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2024 潞村论坛在
浙江湖州世界小镇·中国潞村举办，陈
家镇瀛东村获评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绿色发展特色品牌“百强村”。

据悉，本次论坛主题是“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全球 40多个国家的 300多
名代表受邀参加。论坛上，陈家镇瀛
东村凭借卓越的旅游发展成就，成功
荣获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特色品牌“百强村”称号。这一荣誉不
仅彰显了瀛东村在旅游产业方面的显
著成绩，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近年来，瀛东村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
振兴战略总要求，不断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合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
村振兴新风貌不断显现。

接下来，瀛东村将进一步整合资
源，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加强与各方合作，拓展旅游市
场，让更多游客走进瀛东村，感受崇明
乡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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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学校有了“可躺式”课桌椅
□ 记者 黄金奇 摄影 沈嘉俊

本报讯 上学期间，在教室睡觉
醒来脖颈酸胀、手臂发麻，这是不少
学生读书时趴在桌子上午休的切身
体验。今年下半年以来，崇明多个
学校对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启
用“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告别“趴
桌睡”，保障学生睡眠健康。

走进竖新小学，教室里一张张
“可躺式”课桌椅摆放整齐，学生们正
端坐在课桌上，认真听着老师讲课。
从外表上看，这就是一张普通的课桌
椅，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一摁，一仰。”到了午休时间，仅
需两步，学生轻松实现“一键躺睡”。
椅背还可调节角度和高度，满足学生
不同需求。放下椅背，拉上窗帘，学
生们在课业繁忙的间隙美美睡上一
觉，仅需几秒钟就能完成“学习场景”
与“午休场景”的自如切换，轻松实现

“躺睡自由”。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可躺式”课桌椅的推广既能改善学生
的午休质量，又能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
不适，享受美好的午休时光，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健康水平。

近年来，崇明区教育局积极推进

“两类学校”建设，致力于打造“小而
优、小而精、小而美”的乡村学校。据
悉，目前崇明 15 所小规模学校作为
试点已率先启用“可躺式”课桌椅，共
更换了约2600余套。

长江之畔，风起潮涌，巨轮穿梭，
港机林立。在振华重工长兴分公司桥
吊机房内，黄绍金正细致地对电线进
行排线，动作干净利落。这位来自云
南省临沧市的年轻小伙，于今年三月，
搭乘专机来到振华重工，开启实习之
旅。经过系统培训和实践锻炼，上个
月，黄绍金顺利转正成为一名排线工，
拿 到 了 人 生 第 一 笔 工 资 ——7000
元。“拿到工资很激动，我转了一部分
钱给家人，还买了一部新手机。我相
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黄绍金的故事只是临沧籍务工人
员在崇明成才就业的一个缩影。自
2018 年崇临两地结对帮扶以来，两地
人社部门积极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发
展，针对崇明大型海装企业用工需求，
以打造“崇明·临沧海洋装备工”劳务
品牌为载体，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
临沧籍务工人员开辟了一条通往崇明
海装企业的宽广道路。

如今，长兴岛上的江南造船、沪东
中华、振华重工等企业，已经汇聚了超
过两千名来自临沧的务工人员。他们
在这里挥洒汗水，凭借专业技能改变
命运，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还成为了
崇明海洋装备产业的中坚力量，为该
产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回想起今年年初，黄绍金还在临
沧技师学院汽修专业学习，面对毕业
的十字路口略显迷茫。他坦言：“那时
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就想着如果有机
会，还是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幸
运的是，校企合作这一桥梁，为他这样
的青年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2019 年，在崇临两地人社部门的
积极推动下，临沧技师学院与振华重
工长兴分公司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
临沧技师学院为振华输送人才，振华
则为临沧学生提供优质的实习和就业
机会。正是得益于双方多年来的紧密
合作，黄绍金才有机会来到振华实习、
工作。

初到振华，面对全新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黄绍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但公司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全力培养，
让他迅速融入了大家庭。实习期间，
黄绍金不仅享有免费的食宿，还能获
得每天 120 元的实习津贴。工作上，
公司安排岗前培训、导师带教，助他快
速了解和掌握各个岗位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实习结束后，根据表现和个人
意愿，黄绍金顺利留了下来，成为了一
名排线工。“走出大山来这里上班，是
正确的选择。”小伙子腼腆地说。

