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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静

“有时工作压力大，到这里找本书
看看，可以调节心情。”无锡江阴香山书
屋志愿者刘品莲说，10年前，她在书屋
附近一家快餐店做出纳员，下班后路
过，被其安静放松的氛围所吸引，便成
了常客。

香山书屋是我省上万个职工书屋
中的一个。自2005年全国第一个职工
书屋在太仓经开区农民工集宿区挂牌
运营以来，在各级工会的强力推动下，
全省职工书屋建设这一丰富基层职工
精神文化生活的文化工程、公益工程不
断创新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千册以上
职工书屋1.3万多家，自建职工书屋量
居全国各省第一，其中全国示范点741
个、省级示范点 1468 个，服务全省
2300万名职工。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冬日暖阳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房
间，木制书架旁是灰色沙发椅，房间中
央放着一张大书桌……去年7月，南京
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本部一楼书房完成
空间改造。

“我们专门邀请先锋书店的设计师
陈卫新参与设计，希望用高颜值的环境
营造良好阅读氛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成员企业涉及金融、工程等多项
业务，为满足不同职工的阅读需求，集团
与南京江北新区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及
多家高校图书馆合作，丰富图书资源。

以图书为核心，配以文创、咖啡或
茶吧、影音等多种形式的书屋，给职工
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刚开
始来书屋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想到志愿
者们非常热情，一进门就为我们端上热
茶，来了一次就还想来第二次。”51岁的
教师金雅芬说，去年江阴高新区党群服
务中心开始组织文化活动，原本只想看
场电影的她，发现还有一个免费开放的
职工书屋，被边喝茶、边阅读的舒适氛
围吸引，便常常拉上老伴和邻居们一起
来享受精神大餐。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职工书
屋作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省总工会要求各级书屋配备理论学习
类图书，大部分书屋还专门设立红色书
柜，引导职工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增强
历史担当。

满足多样阅读需求

科技进步直接影响阅读方式的转
变。为进一步适应数字化阅读需求，省
总工会依托全国总工会电子书屋平台
建立省级职工电子书屋，打开江苏工会

APP点击“职工书屋”图标即可免费阅
读，平台拥有图书4万余种、期刊400
种、有声书2万小时，“电子职工书屋”
支持板块功能自主设置，可满足各类阅
读学习需求。

用心的服务让职工书屋更有温度。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的职工书屋专
设妇儿活动阅览区。“这里空间宽敞，有
文学名著、百科、绘本等适合小朋友读的
书。”集团员工黄金月说，自己常常在书
屋阅读，寒暑假期间还把上小学的孩子
带到这里来读书。集团工会副主席谢元
凤介绍，今后将依托书屋开办职工子女
托管班，组织各类活动，为职工化解“看
娃难”的同时，扩展孩子的知识面。

通常汽渡11号渡轮上，有一个10
平方米大小的司机之家，除了药箱、饮
水机等，还有职工读书角。53岁的盐城
人张为平跑货运已有12年，主要往返
于苏州、盐城两地。“以前过汽渡时，都
在车上休息，现在还可以读书、看报，了
解国内外大事，增长见识。”他说。

职工书屋正在从企业内部工作圈辐
射到职工群众生活圈。省总工会还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对外开放职工书屋，经审
核后在江苏工会服务网“服务地图”板块
和“书香江苏地图”进行标注，吸引广大
读书爱好者前往借阅或参加阅读活动，
让职工书屋成为新的文艺坐标。

阅读组织增添活力

“书屋不是冰冷的空间，不需要豪
华的装修，但要能让职工走得进去，感
到舒适自在。”香山书屋创始人季丰说，

书屋七成图书来自职工捐赠，有超过
1.8万名读者加入志愿者队伍，为书屋
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他们有些参与书
屋管理，为政府文化空间、社区阅读驿
站、企业共建阅读点提供服务，有些在
书屋讲授绘画、摄影、写作等公益课程，
用活动影响更多职工阅读。

以香山书屋为代表的读书组织，发
挥广泛辐射效应。自2020年开始，省
总工会开展职工优秀读书组织、职工领
读人的培树工作，为职工搭建读书学习
的社群平台，促进各类职工读书活动在
基层普遍开展。

