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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6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
坡总理黄循财。

习近平祝贺黄循财胜选连任。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新建交35周年，双方始终坚持相互理
解、彼此尊重，为中新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双方要从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
智慧，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让中新友谊之树枝繁
叶茂、硕果累累。

习近平强调，中新要牢牢把握两国友好大方
向，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新
关系，确保航向不偏、动力不减。中方欢迎新方继
续深度融入中国发展，双方要深入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
领域标志性成果，推动重大项目提质升级，续写高

质量合作新篇章。要鼓励两国人民常来常往，深
化人文交流合作，让中新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中
方始终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
可阻挡，世界不能重拾霸权主义，不能被拖回丛林
法则。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
在公平正义一边，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黄循财表示，新加坡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
策，反对“台独”。在两国共同庆祝建交35周年之
际，新方愿充分运用中国繁荣发展带来的机遇，扩
大双边贸易、投资规模，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中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

6月下旬，有机越光水稻即将迎来
抽穗的关键时期。84岁的赵亚夫不顾
天气闷热，依然保持每周前往戴庄村现
场指导两到三次的习惯。

赵亚夫，1961年参加工作，先后担
任过镇江农科所所长、党委书记，镇江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宜兴农林学院读
书时，他就立志要用所学的知识，为农民
服务一辈子。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
销、实现农民富”，60多年来，赵亚夫扎根
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
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老区农民实现了小康梦。

“要致富，找亚夫”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赴日本学习。
组织上安排学习的是水稻种植技术，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草莓种植
技术，为的是“把这项技术带回祖国，一定能让农民增加收入”。他把
草莓大棚作为研究试验基地，如饥似渴地学习种植先进技术。第二年
回国，他带回20棵草莓苗和13箱农业书籍。

这些草莓苗成为赵亚夫发展高效农业的“火种”。他果断调整农
科所的研究方向，从稻麦栽培向高效农业转变，创造性地提出“水田保
粮、岗坡致富”的工作思路。他顶住压力亲自带头到乡村一线推广草
莓等应时鲜果种植，为茅山老区的“三农”发展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到1987年，句容白兔镇种植露天草莓达7000多亩，收入达到8000多
万元，农民们都开心地笑了。

然而，草莓成熟周期短又不耐储存。赵亚夫立即着手推广草莓大棚
种植，创造性地在国内首先采用了地膜覆盖、放蜂传粉、“黄板”灭虫等一
系列新技术，一年三季出产草莓，防止草莓集中上市销售出现积压。葡
萄的种植也是如此，从“巨峰”“美人指”到“夏黑”，一个个品种被引进、消
化、转化，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破解，老区农民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

赵亚夫的农业科技项目到哪儿，富裕就到哪儿。草莓、葡萄、无花
果、有机米……在他的带领下，茅山老区建成了全国草莓之乡、葡萄之
乡、水蜜桃之乡，有机大米、有机蔬菜遍地开花。

“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准能富！”这句话在茅山老区广为流
传，成了老百姓口口相传的致富“秘籍”。而他帮助了上百万农民脱贫
致富，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
则，从没收过农民一分钱。

时时刻刻为农民奔忙着

在农业科技项目推广中，赵亚夫意识到：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
农民销，才能实现农民富。

他提出农产品“理解式销售”的方法与路子，每次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的同时，还教销
售、教管理，传递市场信息。他帮助建起农民特产信息销售网站，在附近的镇江、南京等城
市建立了农产品直销渠道，甚至带着农民到社区向居民讲解有机农业知识，推销大米。

“亚夫在线”“亚夫小店”“亚夫兴农”……“卖农产品主要靠市场，需要用我名字促销尽
管说，只要能帮农民多卖东西就行。”他还无偿为农产品代言、“带货”。

赵亚夫就是这样，农民需要什么，他就学什么、传什么、干什么。他自己印制了200余
张名片发到农民手中，手机里也存下了200多个农民的电话号码，提供24小时“热线服
务”。村民王巧娣想承包荒山种桃子，赵亚夫顶着高温，冒着热暑，在杂草丛中举着拐杖，
一深一浅地察看荒山的自然情况，汗水浸湿了镜片，他却一点都不在意，跪在地上仔细研
究观察，慢慢讲解桃树种植办法。王巧娣感动得热泪盈眶。

