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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就业政策 提升技能水平 搭建对接桥梁

“家门口就业”本月“服务清单”推出
本报讯（记者 陈兵 通讯员 万骏）为

织密“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市建成42
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全
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据市人社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市“家门口”就业服务站
推出4月活动日历， 有需要的群众可就
近参加。

“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的一大职
能，就是针对辖区居民、商户、企业入
户宣传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助力各类
群体牢牢掌握政策干货， 寻找到专属
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与个人成长路
径。4月8日，赣榆区墩尚镇河口村“家
门口” 就业服务站将举行就业创业政
策宣传活动， 现场招聘的同时开展政
策宣传；4月11日， 海州区花果山街道

官庄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行
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活动，走访商户并进
行政策宣传；4月18日、25日， 赣榆区青
口镇下口村、海州区新海街道星化社区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行就业创业
政策宣传活动，4月还有连云区连云街
道桃林社区、墟沟街道院前社区“家门
口” 就业服务站分别举行失业登记宣
传指导。

技能在手，就业不愁。我市“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将更多
技能培训开到“家门口”，帮助居民群众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增强自身
创业就业能力。4月18日、4月22日， 海州
区郁洲街道西凤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
站将分别举办“银龄守护”养老护理实战

课堂、“社区创翼梦想启航” 创业特训营
活动；4月21日， 海州区郁洲街道凤梧社
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办手工编绳
技能培训。4月， 徐圩新区徐圩街道香河
村“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行消防值机
员技能培训。

为了更有效支持劳动者就业， 保障
企业用工，我市“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持
续举办招聘活动， 为用人单位和各类求
职者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帮助服务对象
获取岗位信息。4月8日至29日，赣榆区墩
尚镇河口村、海州区海州街道南门社区、
幸福路街道文化社区、 郁洲街道西凤社
区、新海街道海连社区、市开发区中云街
道范庄社区、赣榆区青口镇下口村、市开
发区朝阳街道韩李村、 猴嘴街道新民社

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分别举行专场
招聘会。4月20日， 灌南县新安镇恒基广
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行民企服务
月专场招聘会；4月25日， 灌云县公共技
能实训鉴定基地“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
举行“迎五一”大型招聘会；4月，东海县
安峰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举行就业
直通车送岗位下乡活动， 海州区新南街
道建康社区 “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举行
“职引未来”专场招聘会。

有市民担心找不到服务站点， 市人
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点击“连云港人
社” 微信公众号互动服务菜单 “智慧人
社”，进入“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栏目，搜
索或定位服务站点， 并借助微信小程序
精准导航至服务站点就可以了。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在省大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俞德春 通

讯员 龚亚敏 王悦）近日，由江
苏省教育厅主办的2025年江
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圆满落幕。经过数天紧张
激烈的比拼，连云港中医药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参赛师生在
大赛中成绩实现新的突破，共
获得教师组3枚金牌、3枚银
牌、2枚铜牌；学生组3枚金牌、
3枚银牌、3枚铜牌的好成绩。

本次大赛中， 该校主要承
办母婴照护与食品药品检验2个
赛项的比赛，共派出36位师生选
手参加了康复技术、 护理技能、
母婴照护、养老照护、食品药品
检验、 化学实验技术共6个赛项

的比赛。该校高度重视承办赛事
的筹备工作， 在从场地筹备、赛
程安排到现场保障等环节开展
全方位服务，各部门、院系紧密
配合，构建起"教学—实训—竞
赛" 三位一体的高标准赛事环
境，赢得了省技能大赛组委会巡
视员、专家团队及全体参赛队伍
的一致好评。

该校将继续坚持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借鉴
世界技能大赛理念和标准，持续
优化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打造
高水平技能竞赛团队，为港城经
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技术技
能人才支撑，以满足未来中医药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东海县审计局

