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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2016年是建党 95周年、“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巩固和扩大阶段性改革

成果的重要一年。昨天下午，浦东新区区级机关党工

委召开2016年党的工作会议，进一步提高机关党建工

作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努力为浦东“二次创业”提供

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会议指出，2016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准确把握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突出理论学习重点、优化理

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进一步坚定机关党

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党章和党的最新理

论成果，加强理论武装。以“两学一做”（即学党章党

规，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

教育活动为抓手，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建设，狠抓理想

信念教育，强化机关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宗旨意识

和看齐意识。

会议强调，服务中心、建设队伍，是新时期机关党

建的根本职责和核心任务。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注重

把握好机关党建工作定位，把机关党建工作与部门职

能、业务工作等紧密结合，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目标。比如，

要聚焦自贸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

动”，结合自贸试验区“走千家企业，听万条意见”活

动，着力开展“我是共产党员·自贸试验区建设先锋行

动”，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争当改革创新先锋、高效

执行先锋和服务保障先锋。

下一步，全区将着力加强自贸试验区机关党组织建

设，将自贸试验区陆家嘴、金桥、张江、世博等片区管理局

机关党总支统一升格为机关党委，提升党组织能级，提高

保障能力。

■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1月19日下午，沪东中华造船

厂的车间里面，身穿浅灰色工作

服、站在工作台前的张冬伟，看上

去与其他工人并无太大区别。只

有车间里的几个宣传板，介绍着他

的特别：LNG（液化天然气）船焊接

骨干、高级技工、2015年中央电视

台《大国工匠》系列节目 8位主角

之一。

有着众多头衔的张冬伟，是个

“80后”。1981年 12月出生的他，

1998年进入沪东技校电焊班学习，

3年后学成，成为了沪东中华造船

厂的一名员工。一进厂，他就被派

到造船厂最年轻的焊接高级技师、

全国技术能手和央企劳动模范秦

毅门下，拜师学艺。

当年，秦毅根据厂里的要求，

组建了电焊方面的“青年突击

组”，张冬伟凭借优秀表现成为其

中一员。凡有什么难点工作，秦

毅都会安排给张冬伟。2005年，

张冬伟被选为沪东中华造船厂

LNG 船焊接培训的首批 16 名骨

干之一。

LNG船是国际上公认的高技

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船

舶，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其建造技术以往只有欧美和

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船厂掌

握。秦毅是中国获得LNG船殷瓦

焊接G证证书的第一人，也是当

时LNG船焊接培训的总教练。为

了尽快掌握 LNG船焊接技术，张

冬伟把师傅秦毅作为榜样，跟在

师傅身边仔细观察和学习，连最

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张冬伟成功通过国际专利公司

GTT的严格考核，成为了全中国

16 个掌握这项焊接技术的工人

之一。

LNG 船液货舱围护系统是

LNG船的核心，其焊接是建造的

重中之重。该围护系统大量采用

了厚度仅为 0.7毫米的殷瓦钢板，

殷瓦焊接犹如在钢板上“绣花”，

需要焊接工人将一块块薄如纸的

殷瓦钢板，像缝衣服一样，一块块

连接起来。这需要极其精湛的技

艺和超出常人的耐心——3.5米的

长度，走路可能只需几秒钟，但焊

完同样长度的焊缝，却需要整整5
个小时。“并且殷瓦钢板下面垫的

就是木头，一旦操作不好，焊穿

了，木头就会着火。”张冬伟说。

