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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君

清晨8点还不到，在五星街道汤
家村委的一间办公室内，已经有不少
拿着病历的居民等在这里，为的就是
让82岁的老中医蒋建忠为自己把一
把脉。

“我是第二次来这了，上次来是因
为胃不舒服，蒋医生让我去医院做个
胃镜检查，结果是糜烂性胃炎，这次来
想听听他有没有什么养生保健方面的
建议。”68岁的汤家村村民周女士告
诉记者，她的睡眠不是很好，一直找不
到原因，第一次来后，蒋医生判断可能
是肠胃道原因，这才引起了她的重视。

家住新北区的钱先生是跟着朋友慕
名而来咨询的。“蒋医生真的很厉害，帮
我一把脉，就知道我平时吃得太咸，运动
不够，容易中风。”钱先生说，蒋医生当时
给他一套养生保健方面的建议，两个人
整整聊了近半个小时。

蒋建忠退休前是北港卫生院（现北
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全科医
生。“我是五星街道宣庄村人，现在就住
在汤家村委对面。”蒋建忠说，他退休后
一直参加各种免费养生资讯活动。3年
多前，他到汤家村委得知，现在村里居住
的新市民和留下来的老人特别多，由于
种种原因，他们常常即使生病也不去医
院治疗。为此，他主动向村委提出，愿意

免费来村里为大家把把脉，提供养生保
健方面的咨询，且分文不收。

“你看，这是我岳父的记事本，上面
都是每位病人的病情，这样的本子他已
经记满了10多本了。”经常护送蒋建忠
来村委做公益的女婿告诉记者，无论严
寒酷暑，这3年多来，只要身体允许，已
是耄耋老人的蒋建忠，每周二都风雨无
阻来给村民把脉。为此，村委特意为他
开了一间“门诊”室，里面挂满了村民送
的锦旗。

“冬天是养身保健的季节，来的人特
别多，有时候要从早上八点多看到下午
两三点。”蒋建忠说，虽然忙起来有点累，
但看到那些本来不愿去医院的老人、外

地新市民，在他的劝说下去医院做了详
细的检查，听取他的养身保健建议及早
控制住了病情，他就觉得付出特别值得。

“真的特别感谢蒋老，他是一位高龄
老人，还有一颗做公益的心。”汤家村委党
委书记谈建荣告诉记者，冬天天太冷，有
时他也会劝蒋老不要来了，但是他还是坚
持来村委。事实上，每周二上午，等着他
来的村民，常常是挤满了房间。3年来，他
免费提供养生保健咨询达数千人次。让
记者更感动的是，得知要接受采访，本来
每天8点半开始咨询的蒋老，特意提早到
8点不到就来了村委，为的就是不耽误大
家看病的时间。他说：“只要身体还行，我
就会一直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82岁老中医为村民热心把脉3年

本报讯（田雨婷） 5月 16日，青
海省海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琰
带队来钟楼考察。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陈翔，区领导沈东、祝涵杰陪同
考察。

常州微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专注
于以工业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助
力工业企业快速实现数智化转型升
级。张琰说，海东市将继续坚持党建
引领，强化人才服务阵地建设，健全人
才服务平台，建立功能齐全、运转高效、

服务便捷的人才服务体系，切实把学习
考察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推动海东
人才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在北港街道梧桐苑社区，张琰表
示，梧桐苑社区先进的经验做法值得
海东市学习借鉴，海东市要以此次考
察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基层社区治理
新路径，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打造
自身特色亮点，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持
续推动海东市基层党建各项工作高质
量发展。

海东市委组织部来钟楼考察

本报讯（薛原）近日，钟楼区区域
医疗集团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开发区
医疗集团召开。座谈会上，四大区域
医疗集团（邹区、开发区、城中、老城
厢）从运营管理、人员梯队、专科建设
等方面汇报了医疗集团组建以来的工
作开展情况。就如何以“外引内联、错
位发展”破题起势，卫健局班子分别从
资源整合、业财融合、绩效聚合、服务
耦合四个方面，梳理总结出整合型区
域医疗集团的建设路径。

会议对区域医疗集团提速竞跑姿
态表示肯定，利于凝聚各方力量的资
源引流，予全力支持；利于高质量发展
事业的政策，将全力保障；利于群众可
近可亲的服务感受，要全力落实。会
议强调，抢滩布阵新质赛道，必须以

“变”为切入点涌流新思路，以“新”为
突破点激活强引擎，以“通”为关键点
拿出硬举措，以“质”为着力点成势良
好局面，提升钟楼卫生健康在高质量
发展竞争中的分量。