审计助力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东海县审计局在涉粮专项审计
中发现，东海县部分仓房及配套设施
陈旧，仓储能力不足，威胁粮食安全，
审计建议相关单位积极推进全县储
粮库点规划工作，改建、新建一批现
代化仓储设施， 引进仓储信息化管
理，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提出应
对措施，全力当好审计“谋士”。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 该县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 农发集团等相关
单位迅速整改，规划3年内改、扩、新
建仓房，以“科技赋能、管理革新”为
核心，围绕“人、粮、技”三个要素，开
展了一系列变革。如今，新型智慧
粮库建成后，全县新增智能化仓容
达到22万吨，存储的各类政策性粮
食实现智能化管理全覆盖，全县储
粮管理标准化、现代化、规范化水
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粮食购销成
绩斐然，审计部门在筑牢“大国粮
仓” 防线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助
力全县构建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可持续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
保障体系。 （仇庚娟）

东海县政协

专题视察矿业经济发展情况

近日，东海县政协组织部
分政协委员，围绕“提升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推动矿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载
彤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金
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
地察看企业生产线， 与企业
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企业发
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企业市
场开拓、新品开发、产品销售
等情况。

视察组表示，东海县拥有
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全面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和精深加工水平，不断延伸
完善产业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 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 要全面贯彻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 强化规划布
局， 精准掌握资源储量现状，
科学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
护关系，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要强化
政企合作，创新平台建设和人
才培养引进，加强政策引导与
支持，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吸引
更多优质项目与企业落户东
海，形成规模效应，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陈泽光）

赣榆区墩尚镇人大代表

参与消防演练 助力安全生产
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进

一步加强火灾防控、提高居民
的防火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近日，赣榆区墩尚镇人大主席
团组织部分区、镇两级人大代
表，参加在墩尚镇卫生院院内
开展的“社会面小场所”消防
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活动现场，人大代表们充
分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
积极参与演练的组织和协调
工作，他们同活动组织部门密
切配合，确保演练的各个环节
顺利进行。 随着警报声的响
起，参与演练的居民们，按照
预定的疏散路线有序撤离。在
消防知识培训环节，人大代表
们与消防队员们一边播放警

示教育视频，一边详细讲解火灾
预防、 灭火器使用和逃生技巧，
并现场指导小场所从业人员和
居民进行灭火实操演练。墩尚镇
卫生院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心肺
复苏救援，提高参会人员急救能
力。演练后，人大代表随镇相关
单位现场检查小场所的消防设
施完备情况，提高社会面小场所
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
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社会
关注消防安全、全民参与风险防
范的良好氛围。

此次消防演练， 不仅提高
了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 也充分展现了墩尚
镇人大代表心系群众、 服务人
民的担当精神。 （朱婷婷）

赣榆区青口镇潜园研学基地

自然浸润心灵 实践赋能成长
近日，赣榆区青口镇潜园

研学旅行基地迎来宋庄镇中
心小学500名小学生研学实
践，通过开展“自然浸润心灵
实践赋能成长” 主题研学活
动， 创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与课程实践深度融合的特色
研学教学， 通过沉浸式体验
促进学生在自然探索与文化
传承中， 确保让学生实现全
方位成长。

在徐福文化中医药文化
研学区，学生们通过辨识中药
材、 体验香包制作等实践活
动，感悟传统医学"天人合一"
的健康理念。农业实践区则开
展蔬菜种植、平板车运输等劳
动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
粒粒皆辛苦"的劳动价值。丛林
穿越、 真人CS等户外挑战项
目， 既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又
通过自然疗愈缓解心理压力，
呼应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活
化实践需求。

特别设置的赣榆豆腐非遗
工坊和花田美宿手作课程，将
地方文化传承与美育相结合。
学生们在豆腐制作中感受传统

技艺的温度， 在拖拉机运输竞
赛中培养规则意识， 形成课堂
教学与素质拓展的有机衔接。

“这次研学不是简单的春
游，每个课程都植入了心理健康
教育元素。” 六年级带队教师孙
丽表示。通过创设真实情境下的
体验式学习，学生在感知自然之
美、文化之韵的过程中，实现了
情绪管理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的
同步提升。活动结束后，学校还
将组织主题班会， 通过绘画、写
作等形式深化研学成果。

