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太仓“老底子”》编撰成果活化利用和宣传推广活动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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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奋发作为
——2023年市政协创新工作聚焦

□本报记者 刘志婷

过去一年，市政协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创新履职实践、打

造特色品牌，探索推出

一系列新机制、新举措、

新载体，太仓政协工作

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得到

了新提升。

近年来，市政协在保护传承地域传统文化方面积
极探索、广征博采、千淘万漉、久久为功，历时5年编辑
出版了4辑 20册近 500万字的《太仓“老底子”》丛
书。过去一年，市政协积极推动文史成果的宣传推广
与活化利用，通过抢救发掘与创新转化接续发力，跑好
了一场文化传承的全民接力赛。

聚焦历史文化，开展抢救性挖掘征集。市政协于
2018年成立编委会，着手编撰一部大体量、全景式反
映太仓人文历史的系列丛书。经过精心研究策划，最
终决定以《太仓“老底子”》作为丛书名称，拟定了每年
出1辑、每辑5个专题的目标。从新老政协委员、文史
爱好者中，选聘了10位执行编辑和130位撰稿员，委
员占比43%。发布4轮征稿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积
极响应，收到来信870余封，大量珍贵资料接连涌现，
其中还有耄耋老人寄来的其父遗稿。发动4600余人
次，深入基层寻访知情者，抢救挖掘历史记忆，足迹遍
布太仓的每一个角落。

强化精品意识，倾力打造文化文史工程。两届政
协接续发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不懈推动，确保
丛书的绝对高质量。丛书系统梳理了太仓的家底，全
面收录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珍藏了太仓人民的
集体记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就像一部
太仓的“百科全书”，把沧桑的历史、辉煌的名胜、文化
的脉象作了生动展示，填补了太仓相关领域的空白，为
世人寻根太仓提供了翔实依据和凝练载体，也为城市
形象宣传、项目人才招引、文旅产业发展等提供了有益
助力。

创新供给形式，开展全方位宣传推广。召开丛书
发布会、专题动员会，积极开展宣传推广。依托主流阵
地。在图书馆布置专题书展，开展集赞赠书、线下共
读、盲盒漂流等活动。覆盖多元人群。向62所中小
学、57处职工书屋、160个村社区、千余位市民发放丛
书5万余册。创新供给形式。注重“眼、耳、口、手、脑”
5维布局：上线电子阅读微信小程序，市民扫码即看，

发布有声读物，融入文化书场，开展手语沙龙，成立智
囊宣讲团。拓展传播窗口。向酒店大厅、游客中心、高
铁站等捐赠丛书和二维码摆件，广泛传播城市文化底
蕴。加强跨境交流。向太仓籍港澳台同胞、华侨华人，
包括漫画家朱德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亲属等邮寄丛
书，密切他们与家乡的情感纽带。定制文创产品。包
括老胜迹折扇、老闲话帆布包、老民居书签、老照片明
信片等，均印有二维码，结合活动大量发放。

释放社会价值，开展时代化活化利用。依托“寻太
仓‘老底子’画最大同心圆”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趣
味性、互动性、普及性。新兴媒体的交响。制作记录片
和28个短视频，结合City Walk邀请网红探店、探游、
直播沙画。精心酝酿的展览。沙溪古镇打造“老底子·
时光穿梭巷”，博物馆推出“光阴的故事·老照片展”，浏
河七十二家村筹建“乡愁馆”，全市新增展览场所23
处。全民参与的竞赛。举办老味道厨艺大赛、老山歌
音乐会、老地名打卡寻宝、少儿方言挑战赛等40余场
次。万家灯火的互动。南园戏语、非遗市集展销、商圈
民俗巡演、乡村戏曲评弹、博物馆奇妙夜等活动，让老
底子更富底色、更接地气。文化自信的传递。引导全
市中小学生寻访老街桥、手绘老胜迹、寻觅老家生、学
做老手艺，动态展播小小讲解员、家乡变化我来拍等内
容。还将“老底子”作为开学第一课，结合学生社团持
续开展“少年知·少年说·少年承·少年行”系列活动。

