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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奶奶，您慢点
坐。”“来，我给您按摩按摩
腿，您腿脚不方便，走路一定
要当心。”1日上午，在南通开
发区社会福利中心里，一场
养老护理技能竞赛正在进行
中。一名52岁的参赛选手
正展示着自己的护理技能。

当天，南通开发区首届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进入
实操环节。来自全区6家养
老机构的50名选手在经过
理论知识笔试后，开始展示
自己的技能实力。

本次竞赛由南通开发区
民政局、人社局、总工会主

办，市养老服务商会、南通开发
区社会福利中心承办。南通开
发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此次竞
赛旨在促进护理员多交流融合，
不断提升个人护理专业能力，树
立更多优质养老服务品牌，赢得
社会更多的认可和点赞。

记者陈可

晚报讯 1日上午，随
着浇筑指令下达，中铁十四
局集团北沿江高铁八标制梁
场迎来了首孔箱梁生产，为
后续架梁及下一步施工奠定
坚实基础。

该制梁场位于如皋市吴
窑镇立新村，承担北沿江高
铁八标 986 孔箱梁预制任
务。为助力打造新时代精品
工程，该制梁场研发应用30
余项新工艺、新设备，精心打
造国内一流“铁路箱梁预制
2.0版智慧管理平台”，综合
运用GIS、BIM、移动互联网

区域链等技术，实现了物料管
理、试验管理、生产管理、可视
化管理、安全管理、劳务管理六
大板块集成管控，有效实现箱
梁“指尖上”生产。

北沿江高铁是国家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沿江通
道的组成部分，是策应“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需要，
也是构建沿江高铁环形线路、
推动扬子江城市群融合联动发
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
要支撑。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杨阳 杨振华

晚报讯 近日，由江苏
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建设、铁
四院（湖北）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承监、中铁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海太长江隧道
HT-A1 标项目部承建的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太长
江隧道工程项目江北段明
挖敞开段、明挖暗埋段的冠
梁支撑梁首件施工顺利完
成，为下一阶段基坑开挖、
转战主体结构施工吹响前
进号角。

海太长江隧道是《长江
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中
明确的“十四五”重点推进的
过江通道项目，是目前世界
距离最长、中国断面最大的
水下盾构隧道，堪称“万里长
江第一隧”。线路起自沪陕
高速公路叠石桥互通东约

2.7公里与沪陕高速交叉处，止
于沪武高速公路董浜枢纽互通
东约5.5公里处。

明挖暗埋段冠梁支撑梁首
件混凝土施工中海太长江隧道
公路部分是通州湾至常熟高速
公路的关键节点，距上游苏通
大桥约 8公里。项目全长约
39.07 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公里，北接线长15.724
公里，南接线长12.161公里。
江北段冠梁单侧1.100千米，
支撑梁145道。

目前，基坑开挖专项方案
和重大风险源识别对策等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下一步，
项目部将继续以安全生产为前
提，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规定，
推进主体结构的顺利开展。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戈德旺 宋新宇

拼技能比服务 50名选手现场“过招”

北沿江高铁

八标首孔箱梁成功浇筑

海太长江隧道

冠梁支撑梁首件浇筑完成

晚报讯 “作为一名企
业工作者，这是第一次深入
接触指挥中心，真切感受到
城市的平安祥和离不开大数
据对危化品管控、违建治理
等领域的强大技术支撑，离
不开职能部门人员的默默付
出和坚守。”

8月31日，部分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应邀走进“城
市大脑”——市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指挥中心，零距离
感受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共话城市治理，共谋
数智未来。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
下，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指挥中心创新探索市域治理
现代化“南通样板”。3年
来，以“实战、实用、实效”为
导向，中心推动政务受理、前
端感知、互联网等数据全量
归集，推进跨部门、跨层级、
跨领域数据融合应用，持续
释放数据共享红利，破解市
域治理的痛点、难点。3年
来，开发各类监测预警模
型 130 个，产生各类预警
20 余万条，重点预警线索
核查处置成效明显。多项
创新应用获全国“数字政府
管理创新奖”“政府信息化管
理创新奖”。

