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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武进区委党校 张懿

近年来，牛塘镇因地制宜，在一座小而美的公园内，打造了一处人人可来、时时可去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从1.0到2.0版本的有机迭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群众的文
明素养与生活品质，让文明实践之花开遍街角。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作用，精准
对接群众需求，以“志愿服务+”为抓手，不断激活志愿服务新动能，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更有力量。

“我选红色盲盒！”“我
们队扭到 3号题目。”“这道
题我们选 A！”……8 月 30
日，随着“砰”一声发令枪
响，牛塘镇“寻道游塘，与
‘理’同行———‘理悦金牛’
研学闯关活动”开启，6支队
伍 48 名选手乘坐“理论大
巴”开始“闯关”。
“每个点位都有‘理悦金

牛’宣讲员进行理论宣讲，
还有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学
院的老师带来‘理论微课’。”
牛塘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
室唐伟收获颇丰，盲盒、扭
蛋机、掷骰子等丰富的“闯
关游戏”为理论答题增添新
的魅力。
线下活动吸引人气，线

上推广也不可或缺。牛塘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创新推出
“金牛优选”直播间，为深化

文明实践服务插上了“云”
翅膀。直播间依托“牛塘桥”
视频号，开设优选创新理论、
优选服务政策、优选特色产
品三大直播平台，邀请全镇
党组织书记、先锋党员、百
姓名嘴等走进直播间，讲述
牛塘好故事，传播牛塘好声
音，展示牛塘新形象。自项
目推出以来，已开展直播 38
期，最高峰在线观看人数达
万人。

如今，在牛塘镇，既可
静听理论强音，又可乐享惠
民服务，还可参与实践活动，
真正实现了劲吹文明风、入
目皆风景。“我们将持续发
力，推动实践所建设继续向
好向优，真正让阵地资源
‘活起来’、项目活动‘走下
去’、群众参与‘动起来’。”
佘挺表示。

初秋的牛塘，天高云淡，漫
步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让人舒
服惬意。三五村民廊下聊天，青
少年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随处
可见的公益广告、文明标语等，
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群众心中。
这座青云园曾是常武地区第一个
农民乐园，如今已成为牛塘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主阵地。
“哪里有老百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就应该建到哪里。”牛
塘镇党委委员佘挺告诉记者，建
成于 1993年的青云园，一直是

牛塘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人气兴旺。
“立足空间、运行、活动三个基
点，整合各类基层公共服务资
源，在原有基础上打造了占地近
1万平方米的‘公园式’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2022 年，牛塘镇开始着手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变形
记”，整合多条线资源，对青云
园进行了整体提升，通过规范阵
地建设、优化功能布局等多种举
措，将党群服务中心、职工服务

中心、廉洁文化园等基层公共服
务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承载了志
愿服务、廉政教育、图书阅览等
多种功能，真正实现了“一个场
所、多个主题、多种使用”，系
统实现了从“有”向“优”，让
园所共生、沉浸可感。
“饭后散步、广场舞健身、传

统节日搞活动，这里可热闹了。”
居民许国惠几乎天天来“报到”。
在这里，老百姓有了更立体的活
动空间，越来越多资源入驻实践
所，周周有活动、月月都精彩。

打造“公园式”文明阵地
绘就群众家门口“幸福站”

□ 记者 黄雅婷

牛塘镇：

空间更立体“场所 公园”

活动更多元“线下 线上”

运营更有序“政府 市场”
文明宣讲、文明出行、邻里

守望、共建平安……牛塘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与志愿服务紧密融合，大
力弘扬志愿精神，凝聚地区文明
力量，创新推进志愿服务规范
化、常态化、品牌化发展。

今年 7月，江苏理工学院外
国语学院逐梦云乡志愿服务队联
合牛塘镇青云村关工委，开展关
爱流动的花朵“七彩假期”暑期夏
令营，青云村新市民子女在田埂
间体悟农耕劳作艰辛，在非遗课
堂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红色宣

讲中激发爱党爱国情怀，度过了
安全、快乐、充实的“七彩假期”。
“我们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

六大平台，积极打造‘青云志’
文明实践品牌。”青云村工作人
员冯露告诉记者，通过常态化开
展民所需、民所爱、民所盼的实
践活动，进一步引领乡村文明风
尚，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
实，切实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
造成宣传、教育、服务群众的主
阵地，青云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获评 2023年度武进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示范站。

文明之风浸润你我，多彩实
践扮靓家园。为了实现升级版实
践所的有效运营，牛塘镇积极引
入常州市“百家筝鸣”、牛塘镇
“益起来”等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
运营。“9月，我们推出了 53项活
动，包括‘你好，包书日’开学季主
题活动、‘画好月圆 情满中秋’我
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等。”佘挺
介绍，读书沙龙、公益集市、暑期
夏令营等多彩项目，结合节气、节
日的特色活动，吸引周边百姓竞
相参与，读书声、欢笑声在园中四
处响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其
中，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和途径。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传统产业作为全区工业经济

的主体部分，为武进经济发展提
供了重要保障，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区之基。我们要学习
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晋江
经验”，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让传统
产业焕发生机，使传统产业所蕴
含的新质生产力有效释放。

守正创新提升价值。转型不
等同转行，升级更多强调产业链
升级、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
能升级等，因此，传统产业要坚
持深耕主业的恒心，甘做“配套
专家”。同时，要加快推动数智
技术的产业化应用示范，着眼于
生产全过程改造，逐步加大智能
装备和信息技术投入力度，从根
本上加快提升企业制造水平和产
品技术含量。

绿色低碳构建优势。绿色发
展已成为传统产业提升竞争力、
构建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加快绿

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
应用，全方位、全过程发展绿色
生产力，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也提升产业附加值。

扎根武进“藤蔓”全球。传统
企业要加强开放合作，寻求社会
化和国际化资源的整合，鼓励我
区优势传统企业把“块根”扎深在
本土，把“藤蔓”伸向全球产业链，
开展境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等，
积极有序推动产能转移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对外合作
不断开花结果，促使企业的根基
越夯越实。

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加强
产业发展整体谋划，把我区优
势传统产业和成长性传统工业
纳入集聚优化资源的范畴，依
法平等使用土地、资金、技术等
生产要素，在空间布局、生态资
源利用、政策支持等方面予以
统筹安排，加速生产力发展。

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研究出

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实
施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意见》精神，完善融资支持、强化
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等政策措
施，向优势传统产业倾斜。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正确
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

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好
企业发展的最强后盾，强化要
素保障，拓展场景应用，优化
为企服务。鼓励引导金融机构
主动帮扶企业、下调土地出让
竞买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推
进“一网通办”改革、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措施，营造
公平高效有序的发展环境。

加强分类指导。坚持市场
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因地
制宜实施“一企一策”，对全
区传统企业分别实施淘汰、转
移、升级，有序推动传统产业
焕发生机。

注重人才培育。加大人才
引育力度。制定相关扶持政
策，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
产学研合作，利用“龙城英才

计划”领军人才创业项目，引
进高端数字技术人才；鼓励企
业依托常州科教城与省内外技
工院校签订全日制“订单式”
培养协议，培育更多实用性人
才。重视关心产业工人的发展
成长。组织开展数字化应用型
技师、智能型技工等实用技术
培训，进一步提高工作技能。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积极鼓励

产业工人在产业发展中拥有广
阔的舞台，赢得较高的社会地
位，不断提升其归属感、获得
感和成就感。

优化推进机制，培育发展新动能

聚力创新驱动，鼓励拓展新市场

加强政策支持，增添发展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