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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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候你们中交的施
工队也来我们村搞搞改造，
让我们这也变变样啊。”早
在两年前，眼瞅着隔壁吴房
村从传统老旧乡村，经过一
系列改造施工，成了远近闻
名的“网红村”，不少和吴房
村同属奉贤区青村镇的李
窑村村民就找上了当时中
交上航局吴房村项目的项
目经理曹峥，想请他也到李
窑村“搞搞装修”。

2020年 4月，上海市农
业农村委公布了第三批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李
窑村榜上有名，这处村域面
积3.18平方公里，以水乡砖
窑文化闻名周边的村落也
迎来了“蝶变”的契机。由
于在吴房村建设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专业品质，李窑村
乡村振兴改造项目花落上
航局建设团队，曹峥也再度
挂帅出征，担任李窑村乡村
振兴项目经理，似乎大家都
希望他能够在李窑村复刻
又一个吴房村。

但对此，曹峥自己却有

不同的想法：“我们并不想
在李窑村重建又一个吴房
村，而是要把李窑村打造成
为‘吴房模式’的 2.0 版本，
进行全方位升级。”曹峥解
释说，过去建设吴房村的时
候，由于初涉乡村振兴这个
全新领域，从业主到设计、
建设团队，都属于“生瓜蛋
子”，不得不选择一面施工，
一面修改设计中不合理的
地方。而现在，有了吴房村
建设的经验，先规划、再设
计、最后施工落地，成了李
窑村进行乡村振兴建设一
以贯之的思路。

“同时，我们相信，真正
的乡村振兴不是千篇一律，
不是单纯风貌上的大变样，
而是要保留每一个乡村原
本的文化底色，以乡村独有
意象底蕴带动产业振兴，让
村里的老百姓不会有没了

‘老家’的遗憾，更能够实实
在在从中受益。”曹峥说，为
了做好“李窑意象”这篇文
章，他在项目开工之前就多
次来到李窑村实地踏勘，并

拜访当地居民了解村里的
特色文化，这其中，李窑村
的“砖窑文化”让他印象深
刻。

以烧窑为业的李氏家
族在此定居，因为家族砖窑
所产的青砖量大质优，远近
闻名，这也是李窑村得名的
缘由。尽管村子里现在不
再烧窑，但“窑文化”以另外
的形态传承了下来。许多
人家都喜爱用青黑色的砖
瓦装点自家房屋庭院，按村
里老人的说法，这是他们的

“本”，不能忘。
“因为李窑村已经不再

烧砖，我们也是跑了好几处
材料供应商，才找到符合村
里老人心意的砖瓦，并把它
作为村里 154 栋房屋外立
面改造的建筑材料。”李窑
村现场施工负责人章国梁
说，一开始也不是没有人觉
得，找长得一模一样的砖瓦
做这些简单的装饰是“没事
找事”“吃饱了撑的”。

“但我们始终坚信一个
理念，原汁原味的风貌才是

最吸引人心的。同时，只有
从根本上尊重当地村民的
想法，才能做出打造让村民
动心、放心、暖心的‘三心工
程’。”章国梁语气坚定。

正是本着打造“三心
工程”，切实为当地村民办
实事的理念，上航局建设
者们在 160 天的短暂工期
内，将村民家原先破旧的
石灰墙，改造成了青砖瓦
窑的古朴风格，将泥泞不
堪的乡间小路，拓宽成了
古意盎然的青石板路，呈
现出了水清岸绿、水天一
色、鸟语花香的“李窑意
象”。而这一份以水乡意
蕴、砖窑文化为媒介、为特
色的“李窑意象”，在让李
窑 村 村 民 满 意 惊 喜 的 同
时，也吸引了原乡民宿、亲
子乐园、田园市集等特色
文旅项目的纷纷入驻，预
计将为当地村民每户实现
年增收 5万元，真正实现了
让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农
业更强的乡村振兴“新风
尚”。 （林伟）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中
交集团三次党代会精神，贯彻
落实公司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及反腐败会议工作安排，加强
党的纪律建设基本理论教育
和形势任务教育，提升公司纪
检巡察干部和纪检监督员的
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11月11
日至12日，公司纪委和党校联
合组织开展纪检业务培训。
公司纪委书记方君华出席开
班式并讲话。

方君华在讲话中指出，纪
检巡察干部和纪检监督员要
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党性
修养，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要
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切实增强学
习的紧迫感。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
务，纪委监督执纪能力亟待提升，面对纪检监
察体制改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在
提高专业素质和能力上下功夫。要把握学习
重点，切实增强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深入学习
领悟党的纪律建设百年历程和经验启示，深
入学习掌握监督执纪问责的业务知识。要珍
惜学习机会，以良好的学风确保学习任务完
成，静下心来深入学习，加强交流研讨，学以
致用推动工作，结合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形成
好的思路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展现纪
检巡察干部和纪检监督员的过硬作风和良好
形象。

