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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集团水利建设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在甬揭牌

本报讯 4月2日，公
司第七届项目管理大会
在沪召开。公司领导王
柏欢、王珉球、方君华、刘
华锋、顾勇、彭志刚出席
会议。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柏欢指出，项目是
企 业 管 理 的 最 基 本 单
元，项目管理是企业的
效 益 之 基 、发 展 之 源 。

做好项目管理就是要紧
扣创收创效创优，配好
班子、抓好策划、选好分
包、管好目标，立足项目
一线破难题、强筋骨、建
新功，以高质量的项目
管理持续擦亮工程承包
商鲜明底色、筑强高质
量发展硬核优势。

王柏欢强调，一是深
化思想认识，从更高站位

理解高质量项目管理内
涵要义。从国资央企新
定位来看，高质量项目管
理是使命担当之责；从行
业态势来看，高质量项目
管理是行业竞争之趋；从
考核导向来看，高质量项
目管理是发展内在之需；
从项目管理现状看，高质
量项目管理是破局提升
之举。二是突出重点环

节，以更大力度推进高
质 量 项 目 管 理 见 实 见
效。要加强项目管理顶
层设计，将高质量项目管
理目标融入企业的中长
期发展目标以及改革举
措中。要厘清项目管理
职责界面，坚持“五位一
体”管理模式，管办分离，
分级管控，层层压实管理
责任。 （下转二版）

本报讯 近日，福建漳浦六鳌项目顺利通过完工验收，为当地风电等新能源业务打通了海上通道，形成
了当地海上风电设备转运枢纽。 （谢欣 文/供图）

本报讯 4月1日，中
交集团水利建设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揭牌仪式暨部署
动员会在宁波举行。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柏欢
出席揭牌仪式并对基地建
设工作部署动员。

王柏欢在讲话中指
出，2024年初，中交集团公
布首批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建设试点单位名录，这是
集团落实人才工作会工作

部署，推进人才结构战略
转型的重要举措和实践载
体。中交水利公司作为中
交集团6个新兴业务人才
培养示范基地之一，也是
水利建设业务板块唯一一
个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高
质量推进人才培养示范基
地建设，必须当仁不让扛
起发展水利业务的重任。

王柏欢就做好基地建
设和水利人才培养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立足新
定位，以更高站位融入大
局、服务大局，深刻把握水
利建设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的职责使命和目标任务。

要将加快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建设，作为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
才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重
要举措，作为贯彻落实中
交集团“高质量发展提升
年”的具体实践，作为实现
公司水利业务快速、优质
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之招。二是以人为
本、精准发力，以更大诚意

尊重人才、培育人才，在全
面加强水利人才队伍建设
上勇突破、善创新。要树
牢“大人才观”的理念，以
思想大解放引领实践大跃
升，聚焦培养人、吸引人、
激发人、成就人、尊重人五
个方向，充分发挥党组织
引领促进作用，构建精准
的水利人才供给体系。三
是加强领导、注重统筹，以
更强担当扛责在肩、砥砺
奋进，构建全面加强水利
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新格
局。要明确责任、加强调
度，经常联络、定期考核，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构建

“统分结合、各方联动、协
调高效、整体推进”的工作
运行机制。

揭牌仪式上，中交水
利公司发布了水利业务专
题片，中交水利公司主要
负责人致辞，水利业务成
长导师作了表态发言。

公司人力资源部（党
委组织部）、战略发展部、
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中
交水利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参加仪式。 （丁亚楠）

本报讯 近日，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珉
球一行到中港疏浚公司开
展党建工作联系点调研。

在听取了中港疏浚公
司相关汇报后，王珉球对
中港疏浚公司目前取得的
各项工作成效表示肯定，
并结合此次调研实际情
况，对下阶段工作提出五
点要求，一是市场经营方
面，要与公司市场部门、区
域中心和兄弟单位经营机
构协同发力，拓展信息来
源渠道，支撑项目有效承
接，稳住高质量发展基本
盘。二是生产管理方面，
要以“战区主战、军种主
建”的责任意识，持续推进
主业项目穿透式管理，扎
实各项基础管理，发挥船
舶最大效益，实现项目高
质量履约、高水平盈利。
三是海外业务方面，要以
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找

