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礼是少先队的最高礼
节，敬好一个标准的队礼，是对少
先队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树立少
先队员良好形象的第一步。”近
日，南通市“张嘉佳”名辅导员工
作室第十三次集体研修活动在如
东县洋口港实验小学举行。活动
中，工作室领衔人张嘉佳针对“敬
队礼、出队旗”等礼仪相关内容进
行了现场指导，现场的老师们认
真聆听，用心记录，积极参与并进
行小组练习和展示。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强技能
同担育人使命 逐光行 共添领巾荣
光”为主题，通过专业指导培训，提
升少先队辅导员能力水平，助推少
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工作
室“少先队工作乡村行”系列活动的
第三站。

活动中，共青团如东县委、如
东县少工委相关负责人受邀讲
课。工作室领衔人张嘉佳和工作
室骨干成员李玲玲分别就少先队
礼仪和少先队活动案例的撰写作
专题讲座。与会的如东县少先队
辅导员们还集中学习了《少先队辅
导员管理办法》，分享学习心得，大
家纷纷表示将不断学习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肩负起为党育人的光
荣使命，钻研教育理论，提升自身
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实现自我成
长，逐步成为少先队工作的示范
者，为新时代红领巾事业增添新的
荣光。

据介绍，该工作室成立于 2022
年，聚焦少先队工作的主责主业，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阅
读分享、现场观摩、技能培训、德育
课堂、文件研读、文化研学等集体研
修活动，帮助一大批少先队辅导员
赋能提质、成长成才。今年工作室
又启动了“少先队工作乡村行”系列
活动，打通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的“最
后一公里”，帮助广大乡村少先队辅
导员快速成长。

此外，工作室还不断创新少先
队活动，带领少先队员投身于火热
的社会生活中，参与组织入队仪式、
少先队代表大会等重大活动以及系
列红领巾寻访。一年多来，工作室
多次参与承办南通市、如东县少先
队骨干辅导员培训等县级以上活
动，8人次在省市县级辅导员风采
比赛和技能竞赛中获奖，并在去年
省少先队年会上进行创建四星章中
队案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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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育人新模式
助力师生共成长

□ 周雨霁

近年来，如东大豫镇一门闸村立
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结构，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切入口，探索出一条特色种植结合、
经营模式多样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子，持续增添乡村振兴新活力。

2022年一门闸村村营收入158.04
万元，2023年预计达 180万元。该村
先后获得南通市文明村、江苏省人居
环境整治示范村、南通市特色田园乡

村、南通市乡村振兴生态宜居先进
村、江苏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村
等荣誉称号。
盘活资产资源，提升“输血”质量
这几年，种地农民老龄化、撂荒

抛地常态化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一门
闸村“两委”全面摸底排查，制定土地
流转规划，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户
长会，引进有能力的种植大户获得土
地经营权，解决“有人无田种，有田无

人种”的问题，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增
收双赢。面对种田大户普遍存在的

“零散耕种”问题，村里依托 2022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变零散“巴掌
田”为整片“高产田”，流转价格由每
亩300到500元增加至700元，该村高
标准农田面积达到 8900亩，连片面
积 1200亩，溢出面积 162.39亩，村集
体经济收益新增40.8万元。
推动产业发展，增强“造血”功能

2017年，一门闸村依托当地的土
壤和气候优势，从外地引进金丝皇菊
种苗和烘烤设备，发展皇菊产业。经
过近 5年的摸索实践，村里的金丝皇
菊种植和深加工技术日益成熟，育苗
成本从最初的2.5元每只缩减到如今
的 0.15元每只，种植面积已达 80亩，
预计年产鲜花约10万斤，成品干花1
万斤，年产值达到 80万元。随着产
量的不断提升，村民收入也得到大幅
提高，采摘期间，能吸纳就业 40 多
人，为农户增收约10万元。

依托地方水土优势，推动特色产
业发展的同时，一门闸村还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产品提质增效。依托
市级示范村创建，村里新建占地1500
平方米的电商物流仓储，建成后将实
现该村农产品的加工冷藏与错峰销
售；新建占地 2500平方米的烘干中

心，项目运营后可日处理 320 吨水
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电商物流仓储
及烘干中心项目的建设，标志着一门
闸村服务“三农”有了“主阵地”，发展
村集体经济有了“主平台”，两个项目
预计每年将增加村营收入 40万，带
动约50人就业。
聚焦要点发力，注重“养血”发展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工作

