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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长江之畔，雉水高地，发展的足音
铿锵有力。奋进中的如皋，不乏技术
技能人才的身影，也迫切需要加快培
养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技能人
才培养，大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
度融合，以“新”提“质”，因地制宜、多
措并举、创新办学，着力打造与发展新
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高素质高技能人
才。

产教融合
学生就业更稳定

近日，走进森松（江苏）重工有限
公司，能够感受到火热的发展干劲。
车间里，随处都能看到“老师傅”带着

“小徒弟”在各条生产线结对作业。师
傅教得细心，徒弟学得用心。

“这些孩子来自我们与技工学校
合作设立的‘森松班’，他们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操基础，但是在企业实践方
面还有所欠缺，所以说我们会把经验
分享给他们，为企业更好地输送人
才。”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生产部
副组长邱吉木说。

曾经，校企合作面临着学校和企
业“一头热一头冷”的困境，校企合作
浅表化、产教融合不深入是技工教育
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今，在我市，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项目不但丰富多彩，而
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批“校中
厂”“厂中校”拔地而起，学校和企业的
深度合作，让产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
走远，也让学生就业更稳定。

“前年年初，我来到森松实习，6
月底转正，这边福利待遇不错，每个月
工资到手八九千元。”从“森松班”走出
来的学生张云云目前已经成为公司特
材工段三组的“焊接小能手”，他对现
在的工作生活十分满意，“技工教育让
我有了一技之长，让我在社会有了立
身之本，感谢学校、企业的栽培。”

让技能人才站“C位”，是近年来
我市技能人才工作的“风向标”。一直
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技工教育校企联
动、产教融合，相继开设29个订单班，
为30多家落户我市的先进制造业企
业源源不断培养输送定向人才，不断
做大做强技能人才“蓄水池”，为我市
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势。

工学一体
技能人才“含金量”满满

近日，在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
业学校（高级技工学校）的江苏汤臣校
内实训工厂内，学生们身着实训制服，
围站在焊接机器人前，聆听着实训老
师的技术讲解。“边听边看，还能边动
手干！这样的课堂模式有利于我们将

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更好地应用到实
操。”上完一场生动的实训课，学生戴
益难掩兴奋。

知识训练和技能训练融为一体，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
通过实操实训变为探究知识的主体，
这是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级技工学校）“工学一体化”教学改
革的生动体现。

“我们与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一直都有订单培养人才的合
作，公司向我校捐赠了价值150万元
的设备，帮助我们改造、布局传统实训
车间，才有了这样一个工学一体的应
用场景。”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
校（高级技工学校）校长陈军说，随着
校企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大部分教学
场景已由理论、实训分开进行变为“工
学一体化”。

为了开发好课程、组织好教学活
动，学校还鼓励校内教师深入企业，与
工人师傅同劳动、同工作，了解实际工
作任务和现代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
自身的专业能力、教学能力和综合素
质，培养出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经验丰富的“一体化”教师队伍。

以赛促学
擦亮技工教育闪亮名片

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公布“乡村

振兴你我同行”典型案例短视频优秀
案例名单，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
学校（高级技工学校）作品《乡村振兴
—母校伴我行》成功入选，这是我市努
力打造技工教育品牌、培养高端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成果展现。

找准人生赛道，人人皆可出彩。近
年来，我市技工教育在各项赛事中崭露
头角。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高级技工学校）坚持“以赛促教、学、
训”，积极组织参加市、省、国三级技能
状元大赛、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和“一带
一路”金砖国家技能大赛，获得“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
国信息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三等
奖三项以及优秀教练奖、优秀指导教师
奖，优秀组织奖；2022年参加焊接技
术、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无人
机等项目，获得国赛一等奖一项、省赛
一等奖三项、其他等级奖项20多项。

如今，订单班、产业学院、工学一
体、校企双制等已成为我市发展技工
教育的高频词、热卖点。在校企紧密
合作、产教深度融合的当下，越来越多
的孩子走进厂房车间学习技能，在生
产一线锤炼技术，以一技之长赢得立
身之本，以不懈奋斗回答时代命题，走
上了一条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成
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融媒体记者周 玲
通 讯 员刘海燕

打造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如皋技工教育以“新”提“质”趟新路

近期，我市街头巷尾蔷
薇花簇拥绽放，形成了一片
片美丽的蔷薇花海，市民们
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享受蔷薇花带来的浪漫。
城市绿化的升级改造，不仅
展现了城市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愿景，也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好家园。

□融媒体记者刘伟

蔷薇花开

“流动的中国”中，高铁如巨龙般
在大地纵横驰骋，其背后滚动的是工
匠精神的力量与智慧。这种力量，有
一股正是来自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
份有限公司的工匠们。他们凭借自
己的聪明才智，推动了国产滚子轴承
制造水平的飞跃，为高铁事业的腾飞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边的尺寸数据再检测一下，
陶瓷球的精度相较于其他滚子有更
高要求。”在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
有限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力星股份
副总工程师沙小建带领团队不断攻
坚陶瓷球的核心技术。34年的行业
深耕，让他见证了轴承事业从起步到
腾飞的全过程。