当天，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们观看了南通市域治理
现代化工作短片，观摩了市
域治理总览、创新应用功能
演示，详细了解“城市大脑”

运行情况，高度肯定中心3年来
狠抓数据赋能、服务全市高质量
发展取得的成效。

围绕“共话治理”主题，代
表、委员们与市委副秘书长、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党委书记李学义等人进行了座
谈交流，从进一步加强数据归
集、保障数据安全、丰富场景应
用等方面发表意见和建议。李
学义表示，对代表、委员的真知
灼见，中心将逐条梳理研究，结
合实际采纳、落实。今后，还要
进一步加大宣传和社会服务力
度，增进群众对指挥中心的了
解，加强数据归集、更新、共享和
应用，加强数据安全，确保三级
指挥平台运行安全，推动数据与
基层共享，不断丰富应用场景，以
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和期待，全力推动我
市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迈向更高水平。记者张亮

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探访“城市大脑”——

共话城市治理 共谋数智未来

晚报讯 1日，中国质
量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

“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
创新良好实践”分论坛上，我
市作为唯一受邀作交流发言
的地级市，以“坚持久久为
功 持续创新突破 努力展现
首席质量官制度南通新实践”
为题介绍了相关做法和成效。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质量发展工作，深入
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在全国
率先设立企业首席质量官制
度并向全国推广。南通获批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荣
获年度质量之光魅力城市称
号，2020年承办全国首届首
席质量官大会、并被定为永
久会址，质量发展工作多次
获国务院、江苏省政府真抓
实干督查激励。

紧扣“组织、制度、激励”
三个维度，我市构筑起首席
质量官发展新格局。成立以
书记、市长为“双主任”的质
量发展委员会，建立“1+6”
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将推行
首席质量官制度写入《南通

市质量促进条例》、纳入质量
工作考核范畴，全力保障制
度实施。激励企业大力推行
首席质量官制度，2016年以
来，共投入质量提升专项资
金25亿元。

围绕“理论、实践、创新”
三个能力的提升，我市不断
为首席质量官人才培育注入
新动能。建立完善首席质量
官任职培训体系，累计培训
首席质量官8300余名，在全
省率先实现6500余家规上
工业企业全覆盖。搭建“首
席质量官之家”“质学会”等
交流实践平台，打造实践教
学基地，推动质量技术、管理
方法等优质资源要素互通共
享。建成全国首家首席质量
官学院，聘请28名知名专家
组建“名师团”，围绕质量管
理、质量技术等重点领域开
展集中研讨、联合攻坚。我
市连续22年举办QC成果
发布赛，推动2100余个由首
席质量官主导实施的质量改
进项目，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1亿元、增加收益6亿元。

聚焦“解题、破题、答题”三
个重点，我市不断拓展首席质量
官工作新成效。创新实施“旗舰
领航”行动，解龙头企业之困。
对500家骨干企业开展质量体
检，形成专项导航报告，指导企
业解决技术指标偏低、知识产权
布局前瞻性不足等问题。建立

“质量合作”模式，破小微企业质
量提升难题。建成家纺、电动工
具等 15 个质量合作社，已有
1500余家小微企业通过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制定产品企业标准
1.8万个，工作经验入选全国质量
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典型案
例。深化“质量强市”建设，答产
业发展之问。围绕六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组建由260余名优秀
首席质量官参加的“智囊团”，破
解行业共性难题39个，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62项。

大会发布了全国20个企业
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
案例，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的

“1283”设备精益管理模式入
选。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我省企业代表参加“质量之
光”展览。 记者王玮丽

22年来助企降本1亿元增收6亿元
我市在中国质量大会上介绍首席质量官先进经验

8月31日在如皋市长江镇拍摄的夕阳下的如皋港苏中
国际集装箱码头。据南通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数字，今年
8 月，如皋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51030 标箱，同比增长
11.5%。 记者许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