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A3 看南通·要闻
编辑：周陆培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刘晓燕

业务办理地址：南通报业传媒大厦
（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8 号）22 层
2210室，联系电话：0513-68218781。
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业
遗失公告办理”。 线上办理请扫码

遗失启事
▲秦兴锋遗失小学语文高级教师资格证书，身份证

号：320682197808289139，声明作废。
▲保梓怡（父:保佳男,母：葛勤莉）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320483090，声明作废。

7月3日至7日，第六届濠滨书市在
崇川区凤凰广场举办，活动设图书主题
展销、阅读推广及惠民服务等活动。现
场推出多重“读好书”惠民措施，共发放
15万元优惠书券，让阅读福利“飞入寻
常百姓家”。

“15分钟阅读圈”串起35家韬奋书
房、“漂流书包”跨越千里连接三地学子、
阅读推广人用创新形式点燃“书香火
炬”——崇川区正以多元场景、创新模式
和人才智库“三驾马车”，构建全民阅读
新生态。

空间筑基，“15分钟阅读圈”重
构城市阅读版图

从全市数量第一的35家韬奋书房、
48家书吧，到实现“通借通还”的20个
图书馆分馆，崇川用“15分钟阅读圈”重
新定义城市空间功能。

位于陆洪小镇的五三艺文书店已成
为文艺青年们“点咖啡、读闲书、品生活”
的都市桃源，并于2023年入选江苏省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名单。
“大隐隐于市”的陆洪小镇，几年

前经过相关部门的修缮改建，成为南
通集商业旅游休闲、历史文化展示体
验、民俗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特色文化
街区。2016年五三美术馆开门迎客，
2019年艺文书店落成，2021年吾山茶
集启幕……多年运营，书店的影响力四
散开来，成为文化街区的文化地标。

信息化时代，书本不再是阅读的唯
一方式，如何让城市书房持续“热”起来、

“活”起来，书房进行着积极探索。五星
级韬奋书房——一庄空间·謇书房，由国
家级非遗项目南通仿真绣的省级传承人
张蕾所设，打造成为一个综合非遗体验
馆；作为一家有“艺”思的书房，崇川区图
书馆富美分馆位于富美帽饰文化园区，
成为独具特色的“都市名片”。

木版画集章打卡、“苏超”南通主题
冰箱贴设计……在五三艺文书店，书店
不只是书店，更是城市文化的微缩景观、
创意灵感的孵化地。文化名人汪政在
书店办过分享会，区政协教体界别委员
设立了荐书角，著名磁带收藏家赵三才
在这里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音
乐……各种文化元素涌进这方天地。

“我们平均每两周就会举办一场文化
活动，日常积极参加各种市集，也会在
线上开直播做经验交流，主要还是刷
曝光量。”五三艺文书店市场运营专员
蔡亮直言，对于大部分书店而言，引流
是运营的终极课题，而多维的业态规划
正是其生存密码。

书香漂流，立体化阅读网络打
破时空界限

“这些书有的我看完了，可以换一个
书包吗？”7月5日，在崇川区幸福街道秦
西社区“漂流书包”置换点，10岁的李
梓萱捧着漂流书包说道。暑假来临，社
区的孩子们只需到社区置换点，就能实
现“以书换书”。这个置换点正是秦西
社区“漂流书包”公益阅读项目的根据
地之一。

“传统图书室借阅模式有局限，我们
就想让书主动‘走’出去。”秦西社区党务
副书记秦蕾介绍，“漂流书包”项目打破
传统图书馆的静态模式，通过书包传递
的方式，让图书在家庭间流转。

2019年，受“漂流瓶”启发，社区购
置了一批书包，每个书包装入5本书，让
它们在居民家庭间传递。很快，家长们
的反馈让团队备受鼓舞——有人在书里
夹上便签：“这个流动的书包，像给孩子
的童年开了无数扇窗。”

随着参与家庭增多，项目逐步拓展
服务对象。针对企业职工，推出“漂流书
袋”，每个袋内装3本书，方便携带；针对

视障群体和老年人，开发“漂流音箱”，内含
7期有声读物；在小区、物流园区、火车站
等地设立置换点，居民可通过“以书换书”

