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 威 可 读 服 务 互 动

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偏南风 3～4 级。明晨最低气温：7～8℃，今天最高气温：20～21℃。 电话：53584019登创环境工程公司

2021年11月
星期一 15 农历辛丑年十月十一 今日8版 总第7218期

统一刊号：CN32-0131 邮发代号：27-138

本报地址：太仓市科教新城书院路 103号 传真:33018055 广告热线：33018088 报料热线：13962408686 邮箱:tcrbs@126.com 苏州日报印务中心承印 售价：1.30元 值班总编：郁鹰 编辑：刘少树 组版：王志强 校对：张韵卓

本报讯（记者 邢智丰）近日，
《小康》杂志社独家发布“2021中
国康养百佳县市”榜单，太仓作为
长三角首个富裕型“中国长寿之
乡”荣登榜单榜首。

截至2020年底，我市60周岁
以上老年人有15.84 万名。近年
来，我市围绕“城乡一体·普惠养
老”的目标，把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作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
内容，着力深化改革，逐渐形成以
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特
色、文化养老为依托、智慧养老为
辅助，医养相结合、银龄互助发展
的多元特色养老服务体系，让全
市15万余老年人过上了安乐幸福
的晚年生活。

城乡供给更加全面均衡。我
市在全省率先推进镇级养老机构

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全市
新建成7家镇级养老机构、6家镇
级养老“综合体”，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实现城乡广覆盖。三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站）、村（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站）覆盖率达
100%，“1+N”社区养老模式广受
好评，居家社区养老月服务6万余
人。市级老年大学新校区全面运
营，三级老年大学校实现城乡广覆
盖，在校学员突破4万人。“家庭养
老夜间照护”“物业+养老”“金融+
养老”等新模式全面涌现，有力满
足老年人多层次服务需求。

协同发展引擎更具活力。我
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三位一体”的
人才组织孵化阵地，“产学研一体
化阵地”全面建立，引育33家养老
服务组织和企业、250多名老年社

工、1530名养老护理员。每年发
布《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名录》，全市
居家和社区养老社会运营比例已
达100%，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比例
达50%，4家公办养老机构也已启
动公建民营改革。

养老文化特色鲜明。我市不
断丰富富裕型“中国长寿之乡”文
化内涵，推动市、镇、村三级老年教
育网络实现全覆盖，积极老龄生活
方式得到广泛推行。在全省率先
试点互助养老，实施“银龄伙伴计
划”，建成互助小组500多个，“银
龄餐桌”“银龄志愿队”等银龄志愿
品牌300多个，我市互助养老入选
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案例。打造“颐
养金仓”养老品牌，全省首创养老
护理员节，连续五年举办丰富多彩
的职业培训、能力提升、才艺展示

活动，养老品牌文化日益发展。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十四五”期间，太仓将聚焦“品质
享老”，基本建立与太仓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文化互助全
面发展的高质量、多元化、现代化、
智能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养
老服务转型的标杆区，成为“县域
养老”全国示范区。全面提升普惠
型养老服务，加快中高端养老机构
发展，规划娄江新城康养中心、中
德创新城医养中心建设，积极构建
太仓特色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协同发
展，更好满足老年群体个性化、多
样化和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擦
亮太仓县域养老名片。

太仓夺得“2021中国康养百佳县市”桂冠

提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水平，“灯塔工厂”江苏
宝洁加快供应链创新中心项目建设——

数字赋能激活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李孝忠

11月13日，双凤镇
绿色优质水稻基地多台
收割机收割水稻。双凤
镇种植的1.5万亩中晚
熟水稻已成熟，预计亩
产620多千克，产量比
往年稳中有增。当地农
民抢抓晴好天气做好水
稻收割，确保秋粮颗粒
入仓。

记者计海新摄

抢 收

稻 谷

多条弯曲有度的自动化高速
分拣线向远处延伸，不同的出口
对应着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在江
苏宝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该公
司供应链新智造中心项目正在加
快数字化分拨配送中心设备安装
调试。

宝洁供应链新智造中心项
目位于江苏宝洁有限公司东侧，
总投资额 2.5 亿元，建设内容包
括新建数字化分拨配送中心，美
发产品研发创新中心，护肤、护
发、家居护理产品智能制造中
心。

“数字化分拨配送中心钢结构
主体已完成，设备安装完成50%，
预计2021年内开始试运行。”江苏
宝洁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慧明介绍
说。

■“灯塔工厂”放大
灯塔效应

2020年1月，江苏宝洁有限公
司登榜新一轮全球制造业领域“灯
塔工厂”名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的白皮书如此评价：这个年轻的工
厂全面采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
术，在宝洁亚洲建立了第一个“熄
灯运营系统”，并连接了其端到端
的供应链。 它将生产效率提高了
2.5倍，提高了生产灵活性……

作为宝洁中国供应链数字化
和智能化转型的一部分，江苏宝洁
和供应链运筹中心一起携手迈向
端到端的完全整合和动态数字规
划，包括端到端实时可视化、集成
人工智能、数字化规划执行等。

投产9年间，江苏宝洁购进全
球先进设备，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
改造，打造出了宝洁织物护理业务
全球第一家熄灯运作的生产车间，
建成了苏州市示范智能车间和江
苏省示范智能车间。在土地、环境
容量等资源趋紧的背景下，江苏宝
洁不仅凸显了“实”的贡献作用，而
且产生了看似“虚”的标杆效应，引
领了港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

