之一，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江北
地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人物。中国
工人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
共产党纪律监察工作开创者王荷波就是从这
里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京江北新区红色广场位于顶山街道金
汤街社区津浦铁路文化广场，紧邻浦镇车辆
厂老厂区与浦口明城墙遗址，红色广场配套
建设了展陈馆，从空中俯瞰，建筑主体呈品字
形，对应曾在这里战斗过的王荷波同志的“品

重柱石”的宝贵品格。在引导员的讲解下，王
荷波、两浦铁路工人等英雄形象鲜活重现，三
浦战役、二七大罢工等一幕幕情景浮现在脑
海。在这里，大家了解到南京地区第一个近
代产业工会——浦镇机厂“中华工会”、南京
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浦镇党小组以及
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九袱洲支部
的组建过程，也对王荷波等活跃在江北地区
的革命人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通过听取讲
解、观摩实物、观看图片视频，追忆南京早期
党组织的光辉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斗争岁
月，深刻领悟老一辈革命者的坚定信仰和崇
高革命精神。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走进每个
人的心中。

据介绍，红色广场主要承担有关江北革命
文物资料的征集采集、保管、研究、陈列和宣传
等工作，对社会各界进行革命传统和党性教育
活动。作为南京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开展富有特色教育实践研学，挖掘王荷波
同志革命相关内容、精神等，开展纪检、工会等
系统的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并进行口述历史寻
访，邀请江北地方革命后代讲述红色故事，举
办让红色文化走出去的活动，通过微党课、微
团课、报告会、巡展、宣讲等形式，将江北红色
故事、红色文化送进企业、学校等，宣传党在江
北的奋斗历程和相关革命精神。

先驱之路，寻找永恒的初心

大国重器，彰显新时代担当

这是一条“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望未来线路，
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新质生产力的最新要求，呼唤
着职工群众继往开来、创新创造。沿途南京未来
建设发展的图景，将与红色工运文脉相互交融，我
们将在往昔与今朝的波澜壮阔中，汲取未来助力
大局的信心，把握未来推动发展的方向，共同展望
美好未来。

去年8月，被誉为国内软件行业“风向标”的
2023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
博览会举办。与软博会一同奔跑19载，“雨花软
件”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融合
应用走向深入，而其最集中、最核心所在，就是中
国（南京）软件谷。

2010年9月，南京被国家工信部授予首座
“中国软件名城”称号。2011年8月，中国（南京）
软件谷正式成立，承担起高标准建设“中国软件
名城”历史使命。近几年，围绕“平台化、开源化、
智能化、生态化”主方向，软件谷创新产业集群从
无到兴，形成了通信软件及运维服务、云计算大
数据及信息安全、互联网+、人工智能及智能终
端、集成电路、信创“六大产业集群”。一次次抓

住风口、乘势做强，已集聚涉软企业4000余家、
涉软从业人员35万，创造出全省约20%软件业
务产值。

据悉，通过多年布局发展，软件谷主导产
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集聚了世界500强及世
界软件百强企业18家，中国软件百强、中国电
子信息百强及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35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811家……在巩固原有优势领域
的同时，软件谷紧抓国内数字经济产业爆发式
增长的新机遇，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
布局工业软件、元宇宙两个新赛道，积极开辟
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前沿领域，打造“6+2+
X”数字产业发展新格局。2022年，雨花台区
成立元宇宙产业联盟。“我们既有制作元宇宙
内容的企业，也有做底层架构技术的企业，元
宇宙产业在这里已经形成了集聚效应。”软件
谷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锚定南京打造万亿
级产业地标的目标，下一步，软件谷将聚焦软
件和信息服务产业链，加快打造软件名城引领
区、数字经济核心区、技术创新策源区、产城融
合示范区。

产业强市产业强市，，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大厦的基石和栋梁

智创未来，践行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版文字：胡佳 通讯员：宁工萱 图片：宁工萱

南京长江大桥，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桥梁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承载了几代人的特殊情感与记忆。

1958年成立的高淳陶瓷，如今已经成为我国陶瓷
行业的杰出代表，其产品畅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这里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者，也是现代
科技创新的先锋，近年来，公司与南京知名高校、科研
机构共建共享，致力于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助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

中国（南京）软件谷

杨春泽劳模创新工作室

刘锡云劳模创新工作室

江南贡院明远楼江北新区红色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