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王民对“登顶珠峰”
有一种执念：从制定战略，到给员
工开会，“登顶珠峰”已是他的“口
头禅”。王民日前在接受中新社记
者采访时说：“我们已打入世界前
四、进入‘半决赛’，下步就要‘珠
峰登顶’。预计到 2035 年，就是
华山论剑、和世界最高手一决高下
的时刻。”他眼中有期待：“我喜
欢这种对决。”
　　走进总部位于江苏徐州的徐
工，就像走进了规模庞大、种类齐
全的机械仓库，场面蔚为壮观。世
界第一的 4000 吨级履带式起重机、
1600 吨全地面起重机、被称为“神
州第一挖”的 700 吨矿用挖掘机……
100 多项国产首台套重大装备在这
里产生。
　　徐工源起于八路军鲁南第八兵
工厂，已有 77 年历史。上世纪 60
年代，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起重机、
第一台压路机都诞生于此。1989 年
徐工集团成立后，连续 31 年长坐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把交椅”，
目前年营收额超千亿元（人民币，
下同），跻身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第
四位。
　　“掌舵人”王民今年 66 岁。

他 18 岁进入徐工，工作 48 年，经
历过企业的起起落落。
　　1999 年， 徐 州 市 委 常 委 会 多
次研究徐工下属企业的破产问题。
2000 年，46 岁的王民就任徐工集团
一把手。他记得，接手最困难时，
甚至有人出歪点子：“快发行 B 股，
能得 2 个亿，花掉就散伙！”
　　对此，王民嗤之以鼻，大刀阔
斧改革，一路带领企业挺过 2000 年
到 2003 年的改革脱困阵痛期，抓住
2003 年到 2012 年行业黄金机遇期，
克服 2012 年到 2016 年行业断崖式
下滑期。全员努力下，这家曾濒临
破产的老国企脱胎换骨，成为打入
第一阵营的世界级强手。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机械工程行业遭受冲击。王民告
诉中新社记者，面对疫情，徐工打
响抗疫复工战、资源保卫战、出口
攻坚战“三大战役”，实现逆势上扬：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主营收入大
幅增长，产量、销量均实现同比增
长 30% 以上，创历史纪录。
　　眼下，徐工以全新面目，登上
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的舞台。
　　混改带来了新机制。9 月，徐
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 3 家国
有控股企业签订总额为 54 亿元的

股权转让协议，徐工集团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与 12 家战略投资者和员
工持股平台签订总额为 156.56 亿元
的增资协议。这成为 2020 年中国
混改第一大单，也是近三年来中国
装备制造业混改的第一大单。
　　混改意味着将员工、投资者利
益与企业发展命运牢牢绑在一起，
此举被王民视为“登顶珠峰”极其
关键的一步。“过去是在‘平地’
上搞重组，现在是在‘峰顶’上搞
重组，难度之大不言而喻。混改将
为传统老牌企业注入机制的活力，
以上下同心，保持这艘‘巨舰’稳健、
可持续地航行。”
　　新技术提供了续航力。中新社
记者走访参观了徐工的数字化车
间、智能生产线、超大设备模块
组装工序。在这里，排成阵列的巨
型机械手臂上下摆动，火花四溅。
产线负责人介绍，围绕起重机三大
构件、核心零部件的 9 条智能生产
线已全线开工，生产能力将再提升
25% 以上。
　　面对快速变化、竞争激烈的市
场环境，王民认为要交“洋朋友”，
建“同盟军”，闯“五洲路”。
　　一方面，疫情延后而不是消灭
了需求，随着国家新基建等大项目

陆续上马，机械工程行业面临重大
机遇。另一方面，企业再大，也不
能包打天下，必须携手全球 3000 余
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商、经销商，
结同盟，共进退。
　　“‘登顶珠峰’的路上，有很