■新项目实现高质
量建设

随着品牌日渐深入人心，江苏
宝洁便有了放大灯塔效应、上马供
应链智能制造中心的计划。港区
服务团队大力支持配合供应链创
新中心项目完成了注册、环评、安
评等程序，促进供应链智能制造中
心于2020年10月开工奠基。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项目
团队与各单位分工协作，加班加点
施工，抢抓工期进度。各施工单位
持续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项

目的安全与质量。目前项目正在
进行整体竣工验收及相关备案的
准备工作，以保证项目能在第四季
度进行试运行。

■消费者享受高效
高质量服务

“利用大数据分析，我们开发
出了几个‘爆款’产品，计划今年从
这里投向华东市场和部分华北市
场。”谭慧明说，等数字化分拨配送
中心投入运行，包括太仓在内的华
东和华北的部分消费者能享受高
效高质量的服务。

谭慧明表示，投用数字化分拨
配送中心后，江苏宝洁会加快美发
产品研发创新中心，护肤、护发、家
居护理产品智能制造中心建设，应
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三维视觉系
统、闭环重量检测与反馈系统、基
于AR/VR的培训系统等第四代工
业革命技术升级包装质量系统，提
供一流的产品并以完美的产品质
量满足消费者需要。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11月
13日，全市城市管理暨生活垃圾
分类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胡卫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邹家宏、郑丙华、黄浩忠
参加会议。

胡卫江表示，三分建、七分
管，城市管理工作关系城市形
象、关联经济发展、关乎民生福
祉。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尽锐出战，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状态、久久为功的拼劲韧劲，
着力解决市民群众最关心的痛
点、堵点，全力补齐城市管理最
关键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城市
品质、内涵，为我市拼出“太仓速
度”、奋力“振翅高飞”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加强城市管理是推动太仓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是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基本要求，
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本举
措。胡卫江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深化思想认识，把使命担当扛

起来；要优化工作方法，把硬核
举措用起来，通过体制机制再优
化、执法整治再严格、科技赋能
再加强、常态长效再提升，以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优的
作风，将各项举措落实落细；要
强化责任落实，把作风效能提起
来，通过组织领导更有力、联动
配合更密切、监督考核更严格、
宣传发动更全面，进一步加强协
调配合，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
合力，用苦干实干巧干，推动城
市管理更加精细、更为高效。

会前，胡卫江还调研了东盛
商业广场、珀丽酒店、南洋壹号
公馆小区。

会上，市城管委办公室通报
城市精细化管理、生活垃圾分类
及违法建设治理等工作推进情
况，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浮桥
镇、市教育局、科教新城等作交
流发言。与会人员还观看了第
三季度全市城市环境长效管理
突出问题通报专题片。

助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全市城市管理暨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孝忠）11月
11日，太仓港全年累计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600万标箱。这是继
2018年突破500万标箱量级之
后的又一次重大跃迁，标志着太
仓港集装箱发展能级迈入了新
阶段。

1至10月，太仓港累计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573万标箱，同比
增长31.8%，其中全年各单月箱
量屡次突破历史同期新高，10
月份完成65.5万标箱，为历史最
高纪录。7月份集装箱吞吐量由
全国第9位跃升至第8位，10月
份提前 86 天超越去年全年箱
量。

箱量的跃升与太仓港全力
融入“双循环”服务航运新格局
分不开。截至目前，太仓港累计
新辟集装箱班轮航线10条，其中
新辟胡志明、海参崴、东方港等
外贸干线3条，新开海口、天津、
钦州等内贸干支线7条，优化升
级11条集装箱班轮航线，推动腹

地货物流转时效进一步提级加
速。

沪太两港通过统筹协调和
错位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了
长江经济带水运格局，进一步
巩固了太仓港江海中转枢纽港
地位。

集装箱四期码头作为“沪太
同港”发展的重要载体，自6月
28日启用以来，推动太仓港集装
箱通过能力大幅增加。截至目
前，集装箱四期码头累计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34万标箱。

上海港太仓服务中心作为
沪太“两港一窗”公共服务体系
的重要媒介，引导长江中上游和
浙北、苏南内河集装箱在太仓港
集拼中转规模逐步扩大，“太申
快航”服务水平得到提级升等。
1~10月，沪太两港联动运输箱
量超过 91 万标箱、同比增长
15%，推动太仓港江海中转箱量
达 到 303 万 标 箱、同 比 增长
31%。

600万标箱
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创新高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11
月13日14时30分，随着最后一
孔箱梁混凝土成功浇筑，中铁
上海工程局南沿江城际铁路太
仓制梁场圆满完成377孔箱梁
预制任务，标志着南沿江城际
铁路太仓段建设取得阶段性进
展。

太仓制梁场位于陆渡街道，
占地面积约185亩，承担了南沿
江城际铁路站前10标段太仓特
大桥、太仓至安亭上行联络线特
大桥、太仓至安亭下行联络线特
大桥、太仓高架站特大桥、七浦
塘特大桥共5座桥梁计377孔箱
梁的预制和运架任务。

自2019年4月进场以来，太

仓制梁场迅速组织人员、设备进
场，开展场建、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及原材料的进场检验工作，成
功在2019年7月12日生产了首
孔32米双线梁，同年10月18日
一次性通过国家生产许可证审
查，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自开工
以来，该场引进了智能喷淋养护
系统，全自动张拉、压浆系统，多
功能钢筋笼吊具等大批流水线
作业工装设备，全力打造集“智
能化、信息化、工厂化”为一体的
现代化制梁场。施工中，在南沿
江城际铁路全线取得“三个第
一”：第一个首孔箱梁预制、第一
个通过国家认证、第一个首孔箱
梁架设。

377孔箱梁
太仓制梁场不辱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