“以书换积分”等方式参与。
三年来，“漂流书包”项目日渐成熟，目

前已建成5个实体漂流点，共有“漂流书
包”2009 个、“漂流书袋”1009 个，覆盖
12.6万人次，并逐步形成全年龄段服务体
系——青少年的“漂流书包”、职工的“漂流
书袋”、社区的“漂流书箱”、特殊群体的“漂
流音箱”，构建起立体化全民阅读网络。

与此同时，“云端共读”也正在打破阅
读的地理边界。今年5月，南通幸福中学、
新疆克州实验小学、青海河阴寄宿制学校
三地学子通过“漂流书包”线上平台云端相
聚，迎来了一场横跨三地的“云端读书
会”。新疆学生讲述书中描绘的草原生活，
青海孩子分享高原风光的阅读联想，南通
学子则交流江南水乡的独特感悟。三地师
生的热烈互动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让阅
读成为连接东西部的文化纽带。

智库引领，“点灯人”燎原“阅读
星火”

在第六届濠滨书市活动现场，崇川区
全民阅读推广人、帆书读书会南通分会负
责人成然，给广大市民分享了余秋雨的《中
国文化课》一书，通过“深度解读+互动交
流”的创新形式，让市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
阅读推广活动，点燃阅读热情。

“80后”的成然，毕业后曾创办一家培
训机构，一次偶然目睹学生与家长不当的
沟通方式，让他萌生了“以阅读改变教育”
的初心。“当时我就意识到，阅读不仅是获
取知识，更是改善亲子关系的金钥匙。”
2016年，他尝试创办亲子读书会，在取得
较好反响后，又于2019年创立了樊登读书
会南通分会（现更名为帆书读书会南通分
会），将阅读推广的种子播撒得更广。

“帆书读书会南通分会的成立，不局限

于亲子教育，更多是要引导成人阅读，让更
多的群体爱上读书，以文化人。”成然介绍，
除了日常的讲书，读书会还创立了戏剧社、
行者·在路上、阅·音乐LiVE等多种特色阅
读模式。比如，戏剧社，通过剧本围读、角色
演绎的形式，实现沉浸式阅读；行者·在路
上，通过带领书友前往书中地标打卡，实现
边走边读；阅·音乐LiVE，将音乐与读书相
融合，让书友放松的同时增加情感体验和对
阅读的共鸣。

“每周至少举办3—4场阅读活动，通过
把阅读和多种的文化沉淀形式做融合，让书
友感受到文字不仅是枯燥的平面上东西，
也可能是感官体验上的，从而让大家真正
爱上阅读。”成然说，这些创新模式，有效形
成了“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片”的裂变效
应。此外，读书会还承接了崇川区的“全民
阅读进万家系列活动”，通过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等进行推广，培养、激发更多人的
阅读兴趣。

截至目前，成然的读书会已建立7个微
信群，吸纳了全区各类书友近3500人，其中
有三分之一的书友已成为读书会的忠实粉
丝，实现了推广与参与的良性循环。其本人
还成了江苏省全民阅读推广人。

本月底，成然的首家纸间书店即将亮相
南通文峰广场。他说，未来，将有效利用书
店和读书会双载体，实现阅读与生活的深入
融合，让书香浸润崇川更多百姓家。

打造阅读人才智库，让“点灯人”燎原
“阅读星火”。近年来，崇川区建立“分层级、
分批次”的领读人才选拔机制，动态培育30
名区级阅读推广人和50名领读者队伍。阅
读带头人深入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地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年均开展阅读活动千余
场，覆盖受众超60万人次。其中，欣欣然亲
子俱乐部、知止堂义学等8个单位或个人先
后获评江苏省全民阅读“五十佳”荣誉，总量
居全市首位。

本报记者 卢铖卉 陈静

苏锡通园区打响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攻坚战

聚焦高层痛点 筑牢云端防线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问题，不仅关乎城市运行的平稳

有序，更关乎千家万户的安危冷暖。苏锡通园区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民生情怀迅速行动，由园区党工
委分管领导亲自领办、亲自协调、亲自督导，紧扣“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整改到位”的总要求，全面打响高层建
筑消防隐患治理攻坚战，为城市发展筑起一道坚实的