区领导调研区域医疗集团

本报讯（孙晓波 王淑君）5月20
日，五星街道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现场集中签约产业项目6个，
总投资2.06亿元，涉及智能制造、新
能源、医疗健康、酒店餐饮等多个领
域，为五星街道优化产业体系、推动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现场，中科摩通总部基地项目、德
天餐饮常州旗舰店项目、建科股份新
能源检测项目、亚朵酒店白云新城店
项目、中欧（钟楼）数字经济产业园医
疗AI诊断项目和小红帽咖啡常州首
店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本次集中签
约是五星“抓项目、扩投资”成果的集
中展示；是对内升级提档、对外购买优

质工业厂房资产的双向发力；是“走出
去、引进来”相结合，协同多方力量，推
动项目招引的同频共振；是完善业态
配置，留住城市“烟火气”，充分涵养

“幸福五星”的因地制宜。
今年以来，五星街道突出产业园

区、村级经济、运河文化等特色优势，
聚力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产业链条延补建强上谋划
项目，对接央企、国企等头部资源寻求
合作机会，提升“招推服”一体化质效，
落实党政领导挂钩联系制度，不断提
高投资完成率、新建项目开工率、续建
项目竣工率，以项目之“优”支撑高质
量发展。

五星街道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童华岗 谢梅婷 徐里煊）
记者从区数据局获悉，2024年一季
度，钟楼区新增市场主体2603户。其
中，新增各类企业839户；新设立个体
工商户1764户。

截至 2024 年 3月，全区登记在
册的市场主体共108384户，与去年
同 比 增 加 4290 户 ，同 比 增 长
4.12%。其中，各类企业 38024 家，
注册资本总额2470.13亿元；个体工

商户70298户，注册资本总额81.25
亿元。

在新设立企业839户中，增长率
处于前三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居民服
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住宿和餐饮服
务业，增长率分别为81.25%、62.5%、
44.44%，此外，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金
融业及其从属，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
大类企业设立登记数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较快。

一季度新增市场主体2603户

本报讯（王淑君 张鑫 严婷）“大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在三堡
街，我爱常州。”5月 15日—5月 17
日，“钟楼杯”全国相声新作品展演活
动成功举办，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也
受邀来到钟楼，沿着大运河实地打卡
三堡街旅游休闲街区、南市河、大庙弄
等老城厢景点，为常州钟楼点赞。

77岁的李金斗是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北京曲艺家协
会名誉主席，中华相声学会常务理事，
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他的作品
多次上过春晚，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漫步在三堡街，李金斗饶有兴趣地参
观三堡街的网红店铺，在三堡街网红

地标“常州”前打卡拍照，感受这里的
独特风情，并参观了位于运河五号创
意街区内的常州百年工商档案展示
馆，了解常州工业历史和三堡街的前
世今生。在南市河小剧场，李金斗不
仅与市民热情合影，并走入居民家
中。他还打卡了大庙弄的老城隍庙、
玉佩弄，了解这条街的历史与文化。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常州，多年
前我来过一次常州，常州真的越变越
好，这里十分宜居。”李金斗告诉记
者，在打卡老城厢景点后，他能感受
到这座城市散发的魅力，不仅文化底
蕴深厚，同时紧扣时代的脉搏，展现
了新的城市活力。

相声名家李金斗点赞钟楼

“这是蜣螂，如果提到它的别名你们一定会知道——它叫屎壳郎……”近日，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微距摄影艺术指导宋文渭带着近
100幅昆虫微距摄影作品走进五星幼儿园，为这里的孩子举办了一次“亲自然·爱
科学”林地情境教育活动。活动中，宋文渭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普及昆虫知识，
在幼儿园小树林里一起探索自然界中昆虫的秘密。 童华岗 王艳图文报道

连续六年，一场活动“风雅”老城厢商圈
□本报记者 童华岗
通 讯 员 朱丽雅 王咏春

“宋人大多提倡简朴，讲究典雅平
正、优雅简洁……”5月17日，2024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常州市主会场活
动暨第六届常州汉服嘉年华启动仪式
在南大街举行。当国风主题嘉年华与国
际博物馆日擦出火花，沉浸式宋代文人
聚会、宋画中的文人生活、繁华的宋风
市集等系列活动瞬间引爆常州老城厢。

从2019年至今，常州汉服嘉年华
步入第6个年头，已成为在国内汉服圈、
长三角古风古韵主题活动界享有一定
知名度的国风盛会。从文化传承到文
商旅融合，从青春留常到老城厢文旅产
业起势，一场主题活动“风雅”了整个老
城厢商圈，也助推着国风产业链的集
聚，有力带动了钟楼区乃至整个常州老
城厢经济的蓬勃发展。