历时6年，从接力赛转化为大合唱，“老底子”在全
市唤醒了浓浓乡愁，营造了浓厚氛围，市民对城市的
认同感、归宿感、责任感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更加坚
定。“对于太仓年轻人来说，这套丛书会让他们对家
乡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方位的高度”“纸笔留住千
年岁月，太仓政协为太仓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市民
通过200余条微信后台留言对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被市政协圈粉无数。太仓的创新实践也得到人民政协
报、“参考消息”客户端深度报道，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关
注。

近年来，市政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要求，着力增
强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能力，统筹建好用
好各具特色的委员工作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
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推动委员更好联
系、宣传、服务、团结、引导群众。

按照定位精准、运行有序、活动经常、作用明显的
要求，操作上把握“七个一”：即一名委员牵头、一群委
员参加、一个专委会服务、一个部门聚焦、联系一个界
别、辐射一个区域、带动一个行业（产业），着力把委员
工作室建设成为学习宣传的平台、了解民意的窗口、
凝聚共识的渠道、服务群众的阵地。目前，全市共建
35个具有特色、富有成效的委员工作室。其中医心为
民·民进和医药卫生界别政协委员工作室、太仓市生
物医药产业·百军委员工作室获评2022~2023年度苏
州市优秀委员工作室。

发挥“委员工作室+职能部门”优势，助力营造更
优营商环境。“协同助企”机关政协委员联合工作室集
结一批来自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职能
部门委员，辐射太仓全域，为各类企业和人才提供专
业化、便利化的贴心服务，助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工作室成立以来，组织开展政策宣贯、申报辅导、论
坛、沙龙、研修、路演等活动50多场，围绕市场、政务、
法治、数字、人文五大环境，推出10多项改革举措，受
到企业一致好评。

发挥“委员工作室+党派团体”优势，助力百姓提
升幸福指数。医心为民·民进和医卫界委员工作室采
取“双室联动”工作模式，分别在科教新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天镜湖商业广场二楼设立工作室，由市第一人民
医院委员和市中医医院委员共同牵头召集。两年来，义
务门诊坐诊300余次，开展主题活动12场，服务群众超
4000人次。工作室还通过援建、结对等方式，全面“下
沉式”传帮带，帮助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促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百姓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陆

志强委员工作室发挥民建企业家会员优势，成立太仓
市慈善基金会环卫关爱基金，以困难环卫职工及家庭
为关注对象，及时为他们提供帮扶和救助，累计帮助
环卫人员超过100人次，支付慰问金52万元。

发挥“委员工作室+产业园区”优势，助力生物医
药产业腾飞。市生物医药产业·百军委员工作室由市
生物医药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人牵头召集，驻室委员
来自市政协、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招商局、市工信
局、市侨联以及沙溪镇政协工委。工作室以助力太仓
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总目标，围绕双招双
引、惠企服务、园区建设、产业集群等方面，组织开展
协商议事活动40余次。

发挥“委员工作室+商会组织”优势，助力解决企
业困难。委员工作室注重发挥商会组织引领和服务
作用，带领民营企业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帮助企业解
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毛剑峰委员工作室通过协商
议事活动，协调解决苏州威斯伯特篷房制造有限公司
与房东厂房租赁纠纷，确保北京冬奥会及杭州亚运会
筹备物资准时交付。许惠忠委员工作室积极发挥商
会、政协委员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做
好企业界学习交流、联系沟通等工作，推动委员工作
室工作形成有效闭环。2023年收集社情民意30余
条，为民营企业解决实事6件。

发挥“委员工作室+书香政协”优势，助力营造浓
厚读书氛围。“书香政协”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通
过委员工作室这个平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
动，促进政协队伍建设，促进不同行业、不同界别的委
员形成共识，提高政协凝聚力。陈永健委员工作室，
每年定期开展12期读书活动，引导自身和周边企业员
工通过阅读、分享，帮助员工更新知识，培育企业文
化，提升企业团队核心竞争力。张明康、吴越等多个
委员工作室开展线上读书活动，通过云享阅读形式分
享读书心得，引领全市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在阅
读中涵养学识、增长智慧、增强本领。

注重五个结合 发挥五重优势

推动委员工作室更好联系服务群众
发挥文史特色优势推动传统文化抢救挖掘与活化利用接续发力

寻太仓“老底子”画最大同心圆

左图：《太仓“老底子”》丛书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