多拦路虎、绊脚石，还有人到半山
路更陡的险境。”王民对中新社记
者说，坦白讲，经历过风风雨雨，
现在“登顶”目标更明确、信心更
足了。

（朱晓颖 朱志庚 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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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前景可期、大有可为，
西楚大地追赶跨越的势头勇不可
挡，我们期待与大家继续携手并进，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再创一个‘黄金十年’。”9 月 28
日上午，第十届中国·宿迁绿色产
业洽谈会（以下简称“绿洽会”）
开幕。宿迁市委书记张爱军在开幕
致辞时表示，宿迁“绿洽会”已走
过不平凡的十年发展历程，如今的
“绿洽会”已经成为宿迁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的经贸盛会，成为宿迁全
面深化对外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金
字招牌”。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翘
楚、专家学者、商界精英，相聚于
美丽的骆马湖畔，共谋发展。据悉，
共有 76 个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
1390 亿元，其中，百亿级项目 2 个、
5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
　　据了解，自“绿洽会”举办十
年来，宿迁的综合实力实现了持续
向好的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分别突破 3000 亿、
210亿，十年时间分别增长1.9倍、1.4
倍，总量均位居全国地级市百强行
列。城镇化率从 48% 提高到 61%，
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65 平方公
里 拓 展 到 100 平 方 公 里， 在 2019
年度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
跻身第一等次。
　　张爱军介绍，十年来，宿迁的
开放合作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跨越，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各地朋友，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阔、合作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近年来，宿迁积极参与国
际合作，乘“一带一路”东风，与
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
的 9 座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我
们对外贸易额增长 1.8 倍，成功获
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主动开展
区域合作，与苏州共建 6 个南北共
建园区，在上海建设协同创新基地，
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区
域自由快速流动；携手企业密切合
作，全市规上企业中外来投资占比
近六成。”

　　“宿迁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为再创‘黄金十年’提供了有力保
障。”张爱军称，亲商、爱商，安商、
富商是宿迁的优良传统，宿迁将始
终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头版头条，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五
最五优”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
　　活动当天，还公布了“绿洽十
年投资宿迁优秀企业”获奖名单，
并进行了颁奖仪式。下午，客商代
表分批次考察了骆马湖沙滩公园、
三台上森林公园、项王故里景区及
洋河酒厂。（刘林）

　　如何利用信息化种植高品质、
高收益水果，如何依托信息化平台
打造特色乡村经济？由江苏省工业
与信息化厅、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
主办，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称“常信院”）承办的“2020 年
江苏省农民用网推广活动”在盐城
大丰、泰州泰兴以及常州地区顺利
开展。
　　从 8 月 18 日开始，常信院继
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李雪平、校团委
副书记施艳青、软件与大数据学院
副院长张卫东和讲师团成员先后赴
大丰、泰兴开展理论培训讲座。讲
座主要围绕“大数据时代如何依托
信息化平台打造特色乡村经济”“安
全使用互联网”等主题展开。同时，
学校还授牌大丰、泰兴两地为“江
苏省农民用网推广”培训基地。
　　为进一步深化前期的理论培
训，帮助学员们提高实践应用技
能，从 8 月 27 日开始，大丰、泰
兴的 20 余位学员来到常信院信息
产业园、嘉泽花海 e 站、洛阳特色
果品科技生态示范园等地实地参观

学习。
　　在嘉泽花海 e 站，总经理曾林
海向学员们详细介绍了花海 e 站是
如何运用电商平台，带领村民销售
花木，共同致富；在洛阳特色果品
科技示范园，学员们参观了“谈先
生的农场”，聆听了谈剑波总经理
对于农民如何利用信息化种植高品
质、高收益水果的分享。通过此次
实地教学，学员们对于信息化平台
的使用有了更为直观的体验和学习。
　　今年是常信院开展农民用网推
广活动的第 8 年，校友企业迪博新
网络科技也参与到农民用网推广
中，通过“云扶持”的形式，对接
兴化圆满绿色生鲜完成微信端小程
序制作。此外，学校还积极组织学
生结合暑期返乡个人社会实践活
动，由常信院软件与大数据学院牵
头组建了 200 余人的农民用网推广
活动实践服务团，以“云宣讲”“云
组队”的方式在家乡居民中开展网
络安全使用微宣讲以及智慧农业线
上培训，并同步累计完成调研问卷
1100 余份。（陈淼 郑政）

　　“环境好了，住得舒心。”“年轻
人们回来的也‘勤快’，村子里有活
力。”“地上这么干净，村民们也都
不好意思再乱丢垃圾。”……近日，
记者在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的蒋
巷社区采访时，听到村民们对“村容
村貌”的评价颇多，干净的村道、美
丽的滨水休憩区、整齐的屋舍等组成
的美丽乡村画卷，让人们对这个位于
无锡西北部的花园社区赞不绝口。
　　蒋巷社区北接沪宁高速公路出
入口，南邻沪宁城铁惠山站，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社区被蒋巷路分成东
西两部分，西蒋巷、南冯、朱巷三个
自然村地处蒋巷路西边，面积有近
300 亩。
　　“现在你看村里挺美的吧，走在
亭台楼阁中，是不是还有点在公园游
玩的感觉？”蒋巷社区书记孙红星告
诉记者，几年前的蒋巷，可不是现在
这般“模样”。
　　孙红星介绍，在蒋巷路西边的
几个自然村年代久远，区域内共有洋
房式住宅 88 户，兵营式住宅 235 户，
建筑密度大，地形也比较复杂，常住
人口 1200 多人，本地与外地户籍居

