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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0月末，水稻大面积开镰，秋收正式启动，但此时的田野
再不是农民唱主角，而是收割机、搂草机、打草机……成为主
力军，为秋收秋种护航发力。需要看到的是，产业兴旺，关键
在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农业专
业型、科技型人才队伍作支撑。加大农业人才的培养、引进
力度，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加强人才培养。农村虽然是干事创业的广阔天地，但面
临着年轻人外流、本地人才后继乏力的情况。地方应该创新
机制，把用活人才政策与盘活人才资源结合，让农村年轻人
留下来，加大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本乡本土
大学毕业生中培养选拔乡村发展带头人的力度。地方政府
应加快出台政策，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探索形成“职
校+田间学校+农技推广部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
加大对现有农村人才资源调查，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分片分期分类组织农技推广人员培
训，提升农民专业技能。

加强人才引进。农业是基础产业，地方发展不仅需要
科技精英，也需要农业人才。上海接纳电商主播入户，快递
员在杭州被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在农村也需要树立实践导
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农业新型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发
展空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从而加快人才向乡村流动，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产
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等方面，吸引社会各类人才积极参
与。

推动农业产业兴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要靠人才
来推动。太仓是鱼米之乡，农业现代化走在前列，必须进一
步明确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资源，坚持把引进人才与
培养人才通盘谋划，因地制宜，不断增强农村人才支撑。

近日，《太仓日报》 以 《从“冶炼作坊”到“智能工
厂”》为题，报道了联禾厚普 （太仓）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推进转型升级和智能化车间建设一事。智能化是工业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一，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虽然在大力
推进，但是很多企业在这方面一直止步不前。联禾厚普敢
于推进生产全程智能化，最重要的原因是把各种账都算明
了，把智能化可以带来的好处吃透了。

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是制造业升级的必然路径。联
禾厚普是生产精密汽配的公司，工人操作加工设备的水平
再高，误差不可避免。智能化改造后，该公司设备按照程
序自动加工，误差明显减少，产品的优良率自然进一步提
升。联禾厚普不仅通过智能化减少了人工干预，而且提升
了产品的精密度、可靠性、美观度、洁净度等，让产品更
具竞争力。

智能化改造为高质量发展“添薪续力”。如联禾厚普要
新上3条线生产新产品，需要增加机器人及上下料的智能
小车等智能化设备。尽管这些设备要投资大约 300 万元，
但操作工人数量可从 22 人降到 6 人，仅通过降低人力成
本，其智能化的投资 2 年多就能收回。像联禾厚普一样，
很多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后，在产品生产以及原料上料、
半成品转运、产品下线、储运等都能减少工人数量，在工
人难招、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今天，这笔经济账算得越明
白，推进智能化的信心、决心将更大。

全力提升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的积极性。联禾厚普实
行智能化改造获得不少益处，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推进智
能化改造也是如此。比如，有的企业可以算算安全账，推
进一些区域、岗位的智能化，用机器人、机械臂代替人工
作业，能极大保障工人的安全；有的企业可以算环境账，
进行智能化改造后，可以推进绿色生产，在生产中加强对
环境的监测，加大对特定物质的回收、利用力度，更好保
护环境。

推进智能化改造，着力在一时，获利在长远，如果企
业都能把这样的账算明白，相信推进智能化的步伐会更
快、更坚实。

康乐社区地处老城区，辖区
内有多个无物业老旧居民小区，
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楼道灯经
常不亮，存在安全隐患。为此，社
区与志愿者携手，利用社区党组
织为民服务专项经费，开展对无
物业小区楼道灯的常态化故障摸
排与维修工作，亮了夜路，暖了人
心。

维护一盏楼道灯、升级一个公
共厕所、增添几处健身设施……很
多时候，越是身边小事，越能体现
一座城市的温度。要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解
决好这些最直接、最现实的“关键
小事”。

抓好“关键小事”，根在利
民。修一条路是造福民生，修几
盏灯同样可以让群众受益；建漂
亮的新大楼，群众可以得实惠，给
老旧小区装电梯，也能让大家满
意。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
求、我有所为，各级政府、相关部
门都应把造福人民作为最大“政

绩”，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去，有的
放矢地解决好一批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