而一条 LNG船，殷瓦焊接总

长达 130 公里，虽然 90%是自动

焊，但还有 13公里特殊位置的焊

缝，需要焊工手工完成，如果焊缝

上出现哪怕一个针眼大小的漏

点，就有可能造成整船的天然气

泄露，造成致命后果。

从事殷瓦焊接 10年，张冬伟

从当初的小学徒，成长为造船厂的

技术骨干人才。2008年，30岁不

到的他就成为了围护系统车间电

焊二组班组长。张冬伟平时还十

分注意总结经验，先后参与编写了

多本专业指导书。同时，他还通过

带教的形式，带出了 30余名熟练

掌握多种焊接类型的复合型殷瓦

焊工。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无论是餐桌上的烤麸、素鸡还是早点

摊上的“四大金刚”，上海市民的生活早已

与“清美”品牌密不可分。坐落于浦东新

区宣桥镇三灶工业园区的上海清美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旗下有豆制

品、面制品等30多个系列的500多款产品，

覆盖上海市民餐桌的方方面面。作为国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清美拥有国

内领先的豆制品、面制品生产技术。自

2011年开始，清美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早

餐领域，为上海市民提供包子馒头、豆浆

油条、烘焙面包等早餐食品，被上海市政

府评为“早餐工程”先进单位。

全程冷链确保新鲜

清美通过中央工厂、冷链配送、连锁

服务三大体系，有效保证了食品的卫生、

质量、口感。所谓中央工厂，是指产品从

采购到加工、配送，全部实行统一的标准

化生产，科学保障市民餐桌的安全。清美

公司董事长沈建华介绍，清美刚成立的时

候，生产豆腐都是学徒按照老师傅的口述

经验操作。如今，清美的生产线已全部使

用自动化设备，进行标准化生产。比如

做包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管道放馅料，一

个管道放面粉，包子的调料也都有严格的

比例配置，甚至每一份馅料几点开始搅

拌，几点结束也都有记录。所以清美生产

的每一个包子都大小统一，品质稳定。

沈建华告诉记者，“从工厂到市场”的

全程冷链是清美确保产品新鲜、安全的重

要原因。此外，公司还实行了对物流的

GPS全程远程监控，可以实时掌控配送路

线、配送时间、车内温度等重要环节，保证

每天配送的产品新鲜、安全。

拥有200多项专利

作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清美已拥

有 200多项专利。无网技术、盐卤技术等

豆制品生产领域的最新工艺，都是清美首

创。以无网技术为例，早前生产豆浆时，

都是采用纱网过滤掉豆渣，但是处理效果

并不理想。清美引入德国阿法拉伐技术

后，用高速旋转的机器代替过滤网过滤豆

渣，大大减少豆渣残留。

沈建华表示，通过全自动的标准化生

产后，工厂产能大大提高，人力成本和能

耗却大大减少。早前，清美共有工人 3000

名，每天生产50吨豆制品。现在工人数量

减到 1000名，每天的产能却有 500吨豆制

品和100吨面制品。

食品质量和卫生永远是食品企业首要

关注的重点。清美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设备改

造。公司引进日本领先的豆制品成套生产

线和瑞典利乐无菌冷灌装设备，使豆制品

保质期更长，营养价值也进一步提升。同

时，清美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甄选、审查、

检测及淘汰的机制和流程，权威第三方实

验室对大豆、肉类、面粉、蔬菜、酱油等生产

过程中用到的原料和辅料进行质量安全检

测，生产过程中还设有50多个检查点进行

现场检查抽样。

从上海扩至长三角

早前，清美主要在上海本地经营，都

是采取自建门店形式，未曾吸收经销商

加盟。自去年 10 月 1 日起，清美正式推

出经销商系统，努力将品牌影响力扩大

到整个长三角地区。沈建华表示，计划

在未来一年里，在 500 公里范围内，实现

对 207个县市的布点，争取在每个县发展

一个经销商。

近年来，苏浙等地大力整治豆制品加

工小作坊，长三角地区的豆制品市场出现

商机。清美此次进军长三角，正是抓住了

绝佳时机。沈建华表示，清美有能力每天

为长三角的4000多家专柜、3000多家专卖

店供货。

未来，清美的物流团队将在每天下午

1时准时出发，前往各地的加盟店。在晚

上8时前完成各加盟店的配货工作。次日

上午 7时，消费者可以同时在外地的加盟

店和上海本地的直营店买到最新鲜的清

美食品。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污泥也能变建材？记者日前从浦

东新区环保市容局了解到，浦东正试点

通沟污泥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

理，发掘通沟污泥回收再利用的资源价

值。其中，高科中路 600号高科 2号污

水泵站为首个通沟污泥创新处置试点

项目。目前，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正编

制通沟污泥处置规划，计划于“十三五”