民比例约为 1:2。
　　“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提高，汽
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原来的道路由
于缺乏总体规划，入户道路没有全
面硬化，外加一些居民私自占用公共
道路，车辆通行困难成为焦点问题；
部分居民习惯将一些建筑材料、生
产生活器具就近杂乱堆放，居住环
境显得‘乱’‘杂’。”孙红星说，水
质污染、电线混乱以及居民生活用
气不方便等问题，曾一度“困扰”着
该区域村民们。
　　面对这样“历史遗留”问题，蒋
巷社区居委会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
为导向，结合村庄实际情况编制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方案》，并根据
各自然村的区位条件、自然生态、人
文环境等要素，为每个村庄打造了“一
村一景”的规划设计。
　　2018 年，以“江南园林”为设计
理念的村庄规划正式出炉；2019 年，
通过小中见大、借景、框景、对景等
园林手法加以构思，打造“园中园”
宜居景观环境；2020 年上半年，运用
了园林经典设计手法，完成了“步移
景异、鸟语花香”的花园社区建设……

　　蒋巷社区副书记邓江海介绍，
在这一过程中，社区还对公共设施、
道路、污水管网、电力和通信线路建
设、河道整治、居民用气进行了统一
规划设计。“近年来，我们累计投资
千余万元完成了辖区内人居环境提
升，使社区布局形态有效优化，特色
优势全面彰显，居民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断提高，2019 年，我们还获评江
苏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示范村
和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走在蒋巷社区的几个自然村中，
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休闲”“整洁”“赏
心悦目”，在村庄的主干道两旁的房
屋墙上，手绘的“江南水乡风光”更
突出了此间独特的村居风貌和传统
的风土人情；景观河道、水榭亭台等
“硬件”，则再现了“小桥流水人家”
的江南水乡韵味。
　　“以前村里都是老人‘留守’，
现在一到周末、节假日，年轻人都喜
欢回来转转，村里环境好了，人们住
在村里，就好像住在景区里一样。”
在村里滨水休憩区，几位老人正在
下象棋，他们说，如今的村里比以前
“有活力”。（孙权）

　　“观众听完讲解后，记住一张
照片、一个名字、一个词，哪怕记
住一个数字，都让我觉得所做的事
有意义。”10 月 11 日，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来自美国、韩国、伊朗、巴基斯坦
等 17 个国家的 73 名紫金草国际志
愿者领到了“上岗证”。作为志愿
者“前辈”的韩国女孩姜哈娜现场
分享了经验。
　　1939 年，日军反战人士山口诚
太郎把南京紫金山下的二月兰带回
日本栽种，取名“紫金草”，作为
对战争的反省和对和平的祈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是南京重要的历史纪念地，
每年都会接待大批外国参观者。为
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从
1994 年起，纪念馆组建了一支国际
志愿者队伍，并以“紫金草”为名，
继承山口诚太郎传递和平的愿望。
　　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看来：“这
些国际志愿者像和平的‘种子’，
不管在纪念馆里，还是在世界各地，
都传递着和平的理念。”
　　“第一次被邀请来纪念馆参加

国际志愿者文化沙龙活动，让我想
起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西蒙 ? 维森
塔尔曾说，当有人能够记住时，希
望就依然存在。”刚领到“上岗证”
的河海大学外籍教师乔纳森表示，
纪念馆是对未来的一个警醒，无论
这段记忆多么痛苦或悲伤，都是不
能忘记的教训。“这也是我想要成
为国际志愿者的原因，我将永远不
会忘记这段经历和这座美丽城市曾
经历经的苦难和沧桑。”
　　“参观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陈列馆时，我一个人站在寂静的走
廊上，感到深深的恐怖。我突然醒
悟，这里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慰安
所’啊！参观结束后，我告诉自己，
如果不去面对历史，那就永远不会
认识历史。”在南京居住了八年的
姜哈娜觉得必须做点事，便成为了
一名国际志愿者，为韩国参观者讲
解和介绍。“有一位韩国中学教师，
听完讲解后哭着抱住了我，那一刻
我永远也忘不了。”
　　“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好
的我，让我更深刻地理解‘和平’的
意义。”刚满 25 岁的姜哈娜说。（申冉）

   世界舞台“新徐工”：
华山论剑峥嵘在 珠峰登顶会有时

       10 月
8 日， 江
苏省徐州
市， 徐 工
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
长、 党 委
书记王民
在生产车
间。（ 朱
志庚 摄）

江苏宿迁“绿洽会”揽资1390亿元
市委书记誓言再创“黄金十年”

“绿洽会”上，众多参会者参观展馆。（刘林 摄）

常信院培训农民利用
信息化平台发展特色乡村经济

南京紫金草志愿者：
传递“和平之声”的国际使者

  无锡蒋巷扮靓“颜值” 
投资千余万元打造花园社区

　　10 月12日，古都南京天气晴好，碧空云卷云舒 ( 无人机拍摄 ) 。  （泱波 摄）

秋高气爽“通透”南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