“防火墙”。
高位统筹，织密织牢责任网。面对高层建筑消防隐患

排查整治的艰巨任务，苏锡通园区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
推进，第一时间制定出一套详尽的实施方案，并召开动员部
署大会，凝聚共识，明确方向。为压实责任，园区指导各镇
（街）建立起消防安全管理“明白人”队伍，以规范电动自行
车充电与停放、架空层与天井管理、高层小区“三清”与“三
关”、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等措施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标准化
管理达标创建活动，为基层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精准施策，夯实底线清零隐患。苏锡通园区迅速行动，
组织规建、消防、公安、属地镇（街）及专家力量，组建起一支
专业高效的专项工作组，完善“镇（街）—消防—规建”消防
隐患督改流程，对高层建筑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
不留死角、不遗漏洞。在全省排查整治系统启动前，园区已
组织高层建筑使用管理单位完成第一轮全面自查，建立了
完善的高层建筑底册和隐患自查清单，共排查出高层小区
27个、高层建筑462栋。针对排查出的隐患，园区坚持“一
单一督、一督到底”，通过约谈促整改、立案督办严执法，以
铁腕手段推进隐患动态清零，确保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
实处。

建强机制，长效管理惠民生。经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
举措，苏锡通园区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
显著成效。高层建筑排查率、隐患判定率均达100%，隐患
整改率达95%，形成了底数清、问题明、责任实、措施硬的
良好局面。园区通过建立“责任引领+机制保障+执法倒
逼+标准提升+宣传引导”五措并举的长效管理机制，持续
完善发现问题、交办督促、整改验收的闭环链条，切实提升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是最基本的发展保障，也是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苏锡通园区以领导领办为统领，以系统治理为抓手，以执
法监管为利器，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推动高层建筑消防隐
患整治落地见效。接下来，园区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作
风，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发展底线，在每一栋楼宇间点亮
民生安宁之光。

孕产妇住院分娩“零”自付
无需申请自动结算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自
付部分，由财政全额给予补助，且实行“免申即享”。市医
保局昨日消息，这一政策实施十天以来，我市已有322名
参保人员享受到共计39.58万元的孕产妇住院分娩财政补
助待遇，大大减轻了孕产妇生育费用负担。

在积极应对人口形势变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大
背景下，省市不断出台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根据省医保
局、财政厅《关于实施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财政补助
政策的通知》及我市《关于积极支持生育完善生育医疗费
用保障政策的通知》，自7月1日起，我市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处于待遇享受期的孕产
妇，均可直接享受产前检查“提”限额、住院分娩“零”自付
等多项生育福利政策。

根据相关政策，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产前检查费用限额
提高至1200元，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产前检查费用限额提
高至1000元，按50%比例给予补助；对住院分娩（含阴道
分娩顺产、阴道分娩难产、剖宫产手术等）发生的医保（生
育保险）目录范围内医疗费用，限额内的由基金全额支付，
超过限额的部分，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分别二级及以下定点
医疗机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100%、70%，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报销60%。剩余目录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由孕
产妇住院分娩财政补助全额给予补助，且该补助实行“免
申即享”，无需个人申请，孕产妇在分娩后办理出院结算手
续时，由系统自动结算。

本报讯（通讯员余单辰 记者徐爱银）
拿起手机拍隐患，红包奖励随机领，安全防
线共筑牢。近日，通州区应急管理局创新
开展的“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圆满收官，
活动共收集完成整改的安全隐患5144条，
覆盖企业、居民小区、交通设施等1346个
基层单位，累计发放微信红包2041个，总
金额1.6万余元，吸引5144人次积极参与。

该立足岗位，发动员工参与安全治理
的新模式，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
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的转变，为安全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群众力量。

全民动员，查找身边风险。本次活动
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主题，由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精
心策划组织，旨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特别
是企业一线员工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的
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
治理新格局。活动于6月1日正式启动，
贯穿整个安全生产月，面向全区所有企业
员工。

创新激励，“指尖”赢取红包。活动依

托“南通州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平台，在
“互助服务”栏目开设便捷的“安全隐患随
手拍”上报通道。参与者发现身边存在的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
的不安全因素”等隐患后，只需通过手机按
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清晰准确的整改
前后现场照片，即可完成上报。上报成功
后，系统还会提供抽取随机金额微信红包
的机会。这一创新性的正向激励机制，极
大地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