期间按规划再建设两三处通沟污泥处

置点。

在高科中路600号，该通沟污泥创新

处置项目采用世界先进的固体分类、固

液分离技术，原始污泥通过洗涤转鼓、洗

砂装置充分冲洗后分离成直径大于10毫
米的粗物质和直径为0.2毫米-10毫米的

细砂。其中，粗物质通过垃圾车送入垃

圾填埋场处理；细砂则可以回收利用，作

为房屋建筑、道路路基的材料，实现变废

为宝。同时，洗涤后的污水通过高科2号
污水泵站排入市政污水总管，进入白龙

港污水处理厂进行专业处理，污泥中的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得到妥善处置，防

止对土壤造成污染。

相关人士介绍，通沟污泥是雨、污

水管道排水管道日常养护中疏通清捞

出的沉积物。雨、污水管道中的通沟污

泥如不及时清捞，将堵塞管道，一方面

会影响雨水管道的防汛功能，造成排水

不畅，极易引发防汛险情；另一方面会

影响污水管道的输送功能，造成排污不

畅，容易引发污水冒溢。

目前本市排水管道中清捞上来的

通沟污泥，大部分通过污泥运输车、污

泥拖斗车运至污泥码头等污泥中转场

地临时存储，最后大部分送往垃圾填埋

场或砖厂取土坑填埋，少部分直接委托

环卫车辆外运处置或与渣土混合外运

处置，这两种传统处理方式都不可避免

地给环境带来一定影响。

经过前期一系列调研、勘察，综合分

析区域产泥量、运输距离、与居民区的间

距等因素，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最终确

定在高科中路 600号高科 2号污水泵站

内试点通沟污泥创新处置。目前，该泵

站每天可有效处理通沟污泥十几吨，为

新区北部的陆家嘴、金桥、三林、张江等

区域的通沟污泥处置提供“出路”。

未来，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将全面

推动全区通沟污泥无害化处置，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再规划建设两三处通沟

污泥处置点。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建设环人民广场演艺活

力区，东方艺术中心则成为其布局浦东的第一个剧

院。1月 21日，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与黄浦区

签署共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仪式上，东方艺术中心获颁首批“地方戏曲展演

中心”铭牌，成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的首家浦东

演出单位。

环人民广场地区曾被誉为上海的“戏码头”，演艺

文化深厚，市场活力充沛。截至 2015年底，环人民广

场演艺活力区内运营的剧场和展演空间有近20个，演

出总场次约2300场，累计票房收入约3亿元。其中，仅

东艺一家 去年演出就达 655场，观众 63万人次，演出

收入7000余万元。根据规划，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

将以票房为纽带，增加剧场之间的合作互动，打造戏

曲、音乐剧、室内外音乐会演出高地。

“东艺与天蟾舞台成为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首

批‘地方戏曲展演中心’，将一同肩负起打造戏曲演出

高地的职能。”东艺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08年起，每

年春季东艺都会举行“东方名家名剧月”。作为国内

首个成规模定期举办的民族戏曲展演活动，“东方名

家名剧月”始终以“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

观众”为宗旨，迄今已举办八届，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12个省市（包括台湾）的表演院团，演出了20个剧种的

104台144场演出，东艺已成为浦江两岸戏迷的集聚地

之一。

猴，象征着聪慧、吉祥，日前，上海国金中心推出以“百猴贺岁迎新春”为主题的豪华新年装饰及推广活动。逾百只
福猴聚集在商场的一楼中庭和星光大道，活灵活现，渲染出浓浓的新年氛围。图为喜气洋洋的国金中心。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人物简介：
张冬伟，男，沪东中华

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总装
二部围护系统车间电焊二
组班组长。进厂 10余年，
成长为高级技师、工厂骨
干，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中央企业职业技能大赛焊
工比赛铜奖等荣誉。

在钢板上“绣花”的“大国工匠”
——记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电焊能手张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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