准协同实施境内、海外项
目的平衡点，统筹船舶调
遣安排和施工计划，提升
海外业务品质，严控海外
施工风险。四是资金管控
方面，要狠抓“两金”清欠，
加强业财联动，优质落实
新建船舶资金筹措方案，
严控带息负债，降低融资
成本，以高质量资金管理
保障企业健康运营。五是
海洋业务拓展方面，要充
分发挥主业优势，联动推
进海洋业务研究，精准投
入资源，确保在“三新”业
务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公司相关部门、事业
部分别对中港疏浚公司
提出的问题和相关协助
工作进行了解答并提出
各项工作举措。

公司副总经济师，相
关部门、事业部负责人，
中港疏浚公司领导班子
参加调研。 （于帅奇）

王珉球出席“新海鲨”轮航前调遣会
本报讯 4月1日，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
珉球出席“新海鲨”轮调遣
阿联酋阿布扎比港航前调
遣会。中交疏浚技术研究
中心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梅志能出席会议。

在听取船舶航前各项
准备工作及后续施工计划
汇报后，王珉球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以更高政治站
位把准目标任务，扛起“旗
舰担当”。要肩负起打造

“新海鲨”轮“国之重器”的
使命与责任，不断提高硬
实力站稳海外市场。二是
以更优船舶管理抓实关键
环节，发挥“旗舰作用”。
要下大力气在船舶效率、
安全环保管理、设备保障、

备件管理上做精做优做
细，选优配强管理人员成
立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船
员安全健康和施工生产有
序推进。三是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打响

“旗舰品牌”。要深入贯彻
落实中交集团“高质量发
展提升年”工作部署，在
党建引领、技术创新、人
才培养上树立标杆，在施
工中充分发挥红色“战斗
堡垒”作用，强化党建与
生产管理工作的深度融
合，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

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中港疏浚公司负责人
参加会议。 （丁文淇）

践 行 国 家 战 略 巩 固 合 作 关 系
公司主要领导开展拜访会见商务活动

本报讯 近日，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柏欢
拜访中交西南区域总部
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彦
春，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
作展开座谈交流。中交
西南区域总部副总经理
唐峰出席座谈。

王柏欢对中交西南
区域总部长期以来给予
公司的支持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公司的历史沿革、
业务布局和西南地区的
业务发展情况。他指出，
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是多
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
重点区域，市场前景广
阔。公司长期以来将西
南区域作为重要市场，持

续深耕发力，希望中交西
南区域总部一如既往支
持和关心公司在西南地
区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推动区域经营实
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互惠
互赢。

李彦春对王柏欢一
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上
航局给予中交西南区域
总部的支持表示感谢，并
对西南区域市场情况进
行了分析。他表示，中交
西南区域总部将继续支
持配合上航局在西南区
域的市场开发工作，希望
上航局能够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共同深耕西南区
域市场。

中交西南区域总部
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司相
关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
参加座谈。（王锴）

又讯 近日，王柏欢
拜访中交西部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夏青松，并
就深化双方合作进行座
谈交流。中交西部投资
副总经理何文辉、肖潜，
公司副总经理丁健参加
座谈。

王柏欢对中交西部
投资长期以来给予公司
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
了公司的发展情况、业务
板块及未来发展方向。
他表示，公司一直积极响
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长

期以来将西南区域作为
重要市场，参与了区域内
多项重点投资项目。希
望双方能继续保持良好
的沟通交流，未来能够进
一步加强多领域合作，共
创双赢发展的崭新篇章。

夏青松对王柏欢一
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上
航局给予中交西部投资
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
了中交西部投资目前的
市场布局和未来发展方
向。他指出，上航局实力
雄厚，产业运营能力扎
实，希望双方后续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专长，共同深
耕西南区域市场。（王锴）

（下转二版）

王珉球到中港疏浚公司开展
党 建 工 作 联 系 点 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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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座遥远的
城市。

我出生在内地的一
座小城市，之后就在老家
度过了长长的童年。

儿时少年记忆中，第
一次听到上海这座城市，
是父母口中的“大上海”，

“ 十 里 洋 场 ”，“ 灯 红 酒
绿”。学生时代，喜欢看
青春文学，从书里认识了
上 海 弄 堂 里 的 成 长 故
事。那时候，我还无法理
解上海的摩登，没有见过
弄堂、梧桐树、租界老洋
房、万国建筑群和陆家嘴
的摩天大厦。