该基地项目负责人介绍，
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课程实践深
度融合， 让学生在自然与文化
的浸润中获得全方位成长。活
动精心设计的几大板块充分体
现知行合一: 传统中医香包制
作让孩子们触摸文化脉搏，农
用机械操作实践劳动教育，“戏
水摸鱼” 生态观察深化环保意
识， 野战对抗等体育项目促进
身心协调发展。 此次春游活动
将成为滋养学生心灵、 拓宽学
生视野新的成长课堂。

（代桂 宋祥 朱明）

日前，在灌云县伊山镇伊园景区，游客在梨园游玩。清明假期期间，伊山镇以花为媒，凭借“农业+文旅”的创新模式，带
动赏花经济热潮，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新的活力。 记者 张泽瑞 通讯员 王鸿飞 小光 摄影报道

海州区洪门街道

“代表清单”解锁乡村振兴密码

“洪门村小学路、万庄路提档升级，
增设交通标志、标线、减速带等安全设
施，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眼看
洪门大桥保通便桥就要完成了，附近村
民心里都很期待。”……近年来，海州区
洪门街道创新建立督事、议事、履职三张
清单，把田间地头的难题变成代表手上
的任务，让乡村振兴的蓝图一步步化为
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督 事 清 单

打通振兴“最后一公里”
“以前运菜，道路颠簸，现在柏油路

直通四季农贸市场，凌晨4时就能抢鲜上
市。”菜农李大姐驾驶着新三轮车行驶在

“白改黑”的道路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洪门街道人大工委实施“代表督事”
制度带来的喜人变化。

该街道人大工委将市、 区人大代表
及议政代表编入督事小组，建立“一事一
督” 动态清单。代表们深入施工现场，动
态化监督施工进度， 助力解决出现的新
问题，推动项目加速落地。翻开代表“督
事清单”，从张李线、小海青路、国张线进
行白改黑，到新村桥“解危造新”项目完
工通车，再到洪门村酒厂组排水管道、排
水渠建设， 基础设施的蝶变让乡村振兴
的根基更加坚实。

议 事 清 单

激活产业 “一池春水”
为推进乡村振兴， 让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代表们深入村居一线、田间
地头，针对乡村产业发展问题，广泛征集
意见建议。 洪门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徐祥
表示：“今年将重点围绕洪门古安梨生态
休闲基地项目， 开展专题调研、 专题视
察，积极为产业发展做大做强建言献策，
进一步激活振兴动能。”

如今，代表们的“议事清单”又添新
页：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6000平方米
生态采摘大棚、2400平方米古安梨膏深
加工车间……人大代表的金点子正成为
群众和村集体增收的“金钥匙”。

履 职 清 单

涵养文明“精神家园”
暮色中的洪门村文化广场，理论宣讲

员老周用快板宣讲着乡村振兴政策：“秸

秆还田好处多， 绿水青山金银窝……”在
代表的推动下， 洪门街道建成农家书
屋、乡村大舞台、议事小院等基层文化阵
地，定期举办文艺演出，丰富农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街道的人大代表和议政代表是真不
错，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泵站维修、蔷薇河
沿岸环境整治、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
建等好几件事情。”村民王阿姨细数着代
表们的贡献。 洪门街道探索建立履职积
分制，为每位代表量身打造履职清单，鼓
励代表定期到村居联络站打卡履职，并
推动选民对代表履职情况开展评议，进
一步提高代表履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徐祥说：“我们将持续推动高标准农
田扩建、智慧农业示范园建设等重点项目
落地，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清单承载责任，
让人大力量成为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底色。”