为了调动职工阅读积极性，徐州重
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分会职工书屋为依
托，设立“示范性劳模学习岗”，将每周
六设为“劳模带读日”，每年对劳模带读
活动评价一次，对于开展效果较好的劳
模颁发“金牌读师”荣誉，并给予积分奖
励，团队成员有机会享受外培等福利。

南京拥有市级以上优秀职工阅读
组织近300个。南京市总工会2020年
发起成立“南京市职工阅读联盟”，把不
同单位的阅读领头人与阅读组织联结
在一起，共享资源，首批加入联盟的有
58家市级优秀职工阅读组织。

各地工会还结合实际举办特色鲜
明的读书月活动。徐州市总工会开展
的“夺取双胜利 建功新时代”劳模宣讲
大赛，有500多名一线职工参加。镇江
市总工会开展“网聚职工正能量 劳动
绽放新风采”主题读书学习活动，通过
读经典、学理论、写心得等多种形式，提
升职工综合素养。

我省建成职工书屋1.3万多家

书屋飘香，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

□ 本报记者 张宇熠
通讯员 邵曦乐 许静

近日，溧阳市上黄镇南山后美食村
开村，直径2.5米的上黄风味“大锅”引
来村民和游客拍照打卡。上黄羊糕、上
黄酱鹅、蟹黄卷、红烧老鹅、糖醋鳜鱼、
豆腐丸子、家乡炒河虾等一道道冒着热
气、透着香味的地方特色美食，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增添舌尖上的年味。

“一到冬天就想吃这一口。”六指
羊糕小铺前村民们赞不绝口。记者在
现场看到，外形酷似一卷月饼的羊糕
被又细又韧的稻草紧紧捆扎着，切成

薄片的羊糕配以甜辣酱顿时令人口齿
生津。上黄六指羊糕店创立于1952年，
至今已有70年历史，其制作技艺被列
入溧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六指羊
糕第三代传承人黄琴告诉记者：“每天
凌晨四五点就要起来制作，采用传统
木桶蒸锅，一锅羊肉要煮4个小时。”
机器不能复制的传统手艺留住了“小
时候的味道”，更留住了“上黄味道”。

以“食”兴村，以“食”兴旅。活动
现场，桥西馆、西埝馆、水母山馆等多
家特色餐馆同步上线。近年来，上黄
镇通过“政府搭灶、百姓做菜、群众增
收、集体受益”的思路，集聚全镇冬季
美食，打响“好吃在上黄”美食品牌，助
力“老字号”、本地餐馆吸引更多人气
和流量，探索出以美食促进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

留住“小时候的味道”

写特

本报讯（记者 张文婧）1月20
日是新四军重建军部81周年纪念日，
盐城市“铁军魂 盐城红”红色文化主
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纪念新四军
重建军部81周年活动在新四军纪念
馆举行。

盐城市今年将围绕“赓续红色基
因、保护红色资源、激发红色动能、传
播红色文化”四大主题，选取新四军

重建军部纪念日、清明节等重要时间
节点举办特色活动158场。盐城还
打造“红色铁军”主题邮局，设置在新
四军纪念馆一楼展示厅内，并于当日
对外开放，发布《铁军忠魂》邮票珍藏
册。当天还举行了新四军老战士徐
怡泰家书捐赠仪式和新四军老战士、
版画艺术家严学优木刻版画展开展
仪式。

“铁军魂 盐城红”
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周成瑜）经过半
年多时间征集和多轮次专家讨论推
荐，“中国改革2021年度案例”最终
名单近日发布。其中，苏州市吴江区
申报的《工业生态“数字管理”赋能经
济高质量发展》获评“中国改革2021
年度特别案例”，为入选的唯一县级
特别案例。

吴江传统制造业发达，但近年来
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严峻挑战，用地指
标基本触顶，土地和环境资源瓶颈突
出。为准确摸清本地企业家底，有效

破解工业发展瓶颈制约，吴江率先探
索以大数据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创新建立了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
信息系统，并于2020年升级为吴江工
业企业大数据云平台，实现全区1.4万
余家工业企业信息全覆盖。该平台集
运行分析、预警监测、综合评价、智能诊
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工业企业资源集
约利用，实施企业全过程评价，深入推
进差别化配置改革，形成了“一个平台
清家底、一套体系管评价、一项政策促
转型”的工业生态“数字管理”机制。