二十年后，我带着憧
憬和忐忑来到这
座城市，在这里
工作、生活和学
习，对于这座城
市的好奇与日俱
增。

梧 桐 深 处 ，
藏着这座城市的
过去。

好似穿越时
空，在一个明媚的
下午，我从淮海中
路出发，沿着武康
路—五原路—乌
鲁木齐中路的路
线漫步，去寻找心
中的上海。武康
路和五原路两侧
散布着名人故居，
这里留下了他们
生活过的痕迹，也
深深影响了中国
的近代史，马路两
侧的花园洋房安
静祥和，它们见证
着这些远去的历
史和故事，散落在了街道
的每个角落。相比于它们
的优雅和安静，乌鲁木齐
中路则多了一些尘世烟
火气，既市井又洋气，豆
浆油条和咖啡面包在此
相遇，中式百货店和西式
画廊在此汇合，头顶的梧
桐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像极了上海的过去和现
在的交汇。

上海把光辉闪耀留
给了外滩和陆家嘴，而把
自己的温柔细腻隐藏在
了梧桐树下与庭院深深
的洋房和弄堂之中。

忽地想起曾经有幸
拜读了王安忆的《长恨
歌》, 书中讲述了老上海
弄堂里的故事，讲述了主

人公王琦瑶 40 年起伏的
人生岁月，从生于老上海
弄堂里的青葱少女，到大
上海的都市丽人，再到晚
年的凄凉妇人。结尾“对
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
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
了帷幕”，她的故事是当
时整个大上海的缩影，主
人公的一生像极了老上
海的一生，从小渔村到东
方巴黎再到被时代巨轮
碾碎的繁华旧梦，反映了
那个时代变迁中上海市
民对生活的追求和梦想，
以及那个风雨飘摇的大
上海几十年的浮沉。

梧桐深处，藏着这座
城市的未来。

穿 过 历 史 ，
回 到 了 淮 海 中
路，熙熙攘攘，人
头攒动，新的时
代已然开始。疫
情之后，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们
终于可以自由地
在阳光下呼吸，
尽情地享受这个
新时代带给我们
的平静与美好。

在上海闷热
潮湿的夏天里，
匆忙的雨水总会
突然降临，我总
会想起长恨歌里
王琦瑶的故事，
老上海的弄堂，
路 旁 成 荫 的 梧
桐，洒满光的街
道，修剪整齐的
草坪，行人间无
邪的笑意，和关
于上海无数的记

忆一样，永远沉寂铭刻于
我的心中；林立的摩天楼
玻璃幕墙霓虹闪烁，闪耀
着魔都的繁华和时尚，
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诉
说 着 这 座 城 市 的 快 节
奏。在陆家嘴鳞次栉比
的高楼面前，外滩万国
建筑群不再高大，但依
旧美丽而厚重。

每当夜幕降临，和冉
冉升起的万家灯火一样，
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和
传奇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就像它所传达的城市精
神一样，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值得我们每个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去学习，去
弘扬，去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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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一个风和日丽
的早上，听着轻快的车载
音乐，慵懒地倚靠在车窗
边，望着天空云卷云舒，
我不知不觉便抵达了此
行的目的地：一个静谧如
画，美不胜收的滨海小镇
——六鳌。

六鳌镇地处福建省
漳州市漳浦县的东南部，
三面临海，东环大澳湾，
南环台湾海峡，是一处世
外桃源般的宝藏半岛。
相传这里最早叫“陆鳌
岛”，明朝洪武年间周德
兴于岛上青山修建防寇
城堡，青山突兀于海滩之
中，远看其状如“巨鳌载
岳”，故命名为“陆鳌城”，
后因“陆”与“六”音近，故
改名“六鳌”。公司承建
的漳浦六鳌项目就位于
六鳌半岛东侧海域，主要
是开展外港池疏浚、护
岸、航标、附属配套等工
程，很好地发挥了六鳌的
海域优势，为当地风电等
新能源业务打通了海上
新通道。