回望30多年的历史长河，力星
工匠们的足迹清晰可见。1995年，
力星率先建成国内首个恒温精研生

产车间，为高精度产品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1999年，力星又率先进行树脂
砂轮研磨工艺研究及相关实验；
2004年，企业的汽车轮毂轴承钢球
荣获科技部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2017年，力星获批筹建全国滚动轴
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滚动体分技术
委员及秘书处，荣获国家工信部颁发
的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2023年，
力星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这
些荣誉与成就，不仅记录了力星轴承
的发展历程，也凝聚了沙小建等力星
工匠们的汗水与智慧。“滚子有一个
瓶颈就是高精度的滚子，当时只能做
三级包括三级以下的低精度滚子，高
端的二级、一级以上的滚子，国内是
没有企业能做的。从承担这项工作
起，我们身上就有一份责任。”沙小建
告诉记者。

在科技创新成为行业热词的今
天，力星更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带
领轴承产业走出困境、实现振兴。
2013年，力星钢球成立滚子技术研
发团队，沙小建与徒弟江亚东共同开
启了高铁滚子的研发之旅。“经过不
断攻克，我们找到了技术关键点，初
步可以批量稳定生产二级、一级高端
滚子。”沙小建介绍。

滚子轴承虽小，却蕴含着无尽
的智慧与技艺。为了确保高铁的安
全与稳定，他们必须确保每一个轴
承都达到最高的品质要求。高铁轴
承作为高铁中少数尚未实现国产化
的关键部件，其研发与生产难度可
想而知。“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的时
候，滚道面突出的问题，我们始终
没办法解决，我们研发团队就利用
当时研发第三代轮毂钢球的经验，

逐条排查，每个工艺参数单一验
证，最终找到了解决这个技术瓶颈
的方法。”力星股份滚子分公司技术
领头人江亚东拿着高铁滚子轴承产
品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手上的这个
产品是应用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齿轮箱里边的滚子，目前我们已经
突破了高铁行业高铁产品 （滚子）
的100%进口，像这类产品我们是
国内唯一一家通过80万公里高铁测
试的。”

正是凭借着对技术的执着追求
和对品质的严格把控，力星的工匠们
成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
国产高铁轴承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有滚动的地方就有中国钢球”，
这是力星工匠们的信念与追求。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让中国钢球走向世界舞
台的中央。

□融媒体记者蔡易

“小小钢球”里的匠心传奇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叶红 融媒体记
者周玲）日前，远在浙江的如皋市民钱
先生通过“南通百通APP”的“全程网
办”服务，在线办理了新建商品房转
移、抵押登记，解决了本人没空到我市
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的难题。

在工作人员的视频指导下，钱
先生通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成
功登陆“南通百通APP”，申请办理

“一手房按揭”业务，在线填写不动
产登记和纳税相关信息后，工作人
员即时完成审核、登簿、缮证，并
将纸质不动产权证书寄出。快捷省
心的“全程网办”体验让钱先生及

其家人连连称赞。
近年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强化

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政务服
务模式，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渠道、
多形式的不动产登记网上服务，群众
可在线办理“一手房转移（抵押）登
记、二手房转移（抵押）登记、不动
产登记信息查询”等各类业务，有效
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跨省跑”

“折返跑”等难点堵点问题。
下一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继

续深化数字化领域改革，全面拓展不
动产登记服务维度，持续擦亮“万事
好通·如皋如意”营商环境品牌。

我市不动产登记
“跨省通办”获群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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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婵婵 融媒体
记者许周欣）为持续强化营商环境建
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
市不断加大“惠企通”平台及惠企政策
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对“惠企
通”平台的知晓率、注册率、使用率。

我市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
对新出台惠企政策及各层级项目申报
要点进行现场解读，线上为民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等提供政策信息、办事
指引、供需对接等综合服务。2023年
以来，我市大力推动市场主体注册惠

企政策直达平台。截至2024年4月
20日，我市企业注册数1901家，进一
步丰富法人信息数据库，惠企宣传成
效显著，预计2024年“惠企通”平台新
增注册800家以上；指导1098家工业
企业录入1451个产品，进一步发挥平
台特色模块作用。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继续积极引
导企业知晓用好“惠企通”平台，在政
策直达、诉求直报、政企直通等方面更
好发挥平台功能，拓宽政策直达渠道，
拉近政企沟通距离。

我市持续推进
“惠企通”平台推广工作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马宁益）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鸣昊主持召开十八届市政府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就有关
议题进行研究讨论。市领导程瑞琴、黄文斌、陈刚、孙得
利、唐林林、高瑞、郭超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晓洁、市政协副主席杜永红及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
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近期各级
领导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精神。王鸣昊指出，全市上下要
深入学习研究相关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要求。

会议讨论了《市政府领导2024年安全生产工作清单（送
审稿）》；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剖析和今年建筑领域
事故情况汇报，部分镇（区、街道）、部门作补充发言。王鸣
昊指出，全市上下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认
识当前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树牢危机意
识，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防风险叠加导致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企业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工作人员的
操作流程，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有序运行；相关板块和部门间要加强联动、
信息共享，优化安全监管责任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坚
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会议听取了2023年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及2024年食
品安全工作打算。王鸣昊指出，各板块、各部门要切实抓好
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建设，完善相关领域的监管机制；要强化
协作联动、加强源头治理、健全溯源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
体系；要持续加强各类学校、养老机构、农批农贸市场等重
点领域的食品安全常态化管控，有效防范重点场所、重点领
域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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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护企
“靠前服务”助发展

工匠妙手
让竹上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