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一门闸村深挖优
势资源，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思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针对村域内存在的闭
户情况，村里计划通过回收闭户土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初步排查出闭户
331户，面积679.19亩，据估算，全部回
收后预计增加村营收入41万元。

回收土地资源后，村里计划通过
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进一步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推动农业现代化发
展。同时，借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
渠道，充分利用乡村振兴配套资金，
实现直播带货工作室配套设施提档
升级，以“产业发展+直播带货”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目前，村“两委”
正在主动对接本地在广州、南通的网
红主播，拟签订合作协议，并计划招
募本村的年轻人才，组建农产品销售
团队，利用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平台
对乡村土特产进行宣传销售。

□ 葛重阳 朱海城 冯益军

全面进入高负荷“送暖”模式
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将超40亿立方米

—— 2023年11月2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不久前，来自卡塔尔的Q-MAX
型LNG运输船“莉比莉娅”顺利靠泊
洋口港阳光岛 LNG码头，这是今年
冬季保供期的第三艘船，目前中石油
江苏LNG接收站已经全面进入为期

5个月的高负荷“送暖”模式。
“‘莉比莉娅’将卸载 26 万方、

11.4万吨液化天然气，这是接收站今
年接卸的第 63艘船。”中石油江苏液
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中心专

业主任吴小飞表示，这艘船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 LNG运输船，从卡塔尔
经过 15天的航行，长途跋涉来到江
苏 LNG 接收站，卸完后，今年江苏
LNG接收站的接卸量将达到 550万

吨。
据了解，江苏LNG接收站共有6

座 LNG储罐，总罐容 108万方，满库
容情况下可储备天然气 6.7 亿立方
米，可以满足江苏省一周的用气量。
这些“海气”上岸气化后，90％以上汇
入管网，经由冀宁联络线与陕京线和
西气东输一线相连，并借冀宁联络线
的双向输气功能，让天然气供暖辐射
范围由长三角扩大到华北等地，目前
接收站正在以每天 3600万方的高负
荷外输量保供。“11月我们还有 5艘
LNG船到港，预计今年保供度冬期
间将会接卸 37船，气化外输量超过
40亿立方米。”吴小飞表示。

为确保冬供期间生产运行顺畅
有序、LNG船舶接卸安全高效、外供
电可靠稳定，江苏 LNG接收站提前
谋划、周密部署，制定了系列冬供方
案，并在保供前期完成设备大修，同
时公司组织海关、边检、海事、拖轮等
单位召开冬供外部协调会，及时协调
解决保供期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顺利完成今冬明春冬供任务。“如
东海关提供了保姆式的服务，执行两
段申报、船边直提的便利措施，方便
了LNG货物的直接通关。”吴小飞介
绍，保供期间，在海关等口岸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缩短了船舶在港时间，
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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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霞 周颖石 陆高林

“这批招了多少人？什么时候入
职？……”近日，县人社局相关工作
人员走进如东经济开发区江苏翼扬
食品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
交流，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用工及生产
经营情况，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这
是如东县人社局为企业发展排忧解
难、保驾护航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
现。

今年，县人社局结合工作实际，
精心谋划部署，积极开展“深化 26℃
温馨服务直通车机制、做好服务市场
主体大走访”活动，重点深入 13家挂
钩企业开展大走访，在企业用工、社
会保障、人才支撑和劳动维权等方面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一企一策”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江苏翼扬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新型蛋制品精深加工企业，根据企业
规划和市场需求，企业生产线持续上
新，用工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得知这
一情况，如东县人社部门主动上门对
接，详细了解企业岗位需求，积极推
动供需精准对接。“他们定期来我们
企业走访，了解用工情况，并记录企
业招聘信息，将我们的用工需求发布
到如东人社微信公众号、如东人才网

等平台，同时还帮我们到陕西南郑等
地发放招工简章及宣传单。”公司总
经理刘先林告诉记者，在县人社部门
的推动下，目前陆续有求职者电话咨
询或者来企业报名、应聘，近期已经
有 30多人办理了入职手续，后续还
会有一部分员工分批入职。