赵亚夫常说：“农民的事，比天大，误不得！”他身患腰椎间盘突出，一到下雨天就疼得
厉害。2010年，赵亚夫老毛病发作，可他放不下江苏援川的农业示范园的事，到了成都疼
得下不了飞机。在四川的10来天，他都是坐着轮椅给农民讲课，坐着轮椅到田间看苗，坐
着轮椅在地头指导剪枝！很多农民看了，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三年援川，年近七旬的赵
亚夫先后18次飞往绵竹，亲自规划选址，亲自优选品种，亲自指导服务，培训农民200多
人，增加效益3亿元。

赵亚夫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时时刻刻为农民奔忙着：他每年200天以上泡在
田里，其余的100多天也是为农民的事情奔劳。

为乡村振兴提供江苏方案

2002年，赵亚夫退休了，但他却决定“做一个志愿者”，帮助句容戴庄村发展高效农
业。彼时，戴庄村是昔日茅山革命老区丘陵腹地的“穷山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

“他当时到戴庄来，说发展有机农业，桃子种出来能卖五块钱一斤，种水稻不打农药不
施化肥，大家都不相信。”一度把赵亚夫当“骗子”的杜忠志，却成了第一个在他指导下富起
来的农民，如今60多亩的“老杜桃园”里，还尝试种起了蓝莓，碰到自己搞不定的难题，随
时向赵老求援。

在赵亚夫指导、推动下，戴庄村建成一个有机农业生态系统。全村禁用化肥、农药，选
抗病良种，施醋糟肥田，撒米糠除草，靠蛇、鸟驱虫。如今水田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村
里先后发现野生猕猴、野生娃娃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
戴庄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全国农业合作社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在戴庄村成立，赵亚夫担任总顾问，33名农业专家担任
技术顾问，主要任务是加快句容乡土人才队伍培养，复制推广“戴庄模式”，为全国丘陵山
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江苏方案。工作室已培育出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为句容100多个
农村合作社、45万名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多年来，赵亚夫手把手培养出6名全国劳模、8
名省部级劳模。

赵亚夫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等称号。虽已至耄耋
之年，可他依然闲不下来，要么奔赴各地为农民增收出点子或提供技术帮助，要么在戴庄村蹲
点。他坦言，退休没能停下来，如今更不想停下来，“为农民服务一辈子，是我的幸福所在。”

“太感谢了，我的工资这么快就要回来
了！”日前，在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
心服务窗口，王女士握着工会调解员的手激动
不已。此前，她因被拖欠劳务费前来求助，从
申请调解到钱款到账仅用了10余天。如今在
联调中心，像这样为劳动者“撑腰”的一幕几乎
每天上演。

近年来，徐州市总工会抓实基层党建“书
记项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推
进多元化机制、实体化阵地、专业化队伍建设
为抓手，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工作大局，探索劳
动纠纷多元化解方法，搭建“劳动纠纷联动处
置”新平台，构建“委托工会组织调解”新模式，
引导广大职工“有事好商量”“遇事依法办”，有
效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阵地升级，“一站式”平台终结维权难

以往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劳动者需要跑多
个部门，耗时又耗力。如今，走进联调中心，只
进一扇门，办结所有事，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维
权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024年 7月，由市总工会联合市委政法
委、市人社局、市中院等8部门共同打造的徐州
市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正式启用，为包
括新业态劳动者在内的广大职工提供“一站
式”服务。

联调中心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面积
1200平方米，是全省第一家由工会投资建设、
多方力量参与、线上线下贯通的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组织。中心整合工会、人社、法院、检察、
司法等资源力量，集成法律咨询、调解、仲裁、
检察、诉讼、法律援助六项功能，建立受理、调
解、仲裁、审判等全过程工作流程，形成劳动争
议化解一体化、一站式服务。