本次培训安排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新形势、百年纪律建设历程和经验启示、信访
处置和执纪审查实务、纪检监督员工作实务
等课程，并对中交集团三次党代会纪委工作
报告进行了解读宣贯，同时结合工作实际组
织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编写的《审查调
查课程讲义》。

公司纪委副书记，党委巡察办、纪委工作
机构全体人员，总部纪检监督员，各单位纪委
书记、纪检机构负责人、纪检监督员等参加培
训。 （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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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浙江南浔智慧文创中心项
目已全部冲出“正负零”，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
工阶段。

项目作为南浔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地总面积约54.96亩，总建筑面积约70470平
方米。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东西两区建筑各一
栋，配套建设室外道路、停车设施、给排水、电
气电缆、景观绿化、楼宇智能化系统等。

为能够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人
员先后克服了场地狭小、雨季、疫情防控等诸
多难题，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奠定基础。后
续，项目将继续秉持初心，争创文明工地，做
好标杆典范，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为
实现计划目标持续迈进。

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南浔进一步布局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地，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成
为湖州市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和标杆示范区。

（孙文斌）

浙江南浔智慧文创中心项目
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请及时完成月度周期巡检任务。”繁
忙的长江口黄金水道上，一条任务提醒通
过船舶卫星宽带网络，传到了上航局“新
海龙”轮二副宁国卫的手机上。他点开任
务要求，根据提示开展巡检、拍摄取证、上
传提交，一番操作后，检查信息随即传输
到了安全管理人员的操作界面上，在对巡
检结果进行分析后，下一步的整改任务又
反馈回了宁国卫的手上。

这一“掌上”巡检功能，是上航局中
港疏浚公司搭建的生产指挥管控平台
的应用之一，以线下“初检”和线上“复
检”的形式，为一线安全提供了双重保
障。为推进港航施工的智慧化管理进
程，中港疏浚公司积极探索5G、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兴信息化技术，以安全质量
环保监督管理和生产技术应用管理需
求为主线，搭建了生产指挥管控平台，
将创新科技拓展到生产一线，在挖泥船
上实现了“云管理”。

“这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软件一样，
还支持离线巡检，有专业人员在后台指
导，很多平时不注意的细节都能整改到
位。”谈到这款巡检应用，宁国卫对其功能
很是满意。不仅如此，平台的监控系统全
面覆盖了船舶的驾驶台、甲板、机舱等关
键位置，项目部指挥中心的调度员可随时

调用各监控点位可视范围内的信息进行
远程安全巡视。当前，在疏浚船舶上已经
实现远程音视频督导、生产信息监测和数
据采集分析等功能，伴随着平台的开发，
对船舶的“云管理”也在不断深入。

“过去对船舶的实时情况两眼一抹
黑，即使刚和船上通过电话，心里还是

没有底，像长江口这样船流极其密集的
水域，时刻都像在刀尖上游走。现在有
了监控，随时能了解船舶动态并进行指
挥，就像身在船上一般。”看着眼前监控
画面上各施工船舶的实时影像，长江口
项目部安全总监任云自信地说道。

前段时间台风“灿都”对造成长江口

航道造成大量回淤，中港疏浚公司投入多
艘大型耙吸挖泥船紧急投入水深抢险，在
通航安全和施工的双重压力下，“云管理”
再显神通。“我们一方面通过定位，时刻关
注船舶位置动态，在船流密集区域作出必
要航行指导，保证通航安全，另一方面利
用平台的数据采集分析功能，对船舶的施

工工艺进行优化。”任云针对“云管理”系
统的应用介绍道。船端服务器与岸基服
务器的数据互通让项目部可以随时查看
船舶的实时施工信息，如船舶的耙臂姿
态、施工轨迹、吃水装载、泥浆浓度流量
等，疏浚工程师可以根据这些关键数据信
息，有针对性地进行船舶施工指导。“我们
将船舶的耙迹线和航道水深数据相结合
进行分析，针对水深不达标的地方，及时
告知船舶增加浅点的过耙次数，确保水深
合格。”项目部疏浚工程师充分利用平台
提供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后能够精准地

“对症下药”。
除了智慧管理海上的挖泥船，“云管

理”还覆盖到了陆上围堰监控、人机定位、
疫情防控等诸多方面，让“智慧工地”的科
技力量渗透到生产一线的每个角落。也
正是在“云管理”的支持下，船岸的各项管
理工作获得了可靠的科技保障，中港疏浚
公司多个项目获评省级“平安工地”荣誉。

挖泥船上的“云管理”
龚海清

本报讯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公司上下引发了对全会精神的
学习热潮。图为公司江苏海陵项目员工在生产一线通过手机收看学习。 （周占册 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