吴江经验入选
中国改革2021年度特别案例

本报讯（记者 马薇）《无锡运河
丛书》近日正式启动编纂。未来2-3
年，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运河沿
线城市将组成联合战略规划小组参与
编纂，全景式重现无锡运河历史，多维
度传承发展运河文化精神，为构建无
锡大运河文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提供有形载体。

《无锡运河丛书》由无锡市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无锡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牵头策划编
纂。该套丛书初定为8册，包括《史话运
河》《运河风物》《工商运河》《人文运河》
《运河世家》《水文运河》《文旅运河》《运
河大辞典》等内容，计划用2-3年形成
一套展现无锡大运河的丰富历史文化
内涵，揭示大运河对无锡经济、社会、文
化和城市发展意义的运河历史文献。

《无锡运河丛书》启动编纂

□ 本报记者 董鑫
通讯员 可小利 郭亮

泰州市区东苑公寓20号楼附近有
个40平方米的公厕，已闲置多年。最
近，工人们正抓紧施工，将这里改造成

“同心”睦邻点，供居民休闲娱乐，预计
春节前正式开放。

闲置公厕变身休闲场地，这个“金
点子”来自社区老党员王玉霖。作为小
区改造的“人民设计师”，他提出的这个
建议得到居民普遍认可。

老旧小区改造，牵动着千家万户，
事关百姓福祉。但因改造涉及房屋主
体、公共设施以及小区安全等方方面
面，居民“众口难调”，难免引发矛盾。
泰州市住建局局长许向前介绍，该市通
过召开民意征求座谈会、聘请“人民设
计师”“质量监督员”等创新举措，充分
赋予群众决策权和监督权，引导居民共
同缔造美好家园。去年，泰州共改造95

个老旧小区，涉及1704栋楼，一些探索
做法被住建部以调研报告的形式向全
国推广。

“民意征求座谈会解了我们心头
忧。”该市新世纪花园小区3号楼居民
杨德年老人说。这个小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去年被纳入改造计划，改造中
遇到“停车位与绿化之争”的问题。按
照原设计方案，停车位靠近3号楼，该
栋楼居民认为，楼下就是车库，车辆进
出存在安全隐患，停车位应该往5号楼
靠一点；但往5号楼靠，意味着绿化就
要减少。持不同意见的居民为此僵持
不下。

“大伙都别争了，坐下来协商，总有
解决的办法。”文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周
剑主持召开民意征求座谈会，两栋楼各
派出两名居民代表参加，经过商议，最
终达成一致。改造结束后，新世纪花园
小区增加了40多个停车位，极大缓解
了“停车难”的问题。

仿古式外形、30米长的“思源阁”
长廊，成了居民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200多米的小区内墙，变成以“太极拳”
为主题的文化墙，成了小区一道亮丽
风景线；出新后的楼栋墙面，与周边建
筑浑然一体……在“人民设计师”“质
量监督员”的带动下，东苑公寓悄然
发生蝶变，居民们“共同缔造美好家
园”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鲍坝社区
党总支副书记王锦红介绍，在社区倡
导下，小区党员积极带头出资，很多
居民踊跃跟上，筹集到小区改造资金
近3万元。

走进兴化市昭阳街道昭阳花园小
区，只见路面整洁干净、停车整齐有
序，南门的小型游乐场不时传来孩子
们的欢笑声。这个过去因居民毁绿种
菜被调侃为“昭阳菜园”的老旧小区，
自 2020年改造后，一直延续着“美颜
模式”。

改好更要管好，如何做好老旧小区

改造的“后半篇文章”？昭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王建云介绍，改造后的小区物
业管理，由昭阳街道国有公益性楚阳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承接，物业费为每平方
米每年3元，同时坚持以党建激发小区
自治活力，在昭阳花园小区成立党支
部，组建了以老党员为骨干的“红色业
委会”。

以“红色引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泰州建立了“党建+物业”机制，通过引
入专业化、市场化物业管理，将改造后
的小区纳入社区治理，实现物业管理服
务全覆盖。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有‘面子’，
还要有‘里子’。”许向前表示，下一步还
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共同缔造”
模式，充分征求小区居民意见，调动社
会各界力量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广告
投放平台、智能快递箱等收费性服务设
施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让群
众安居更宜居。

泰州老旧小区改造“改”到群众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