截至5月底，联调中心共调处劳动争议案
件1058件，调处成功846件，提供法律援助
278次，审结劳动争议仲裁案件822件，审结劳
动争议诉讼案件493件，架起了政民沟通的

“连心桥”。
在县区，多样化的调解窗口同样在发挥作

用。截至目前，全市县区联调中心建成率达到
80%，云龙区和铜山区联调中心被评为国家级
劳动人事争议金牌调解组织。贾汪、鼓楼区总

工会在远程视频调解基础上，完善区、镇（街
道）两级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站）建设，将
触角延伸至产业工人共享服务中心，不断提高
线上调解覆盖面。

市总工会还积极推进行业、产业调解组织
建设，引导餐饮协会、快递行业协会等成立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处行业、产业劳动争议；
联合市人社局推动大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
织建设，指导企业开展协商调解工作。

机制创新，多元调解解“薪”愁

2023年6月，因某钢铁企业搬迁部分工段
车间，从事相关工作的农民工对安置方案不
满，50名农民工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申请仲裁，要求企业在原址安排工作岗位，否
则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接到仲裁申请后，仲裁院向徐州市总工会
发放委托调解函，委托市总工会派驻调处中心
联调工作室先行调解。

工会调解员第一时间介入，了解劳动者诉
求和企业意见。发现双方并未闹僵后，他通过
现场提供咨询、电话反复沟通，帮助劳动者明确
请求事项，修改完善仲裁申请书，并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普法释法，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企业也表示愿意重新核定工资数额，结算经济
补偿。后经多轮、多次、多种方式调解，劳动者
陆续与企业签订调解协议，获得经济补偿。

为强化劳动纠纷源头治理，徐州市总工会
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联合市人社局、市
中院、市司法局等部门，先后制定加强全市劳
动人事争议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加
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若干措施、劳动
争议案件委托调解实施办法等，健全多元化解
机制，实行部门协调联动，构建形成了信息共
享、各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市总工会还在全省首创“委托调解”模式，
经当事人同意后，对具备调解基础的劳动争议
案件由工会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成功给予
司法确定或仲裁确认，有效保障调解效力，调解
不成的再由仲裁庭开庭审理，不仅提高了仲裁
机构办案效率，也为职工降低了维权成本。

工会调解成为仲裁和法院的前置端口，将
大量劳动争议案件化解在诉前，推进劳动纠纷

实现源头预防和实质化解。2024年至今，全市
各级工会已办理劳动争议调解案件4321件，
其中委托调解3960件，调解成功率达到80%，
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8967万元。

队伍赋能，专业力量守牢“第一道防线”

肖百卉是联调中心的一名专职工会调解
员，自2023年加入工会维权队伍以来，共调解
成功322件劳动争议案件，成为了职工群众口
口相传的“金牌调解员”。她坦言：“调解员工
作的意义，能为每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普通
劳动者，提供解决争议的途径，争取应得的权
益，他们一个个从垂头丧气或者剑拔弩张的态
度转变为和颜悦色的握手言和，是每一次成功
调解之后最愿意看到的。”

像肖百卉这样的工会调解员，全市目前共
有43人，在劳动人事争议调处一线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近年来，徐
州市总工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广泛吸
纳有业务专长的社会化工作者、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法学专家、仲裁员、律师等力量参与
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目前，全市工会职工
维权队伍共1483人，其中专职调解员由原来
的31人增加到43人，兼职调解员1379人，维
权律师61人。

为加强队伍管理，提升调解效率，延伸服
务触角，市总工会建立健全调解员聘任、培训、
激励等管理制度，提升队伍规范化管理水平；
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举办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员、劳动争议调解员等专题培训，提高队伍的
政治能力和业务素质；与人社部门建立调解员
联合认证机制，进一步提高劳动争议调解员的
社会认可度，实现基层工会法治工作者持证上
岗；举办全市调解员岗位业务技能竞赛，组队
参加全省竞赛，连续三届荣获全省团体优胜
奖，个人分别荣获一次全省第一、全省第五、全
省第六的好成绩。