深入开展用工需求摸排，着力搭
建人力资源供需平台，为企业发展提
供用工保障的同时，县人社局还聚焦
企业所急所需，主动对接、靠前服务、
纾难解困，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今
年 6月，江苏昌邦安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因外贸业务需要，特殊工时审批
迫在眉睫。为确保企业如期交货，在
收到企业特殊工时申报材料后，如东
县人社局相关科室立即上门了解、核
实情况，与申报特殊工时岗位的员工
面对面深入交谈，提供“一站式”服
务，原本需要 20个工作日的特殊工
时审批手续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获
得企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平
稳发展的基础。今年以来，县人社局
先后赴企业、项目工地举办“关爱外
卖骑手”“人社普法行 法治促和谐”

“根治欠薪”等主题宣传活动，以及

“社保服务 就在身边”社保政策系列
宣传活动，并对该县 16个镇（区、街
道）所辖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培训，进一步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知识，帮助企业规范用工行为，
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此外，不断
强化基层建设，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帮助基层调解人迅速掌握劳

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业务操作
技能，构建便捷的调解渠道，让劳资
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不断加
强企业调解组织建设，在中天科技集
团和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建立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升基层调解效
能，有效化解劳动争议，切实保障企
业平稳运行。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26℃温馨服务”送到一线

集体经济走出“新路子” 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 姜红 包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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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 1 小时”
温暖“夕阳时光”

□ 杨丹 吴文军

近年来，晚年生活无人照料的
问题困扰着许多高龄老人。为了让
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和政府的关怀，自 2019年开
始，我县民政部门推出“居家养老”
项目，免费为全县 80周岁及以上老
人提供每月 1小时的理发、修脚、助
洁、按摩等上门服务，受到居民的一
致好评。

“陈奶奶，今天咱们先理个头
发好不？”一早，助老员顾桂芳背
着她的理发工具包上门了。当
天，她要为陈洪芳老人提供理发
服务。准备工作就绪后，顾桂芳
先用电推子给老人理发。“离上次
理发有一个多月了吧，头发已经
有点长了。”顾桂芳边忙活，边和
老人唠起了家常。

84 岁的陈洪芳家住掘港街道
十里墩村，从 2019年开始，助老员
顾桂芳每个月定期上门，或是做
家务，或是提供理发、修脚等服
务，县民政部门通过与第三方机
构合作，购买服务满足老年人生
活需求。“感谢党和政府啊，对我
们老年人很关心，居家养老服务
送上门，贴心、暖心。”陈洪芳动情
地说。

“我们的助老员为 80周岁及以
上的老人提供免费上门助餐、助浴、
助洁、助安、助急和助医等服务。节
日期间，对有需求的老人，我们还可
以陪他们一起包粽子、搓汤圆，给他
们做饭，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氛
围。”南通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正是政府
购买服务的服务商之一。掘港街道
是全县居家养老服务覆盖老人最多

的镇区，80周岁及以上老人共 5599
名，其中大部分老人的子女都不能
经常陪在身边，为了让这些高龄、独
居老人健康快乐地度过晚年，公司
每月都会组织助老员进行业务培
训，尤其是受老人欢迎的理发、修
脚、助医等服务项目。通过不断提
升助老员的标准化、职业化水平，让
辖区老人获得更加优质、更加满意
的服务。

“居家养老”不仅有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还有医疗护理，居家养老
服务人员都是具有一定医疗护理知
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据介绍，该
项目实施五年来，收获了老百姓的
好口碑。“我们的助老员虽然不能像
子女一样时时照料，但他们的专业、
细心和耐心，让老人们感受到不一
样的关怀和温暖。”该负责人笑着
说。

据了解，今年如东县老年人接
受居家上门服务率为18.9%，约7万
人接受服务。“目前老年人居家养老
主要采用的是‘1+3’服务模式，1指
的是线上监管，3指的是三家线下
服务商。”县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
陈小飞介绍，自去年以来，县民政部
门对居家上门服务情况启动线上监
管。“线上监管主要是依托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通过平台APP掌握全县
老年人的基本信息数据。我们对助
老员的监管，主要包括他们入户服
务前打卡、服务结束后退出，都要进
行扫码。同时在上门服务的过程
中，要求助老员及时上传服务前后
的对比照，便于我们通过系统进行
监管，掌握和提升服务质量。”陈小
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