像黄绍金这样通过校企合作从临
沧技师学校来到振华的青年还有很
多。其中，不少人逐步在振华扎根、成
长，赵传俊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是赵
传俊进入公司工作的第 5 个年头，他
从一个对电焊一无所知的“门外汉”，
蜕变成为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还曾
在“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中斩获三等
奖。“在这里，得益于师傅带教、岗位练
兵等形式，我学到了真本事，收入也逐
年攀升。”赵传俊激动地说，“我现在买
了车，也有能力改善家庭条件，我感到
非常开心和自豪。”

这两年，崇临两地人社部门不断
深化校企合作，积极拓展合作范围，为
临沧学生搭建了更加广阔的职业舞
台，助力更多临沧青年在崇明实现成
才就业的梦想，也为“崇明·临沧海洋
装备工”劳务品牌的形成和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企
业纷纷与临沧技师学院建立校企合作
关系，去年，继临沧技师学院，临沧农
业学校也与振华开展合作。在这样的
背景下，临沧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崇实
习就业，据统计，2019 年以来，共有
841 名临沧学生来到崇明海装企业实
习，正式入职 292人。

在持续推进并扩大校企合作范围
的基础上，去年，崇临两地人社部门试
点引入崇明职业学校——上海市工程
技术管理学校，创新开展校校企合
作。由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面向
临沧初中学校定点招生，对标振华重
工需求，开展定向式培养，精准配送输
入技能人才，实现学习、实习和成功就

业无缝街接。“从以前的‘实习＋就业’
模式，直接升级为了‘直招＋就业’，这
无疑为临沧的学子们提供了更加便捷
与高效的成才之路，也重点培养了一
批从事海装事业的临沧技能人才。”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2023 年共有 7 名临沧籍学
生到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长兴
校区）学习。随着试点成功，今年又招
收了 22 名临沧籍学生就读振华班。
其中不少学生中考成绩超过普高线，
冲着 100%的就业率来到崇明。“我能
吃苦，学门技术挺好的，而且毕业就能
就业，不用为找工作发愁了。”其中一
位学生说道。

今年年初，崇明人社部门赴临沧
开展“春风送岗 情暖临沧”沪滇劳务
协作专场招聘会，在这样的契机下，2
月，一批临沧务工人员踏上了崇明这
片土地，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来到这里，工作有了保障，心里
踏实多了。”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公司新进临沧籍人员李先生告诉记
者。今年 42 岁的李先生原本开店做
点小生意，但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小店
在去年难以为继，此后他便一直处于
待业状态。得益于此次招聘会，李先
生有了走出大山的机会。

李先生还记得，招聘会上，工作人
员认真询问他的需求，想从事什么工
作。同时，也对相关企业、岗位进行了
介绍。“工作人员说得很详细，消除了
我很多顾虑。”

“招聘会可以让双方面对面高效
沟通对接，是推动两地劳务协作最重

要的举措之一。每次招聘会上，海装
企业是吸纳务工人员的重要力量。”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实际上，自 2019 年起，几乎每年
崇明的人社部门都会去临沧，开展各
类招聘会，包括海装企业专场招聘会，
真正将岗位送到“家门口”。据悉，崇
明每年到临沧举办各类招聘活动超
50 场次，形成了稳固、良好的劳务协
作模式。

在此基础之上，两地间的合作也在
去年迈出了新步伐。在崇临两地人社
部门的牵线下，永沪劳务派遣公司在临
沧永德县挂牌成立。永沪公司充分利
用其专业优势与资源优势，积极开展送
岗下乡等活动，将海量的就业信息与岗
位机会直接送达务工群众手中。同时，
永沪公司也为务工人员提供岗前技能
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助力“崇明·临沧海洋装备工”品牌
打造，还与崇明海装企业精准对接，开
展点对点、一站式服务，推进务工人员
有序、规模化地转移就业工作。“一年
来，通过永沪公司，已有 352 名劳务工
进入崇明各大海装企业工作。”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让这些临沧劳务工走出去只是第
一步，更关键的是要让他们留下来。
对此，崇临两地人社部门、崇明海装企
业、永沪公司携手并进，共同发力。崇
明各大海装企业为务工人员提供广阔
的职业发展空间、明确的晋升通道、完
善的培训机制、良好的薪资待遇，让每
一位务工人员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归属
感和成就感。崇临两地人社部门、永
沪公司定期走访慰问来崇务工人员及
其家属，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
困难、给予他们支持与帮助，使他们更
加坚定了在崇明稳定就业的信心与
决心。