和谐的劳动关系彰显着社会治理的温情
底色。徐州市总工会将继续创新调解工作方
式方法，拓宽调解渠道，壮大调解队伍，更好解
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
和谐稳定的环境。

本报讯（记者 万森）今年6月是全国
第24个、江苏第32个“安全生产月”。6月
24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去年以来，江
苏公安机关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持续严厉打击涉安全生产领域制售假
劣产品犯罪，共侦办此类案件280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成功破获公安部
挂牌督办案件3起，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
的安全。

据了解，近年来，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一些产品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导致公共安
全案事件的重要因素。为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去年，江苏省公安厅环
食药侦总队组织对全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伪劣产品犯罪案件中安全生产风险问题
进行了专题研判，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易发
生安全生产风险的消防器材、燃气灶具、汽
车配件、建筑材料、工业设备、手机配件、汽
车用油、烟花爆竹、电动自行车电池及充电
器等9大类产品，并列入打击整治重点。

江苏公安机关在全省针对性部署开展
涉安全生产领域制售假劣犯罪打击行动，
并将其纳入“昆仑”系列专项工作一体推进
部署。其中，连云港、淮安等地打掉13个

制售假劣灭火器、防毒面具、消防水带犯罪
团伙，南京成功侦破全省首起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名定罪的伪劣电动自行车案，
有力震慑了犯罪。同时，聚焦可能危害公
共安全的各类风险要素，充分发挥公安机
关执法利剑作用，形成了以风险捕捉为前
提、以精准打击为重点、以推动共治为目标
的一整套警务流程和机制，推动从侦查打
击向以打促防、以打促治的转变，实行全周
期治理，助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全省公安机关主动对接住建、市场监
管、消防救援等部门，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

势，联合开展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消防
产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加强对安
全隐患的深入研判和违法线索的深挖，侦
办刑事案件35起、抓获135人，有力保障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警方提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仅扰
乱市场经济秩序，还会威胁到公共安全，请
勿参与任何形式、任何产品的制假售假违
法犯罪活动，否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同
时提醒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要增强自我安
全风险意识，在采购商品时，要通过正规渠
道，选择标有商标和产品合格证的商品，拒
绝购买“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商品。一旦
发现假货，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
机关举报，警民携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
护平安家园。

我省严打安全生产领域制售假劣产品犯罪

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首创“委托调解”新模式，调解劳动
争议案件4321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8967万元……

徐州工会跑出劳动争议化解“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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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连云港市江苏核电“和气一号”核能供
汽项目蒸汽供热母管一角。截至6月19日，“和气一
号”作为我国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汽项目，已安全稳定
运行一周年，累计向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供汽317万
吨，为石化行业持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耿玉和 摄

绿色能源为发展赋能绿色能源为发展赋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
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电 由新华通讯社主管、新华
出版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
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中、英文
版近日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中国年鉴 2024》中文版忠实记录了
2023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大事要事，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经济总
类、国资国企等36个部类，280万字，收录
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中国年鉴》
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

2025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
据新华社电 2025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

动仪式23日在山东青岛举行。今年的宣传周
是我国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时间为6月23
日至29日，主题是“节能增效，焕‘新’引领”。

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聚焦节能降碳工作
重点，开展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
降碳、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等活动，并结合
实际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
传活动，提升全民节能降碳意识，推动形成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

●记者23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公
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开展2025年政府
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9月3
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

●记者从23日举办的第9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外贸成果专场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目前，本届南博会已签约商贸合同163个，合
同金额折合人民币共86.63亿元。

6月23日，在重庆南川水江镇海拔
1833 米的大佛岩峰顶，华东油气分公
司一台130米高的5兆瓦白色风电机组
正式并网投运。机组年均发电量1200
万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3400吨、减排
二氧化碳近 9000 吨，为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提供实践样板。

沈志军何能举季泽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