抓好“关键小事”，重在落
实。关注到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难
题“小事”后，应从细、从小、
从实处入手，列出清单，排定进
度，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相关
部门、相关责任人要主动担责、
敢于作为，把精力用在抓推进
上，把功夫使在抓落实上，让群
众看到切实的成效，得到真正的
实惠。

抓好“关键小事”，贵在坚
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要聚焦群众
切身利益，创新为民服务方式，不
断把“难事”做好，把“实事”做实，
把“小事”做细，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件接着一件办，定能不断提升
幸福金太仓的成色，让市民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犹如芝麻开花，节
节攀升。

培育乡村人才
助推农村振兴

□张瑜

智能化
引领高质量发展

□张立

民生无小事点滴暖人心
□徐静

近年来，城厢镇康乐社区依托“益盏灯”先锋服务

队，组织党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对无物业老旧小区楼

道灯的维修、更换、安装均分器等工作，用“益盏灯”持

续点亮居民回家路。

——本报10月25日报道

10月25日，我市公示了今年第
三期“太仓好人”。这 10 位公示对
象中，有助人为乐好人、见义勇为
好人、孝老爱亲好人、敬业奉献好
人等多个类别，他们都是我市文明
城市建设发展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

沙溪镇直塘社区居民杨燕萍患
有先天性下肢发育不良，虽然自身
有残疾，但是她克服重重困难，坚
持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11 年。11 年
来，她每天给父亲喂饭喂水、处
理大小便、擦洗身体等，悉心照
顾父亲。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对
亲人的爱，用残疾的身体书写了
大大的“孝”字。退役军人徐海
东见有人落水，冒着零下 4 摄氏
度左右的低温天气，跳进冰冷的
河 里 救 人 。 虽 然 连 续 呛 了 几 口
水，但他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将落
水青年救上岸。从事消防工作 21
年的单进峰在接到支队驰援河南指
令后，主动请缨，带领 7 名队员在
河南开展救人排涝11天，救助被困

群众 35 人，排除积水 369920 立方
米，被江苏省消防总队评为“最美
抢险救灾先锋”。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
色。一座城市，无论是硬环境，还
是软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因
素——人。只有文明市民才有文明
城市，只有市民素质的不断提升，
才有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当前，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已经在我市
如火如荼地展开。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是全面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成果的具象化标志，是“文明高
地”中更具影响力、辐射力、引领
力的“文明高峰”。如何才能创建成
功？并不是放在嘴上就可以的，必
须要落实到行动上。

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是城
市的主人，我们工作、生活，我们
欢乐、忧愁，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
这里。只要人人都有一种主人翁的
心态，主动向“太仓好人”看齐和
学习，创造优美环境、维持优良秩

序、提供优质服务，城市文明就会
更上一层楼。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
要从小事做起，说文明话，做文明
事，用一举一动展现文明素养，做
文明市民；我们要从身边做起，传
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用一言一
行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文明新风。
比如，不闯红灯、不乱扔垃圾、不
乱写乱画、不野蛮插队、不恶毒谩
骂，如此种种虽然看似“小事”，却
体现一个人文明素质的高低。我们
要做好城市文明的践行者，做文明
人、行文明事，也要做好城市文明
的监督者，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和
不文明行为，敢于亮剑、及时举
报。

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另一个
重要的元素——家庭。每个人文明
习惯的养成，都与他所生活的家庭
环境密切相关。通过言传身教，让
孩子说文明话、做文明事，每一位
家长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因此每

位家长都要积极建设一个充满正能
量的家庭，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家
庭氛围。一个家庭的风气，不仅关
系家庭的幸福与兴衰，还直接关系
社会的文明程度。家风好，就能家
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影响
恶劣，人人都会避而远之。如果一
个个家庭家风不振、家规颓败，想
要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气，便是
一句空话。再者，一个家庭有良好
的家风，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
以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在社会上必然会成为文明之风的践
行者和带动者。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社会因文
明而发展，人民因文明而幸福。一
座城市，需要文明的力量，因为这
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正能量。我
们要把文明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生活
方式。我们要让文明的种子在自己
的身上生根发芽，让文明之花开放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让文明之花开放在每个人心中
□薛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