闭环治理，隐患“见底清零”。本次活
动的核心在于推动隐患实质性发现与整
改，通州区应急管理局安排专人对收集信
息进行严格审核和高效流转，收集到的
5144条隐患信息指向明确、真实有效，覆
盖了工厂车间、居民楼道、交通路口、商业
场所等领域。活动建立了全覆盖、最真实
的整改闭环机制：一方面，明确活动中所填
隐患视同企业自查自纠，不作为行政处罚
依据，消除了企业的上报顾虑；另一方面，
严格保护提交人身份信息，激发了员工的
填报热情。这些保障措施，加上清晰的流

程和激励机制，确保了上报隐患得到责任单
位的积极响应并实现了100%整改，真正将
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成效显著，群防格局初显。此次“安全
隐患随手拍”活动的成功实践，是通州区安
全治理模式创新的生动体现。5144条来自
基层一线的真实隐患数据，远超传统监管覆
盖面，有效弥补了监管盲区；参与者查找、上
报隐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安全教
育和实践，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政府
引导、企业主责、员工参与的“群防群治”共
治共享机制初步形成；将移动互联网、正向
激励与隐患治理相结合，创新了监管服务方
式，提升了监管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了群众路线在
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强大生命力。该部门将
认真总结经验，持续优化平台功能与流程，
探索将“随手拍”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并进
一步深化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不断夯实安
全生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共治根基，为通州
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全国高校数字化优秀案例公布

江苏商院一案例入选

本报讯（记者高阳）记者昨日从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获悉，该校电子与
信息学院辅导员晋童等教师研发的
《AI+思政：多模态AI赋能思政育人
创新实践》案例成功入选中国高校数
字化优秀案例，为江苏高职院校中唯
一入选案例。

本次案例征集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指导，旨在展
示高校数字化建设的创新进展，分
享可推广的先进经验。经过严格评
审，从全国高校数百个申报案例中
评选出 33 个优秀案例。入选优秀
案例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等。

晋童团队研发的案例开创性地构
建了“AI+思政”协同育人新体系，通
过整合AI智能体交互、AIGC内容生
成、数字人虚拟教师等前沿技术，打造
了“全时段响应—个性化推送—沉浸
式互动”的智慧思政教育新模式。该
方案不仅实现了思政教育资源的智能
化配置与精准化供给，更通过技术创
新有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实
效性，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工作
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实践样板。

昨日，“戎耀丹青·崇川兵心”退役军人书画展在市文
艺之家美术馆开幕，现场60余幅作品充分展示了广大退
役军人的精神风貌与艺术才华。据悉展览将持续至本月
20日。 赵国庆摄

通州“安全隐患随手拍”吸引5144人次参与

安全治理注入强劲群众力量

昨日，小学生在“村史馆”里参观了解老物件。暑假期间，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组织部分小学生开展“走进村史馆 感受家国情”文明实
践活动，小学生们通过听讲解、参观生活老物件、农用老器具、老式家具等形式，了解农耕文化，感受家乡巨变。 翟慧勇摄

崇川用“15分钟阅读圈”重新定义城市空间功能——

加速构建全民“悦”读新生态

南通雷锋车队开展志愿服务

给一线劳动者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昨日，南通
市崇德学雷锋公益服务中心启动为高
温下的劳动者送清凉活动，为环卫工
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一线劳动者
送去清凉与关怀。

清晨6点，雷锋车队志愿者们提
前准备好冰镇矿泉水、清凉油、藿香正
气水等防暑物资，并分装成“清凉礼
包”，他们沿着城市主干道、建筑工地、
快递站点等户外劳动者集中的区域，
为他们送去一份份“清凉心意”。

“师傅，天气热，喝点水休息一下
吧！”在市区的世纪大道路旁，志愿者
张建安将冰水递给正在清扫作业的工
人。工人们接过水，擦了擦额头的汗
水，连声道谢。

雷锋车队不仅提供物资，还利用
车辆优势，打造“移动清凉站”。车队
成员在车上备足冷饮、防暑药品，遇到
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随时停车送上关
怀。外卖小哥小李说：“有时候跑单太
忙，顾不上买水，雷锋车队的师傅们看
到我们就会主动递水，真的很暖心。”

此外，车队在“心”城雷锋驿站固
定点位设立了“清凉侠公益补给站”，
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取用。

“送清凉不是一时的活动，而是我
们长期坚持的公益行动。只要高温持
续，我们的服务就不会停。”车队队长
金桂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