六鳌半岛的海岸，风
车慢旋，逐浪听风，海水
蔚蓝。我们沿海岸一路
行车，所往的第一站便是
抽象画廊，恰巧就在六鳌
项目的不远处。抽象画
廊并非真的画廊，而是海

蚀风化的花岗岩群。坚
硬的顽石在潮汐海浪中
冲拍，留下了形态各异的
岩石和洁净的细沙，是海
岸上一处奇观。而我对
六鳌抽象画廊的初印象，
更像是看到了形态奇异
的白色城堡。沿着海边
栈道往画廊悠然前行，一
侧是碧波万顷的大海，海
浪轻拍岸边，发出悦耳的
声响。另一侧则是充满
画意般的山景。漫步在
画廊中，仿佛置身于一个
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峡
谷里四通八达，谷路两侧
的墙壁上是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形态各异，千人
千面，有的如走兽追逐，
又如龙蛇漫游，有的如农
夫劳作，又如仙女漫舞
……真是一幅幅生动形
象的艺术画品，生动而充
满灵气，感觉每一次看都
会是不同的风景，每一幅
作品似乎都在诉说着一
个独特的故事，真是不负
画廊之名。

漫步上山，山顶的一
座香火鼎盛的海神小庙

宇映入眼帘。据说这座
庙宇在当地人心中有着
特殊的意义，它护佑着这
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每当渔民出海捕
鱼时，都会来到这里祈求
平安和丰收。庙宇的存
在不仅给当地渔民带来
了心灵上的寄托和希望，
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
道独特风景线。

在山上感受了徐徐
海风，奉上了点点香火，
我们便前往山另一边的
六鳌古城。古城的路很
窄，沿着小径一路而上，
赫然出现的是用长条石
砌筑而成的城墙，这些城
墙依山势地形起伏，筑于
天然岩石上。据记载，六
鳌古城始建于元代，明初
沿用。明洪武二十年，江
夏侯周德兴扩建为防寇
城堡，设守御千户所。后
来，戚继光率兵追击倭寇
到漳浦，留一营的“戚家
军”驻扎在城里。当时，
守城将士沿城墙植下的
350 多株榕树，现如今已
然成为古城的守护者。

古榕树也成了古城中最
为靓丽，也是最令人惊叹
的风景。

在踏足这座历史悠
久的古城时，很难不被
那些巍峨挺拔的榕树所
吸引。这些古榕已有数
百年的历史，仿佛时光
的见证者，默默地守护
着 这 座 城 的 每 一 寸 土
地。尽管历经了无数风
雨 的 侵 袭 和 岁 月 的 洗
礼，但它们依然屹立不
倒，苍劲有力，毫无朽败
之态。榕树枝叶茂盛，
郁郁葱葱，为古城带来
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尤其是那些将触角深深
扎进古城墙里的榕树，
它们的树根与古城墙紧
密相连，盘根错节，仿佛
与古城融为一体，共同
诉 说 着 历 史 光 阴 的 痕
迹。这种“城在榕中建，
榕在城中长”的景象，既
令人惊叹，又让人深感
敬 畏 。 裸 露 在 外 的 须
根，犹如古榕的脉络，散
发 着 原 始 而 磅 礴 的 力
量。这些根须不仅为古

城遮风挡雨，更为古城
居民带来了无尽的祥和
宁静。在古树下，可以
看到古城里的人们三三
两两聚集在榕树下，闲
话家常，喝茶打牌，真是
一幅幅古城与榕树之间
和谐共生的画面。

逛得累了便靠在古
城墙边休息，眺望来时
经过的海岸和村落，古
厝与新居尽收眼底。远
处风车、大海、船只相映

成画，十分壮观。游玩
的时间也就在古城、古
路、古树的来回赏玩中
不知不觉地流逝了。傍
晚时分，晚霞悄然升起，
霞光辉映海面，“半江瑟
瑟半江红”之景致，同样
让人流连忘返。

闽山闽水藏青绿，跟
着项目游美景。抽象画
廊众趣论，六鳌古城诉榕
情。如今，这座半岛越来
越让人熟知，这里不仅有
蓝天碧海，十里沙滩，风
车画廊，还有翠绿青山，
深情古榕，神秘鳌城，已
然成为附近百姓周边游
的休闲胜地和外地游客
游览的打卡宝地。