从沂河岸到嘉陵江，32年守护国宝———

“熊猫奶爸”张乃成获评“重庆好人”
日前，灌南籍“熊猫奶爸”张乃成因扎

根重庆动物园熊猫馆32年，以匠心守护国
宝大熊猫的突出事迹，荣获2024年第四季
度“重庆好人”称号。这位被中外游客亲切
地称为“熊猫奶爸”的基层劳动者，用半生
时光诠释了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成为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鲜活典范。

从搬运工到“熊猫奶爸”
1992年，19岁的张乃成离开家乡灌

南县张店镇，前往重庆一家雪糕厂当搬
运工。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同年夏天，重庆
动物园大熊猫“新星”产崽，张乃成因负
责运送冰砖为大熊猫母子降温而被园方
看中，自此开启了他与国宝的缘分。初入
熊猫馆时，他的工作仅是搬运冰块、砍竹
子和打扫圈舍，但第一次见到憨态可掬
的大熊猫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亲
手喂养它们。”

一年后，因踏实勤恳，张乃成被老师
傅选中尝试喂养大熊猫“飞飞”。“递出第一
根竹子时，我的手在颤抖，像是接过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他回忆道。自此，他白天观
察记录熊猫习性， 夜晚研读专业书籍，笔
记本写满厚厚一摞。一次，熊猫“希希”和

“飞飞”成功配种诞下双胞胎，但因缺乏养
育经验，幼崽未能存活。这次繁育失败的经
历更让他痛定思痛，决心钻研技术：“每一
只熊猫都不一样，不能照本宣科。”

守护“新星”创全球纪录
不久后， 张乃成被任命为野生大熊

猫“新星”的专职饲养员。一次意外事件
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考验———“新星”
与雄性熊猫“亮亮”玩耍时突遭攻击，被
咬得奄奄一息。当时大雨倾盆，张乃成砍
竹为架、扯彩条布为棚，彻夜守护“新星”
直至其脱离危险。 此后， 他改造馆内设

施、精心调配饮食，甚至掐掉每一根竹笋
的尖刺以保护“新星”的肠胃。

在张乃成的呵护下，“新星” 成长为圈
养大熊猫界的“英雄母亲”，一生诞下6胎10
只幼崽，其中7只成活，更在20岁高龄时诞
下双胞胎，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纪录。2020
年，38岁的“新星”离世，相当于人类120岁
高龄，刷新全球圈养大熊猫寿命的纪录。

从“奶爸”到“导师”
“熊猫可不过春节！”张乃成笑谈间

道出32年的奉献。为保障熊猫健康，他长
期驻守馆内， 甚至将床铺搬至值班室。

2006年，幼崽“龙星”突发疾病，他连续数日
不眠不休照料，最终累至急性肺炎住院，3
天后便溜回岗位；2024年重庆特大暴雨
中，他带领团队72小时抢修管线，确保23只
大熊猫在恒温环境中安然无恙。

担任熊猫馆馆长后， 张乃成将重心
转向人才培养。 他带领团队研究熊猫行
为偏好，设计益智玩具，将“拆家”行为转
化为游戏；吸引动物学、生物学专业的青
年加入，培养出新一代保育骨干。

在他的努力下，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数
量从最初的4只增至23只， 成为全球城市
动物园中熊猫数量最多的园区。他记录的
百万字熊猫日记，详细记载了每一只“孩
子”的成长点滴，成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2007年、2008年，张乃成先后获评重
庆市“十佳农民工”和“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2025年再添“重庆好人”殊荣。重庆
市文明办负责人评价：“张乃成用半生诠
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他是
新重庆建设中外来奉献者的缩影， 更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践行者。”

从灌南的沂河岸畔到重庆的嘉陵江
边，这位“熊猫奶爸”用半生时光酿就了
一段跨越山河的温情诗篇。他的故事，不
仅是对敬业奉献的礼赞，更是一曲“择一
事终一生”的匠人之歌。

□ 王进文 刘静 陈瑶

□ 张文华 孙荪 李筱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