多年来，一批批临沧籍务工人员
在海洋装备企业默默耕耘，以“吃苦耐
劳、技艺精湛、团结互助”的特质赢得
了广泛赞誉，“崇明·临沧海洋装备工”
劳务品牌逐渐打响。今年，“崇明海洋
装备工”荣获 2024 年度上海市特色劳
务品牌”称号，其中，临沧籍海洋装备
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未来，崇临两地人社部门将继续
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持续推进校企
合作、扩大校校企合作范围，提供多样
化的就业渠道、个性化的就业服务，为
更多临沧人员在崇明海装企业就业提
供优质资源。同时，鼓励海装企业进
一步提升临沧工人的技能水平，培养
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进一步擦亮“崇
明·临沧海洋装备工”品牌。

“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 记者 范立

打好就业“组合拳”
将岗位送到“家门口”

崇明临沧两地人社部门积极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发展——

搭建就业“直通车”
铺就青年成才就业路

□ 陈家镇

□ 记者 柯海昕

草莓住上“小高层”
种植省工又省力

江南三民文化村
成“红色打卡地”

□ 记者 季佳倩

瀛东村获评全国
乡村旅游“百强村”

本报讯“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近日，位于港西镇的江南三民文
化村掀起学习的热潮。为激励党员干
部铸牢理想信念、牢记使命担当，不断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崇明现
代农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党员干部
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红色
精神深入人心。

活动中，江南三民文化村总经理
范敬贵从火种、火焰、燎原三方面，详
细讲述了红色典故——历史老镇排衙
镇（位于今港西镇排衙村一带）的红色
革命故事，回顾了崇明革命历史。这
片红色土地见证了革命先辈们艰难曲
折、不屈不挠的英勇事迹和伟大贡
献。他们的故事，如同嘹亮的哨声，在
历史的长河中回荡，激励着后人。

“这样的党课教育直抵人心，当讲
到那一段段红色历史、一个个革命故
事时，我们深受触动。”党员们感慨万
千。在江南三民文化村，党员干部们
还参观了具有纪念意义的红色老物件
和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民俗、民族传统
文化展馆，共同铭记革命历史，赓续优
良传统。

江南三民文化村是一个充满历史
人文和民俗气息的地方，拥有崇明土
布馆、中华龙宫、崇明雕花板博物馆等
特色场馆，寓知识性、文化性、史料性、
趣味性为一体。近年来，江南三民文
化村深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积极创
建新兴领域党建现场教学基地，努力
打造成为党员干部铸牢理想信念的

“红色加油站”。“红色阵地是鲜活的历
史。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深刻感受
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扬。”范敬贵
表示，他们将持续聚焦新兴领域党组
织的实际需求，整合多方资源力量，进
一步挖掘和宣讲当地的红色记忆，推
动基地党课更加“接地气”“聚人气”，
努力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随着红色研学升温和党建活动
的开展，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也越来
越多。”范敬贵告诉记者，近几年，基地
每年接待参观学习人员两万余人次。
一批又一批来自岛内、上海市区以及
长三角地区等地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
前来参观学习，在这里共同寻找红色
记忆，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本报讯 天气渐凉，正是草莓管护
的关键时期。在瑞华果园的草莓种植
大棚内，草莓不“住”在土地中，而是

“住”在高层栽培架上。
走进瑞华果园草莓大棚，一排排

高架草莓整齐排列，翠绿的草莓苗在
架高的种植槽中舒展枝叶，白色的小
花点缀其间，长势喜人。

“白色小花标志着草莓已经进入
了盛花期，待花开至九成，蜜蜂将‘入
棚打工’进行授粉，确保今年的草莓丰
产丰收。”瑞华果园综合业务部副经理
陆红明告诉记者，相对于传统的地铺
式种植，高架种植模式省工省力，也更
方便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同时，
高架栽培的方式提高了土地利用效
率，高架可以多栽 1.5 倍的苗，单位面
积产量能提高 3倍多。

为种出品质更好的草莓，果园在
种植时选用了基质土，由椰糠、草炭、
珍珠岩作为材料，按照草莓最适宜的
比例搭配而成，土传病虫害传播的风
险大大降低。此外，还引进了全自动
净水机和水肥一体机，依托定制的水
肥配方，实现了草莓种植全流程智能
化、数据化管理，全力打造低农残、高
效率的生态草莓农产品。“棚内的草莓
将于 12 月份逐渐成熟，明年 1 月份进
入盛产期，采摘期可以持续到明年 5
月底。”陆红明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