滨 海 鳌 游滨 海 鳌 游
陈小芬

中交上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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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尝 上 海 老 味 道品 尝 上 海 老 味 道
孙泽胜

（下转2、3版中缝）

近日，中共中央印
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条例》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通知指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
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一件
十分重要的工作。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
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对
年轻干部的党史学习培
训要不断进行下去”。
年轻干部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和要求，
以三种“态度”主动守
好、学好、用好“党史”这
本“教科书”，从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当好党和
国家的三支“生力军”，
在新时代的舞台上贡献
青春力量。

以“不教胡马度阴
山”的态度守好“党史”中
的“事实”，当好“维护正
史”的“护旗手”。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让正史成
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网络上、现实中的逆流和
歪风始终未绝，意图美化
侵略战争、歪曲历史认识
等行为时常发生，敌对势
力正采取着更隐蔽的动
作，妄图摧毁人民的信仰
根基。“灭人之国，必先去
其史”，年轻干部要学习
张唯一、陈为人等先辈的

“忠诚为党”“冒死守护”，
以“不教胡马度阴山”的
态度守护“正史”，旗帜鲜
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坚决同歪曲党的历
史等言行作斗争。年轻
干部生长在和平时代，没
有亲眼看到革命岁月的
真实场景，要想不被狡猾
的“反动派”欺骗，同诡辩
的“反动派”作斗争，就不
能对党史“一知半解”，
要“打破”党史基本著作
和权威读本的“砂锅”问
到底，理解和把握党中
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
述、评价和结论，做到

“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
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以三种态度守学用
党史铸“生力军”

跟着沈嘉禄，我似乎
尝遍了上海的味道，厚
重、醇香、热烈、澎湃。沈
老眼中的老味道，挚情于

“生煎馒头”。
清晨，二三好友，相

聚茶楼，听书看曲，旁边
老虎灶上温着开水，热气
顶着壶盖簌簌作响，用以
添茶也可做生煎馒头。
茶馆、书场、生煎馒头在
这个时候便是不可分割
的一个整体，品的是茶，
听的是曲，吃着的是生煎
馒头，回忆的是品质与生
活共生的复古摩登时代。

何谓老味道，是慢慢
消失或已经消失的风味，
经典的上海菜和上海点
心便是很好的例子。它
们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生
活状态，也反映了一个时
代的文化环境。

上海的风味美食，见
证了这座城市海纳百川
的特性。

在民国以前，上海的
老味道主要以川沙、松
江、嘉定等郊区农家菜点
为底本，高桥松糕、叶榭
软糕、草头摊粞、张泽肉
饺等等，而这些美食无不
打上农耕社会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轧过黄
浦，舶来文化在这片坚韧
的城市里得到很多的理
解与包容，本土与世界的
文明在上海从冲突走向
融合。民以食为天，风尚
的变化紧随而至。此后
的历史几经变化，在外界

不确定因素的带动下，第
一次移民潮冲击着这块
土地，大量的外省农民进
入上海寻求生存发展，带
动了一场城市饮食的革
命，“百花争鸣”的格局初
见端倪。随着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作为窗口的上
海无疑被推到风口浪尖，
一次更大规模的移民开
始了，伴随而来的是更多
的美食涌入上海，百花齐
放的格局形成了。

可以说，目前在上海
能品尝到的风味美食，若
要追根溯源，大多是从外
省来的。每个城市的繁
华背后，都是吸收融合，
包罗万千的，风味美食之

于上海，也正是如此。
味道的变化，是城市

的变化，是时代的更迭。
沈老的书，读之总有

“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哀
婉感叹。“生煎馒头”不仅
仅是对逝去美食的怀念，
更是对茶楼间的百态世
相、邻里间的闲言碎语的
生活方式的一种思念。
纵然时代发展的洪流裹
挟着每一个人不断向前
奔跑，但是，内心深处的

宁静，依然是那一碗茶、
一个饼、一种记忆里的老
味道。记忆有时是共通
的，一个人的记忆，可能
就是一代人的记忆。

味道不再是原来的
味道，上海也不再是以前
那个上海，社会发展日新
月异，新鲜事物如雨后春
笋一般不断涌出，在这样
一个时代，将一抹“老味
道”放在心中酝酿，坚守
本心，亦是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