罗衣裙裾飘飘，轻舞团扇遮面……
每年的常州汉服嘉年华上，随处可见身
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穿梭于明城
墙、篦箕巷，流连在绿树花丛中。伴随
新一代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追捧，汉服迎
来“井喷”时刻。小产业撬动大市场，汉
服热也催生了汉服经济。

“小姐姐的扇子再举高一些，头向右
边略偏一点……”在南市河常州打卡墙
边，皇家爱情摄影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
两个十八九岁年纪的女孩拍摄一组汉服
写真。摄影馆店长徐云告诉记者，作为
南大街的一家婚纱摄影馆，他们也蹭上
了老城厢汉服经济的热度，今年开始与
求阙文化艺术品展览馆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开发了国风摄影业务。“299元就可以
做一个汉服造型，外加提供2套不同风
格的汉服进行外景拍摄。”徐云说，业务
推出后预约还是相当火爆，因为南大街
作为常州老城厢，本身国风打卡点就多，
摄影馆又提供彩妆、汉服和拍摄等整套
服务，便利了有国风打卡需求的年轻人。

除了摄影、美妆等汉服周边业务，
汉服经济对文化企业的促进作用也非
常明显。其中，糊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就较具代表性。“我们团队里不乏汉服

爱好者，加上办公地点在南大街，所以
公司的发展也深受这些年汉服嘉年华
的影响。”糊兔文化负责人汪漾波介绍，
公司在从事商业经营的同时，会主动了
解大运河、南市河、西瀛里、篦箕巷等背
后的历史故事，作为活动策划的内容载
体，以深厚的内涵作为公司竞争力的强
大支撑，促进商业经营与文化传承相辅
相成。“我们已经承办了 2023 年和
2024年两届的汉服嘉年华，而且还开
辟了全新的发展赛道。”汪漾波说，公司
为相关企业和单位组织过多次汉服交
友联谊会，同时也为社区、综合体承办
过各种汉服手作活动、国风市集。

汉服经济其实是老情怀与新模式
的碰撞，是文化拉动消费的典型案例。
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姚素亚表示，街
道将深挖文化资源，提升文旅品质，推
动汉服嘉年华等活动品牌化运营，将历
史文化融入文旅消费新场景，打造文商
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空间，推动

“汉服+”文化产业破圈，为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新的动能，在“万亿之城”再出
发、打造新能源之都、赋能城市能级跃
升中，绘就老城厢“诗与远方”的新篇
章。 图片提供：钟萱 王锐

2019年的全国旅游日那天，在古
运河边的明城墙上，众多市民第一次目
睹了一场盛大的明制汉婚迎亲仪式，让
很多人惊艳不已。当天，来自常州各大
高校和周边城市的近400位汉服爱好
者齐聚现场，近400件颜色各异的汉服
让常州老城厢中心之地古韵盎然。从
那一年开始，南大街街道承办的常州汉
服嘉年华活动成为一种惯例，古韵国风
在这个百年街道再次扎根。

“最早接触汉服是在大学里，当时
因为看到一些汉服爱好者的照片，感
觉很美就心动了。”25岁的市民蒋妍
是一位资深的汉服爱好者，已经参加
过2次常州汉服嘉年华。她告诉记
者，其实大部分汉服爱好者都不是只
喜欢穿着漂亮衣服去打卡的年轻人，
而是通过汉服这种传统的汉民族服
饰，他们的兴趣会广泛分布到古代妆
容、古代饰物、古人生活等各种传统文
化上，由此了解我国古代的一些审美
和习俗，比如宋代的点茶等等，由此感
受文化底蕴。通过常州汉服嘉年华活
动，蒋妍又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汉
服爱好者，如今她微信里有四五个汉
服交流群，集聚了近千名汉服爱好者，
通过他们，蒋妍也在不断地学习、了解
与汉服有关各种传统文化。

于南大街街道而言，汉服早已融
入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基层治理之中。
无论是各个社区的活动，还是各种条
线的宣传，经常会出现汉服志愿者的
身影，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的相结合
也为传承华夏之美另辟了蹊径，南大
街的汉服爱好者因此也越来越多。江
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赵贤德表
示，汉服热的兴起体现了当代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汉服热潮
的兴起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播，事
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
和喜爱汉服，这也有助于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常
州市友协秘书长谢巍也认为，汉服嘉年
华进一步加深了在常外国友人对常州
文化的了解，既讲好了常州人文“老故
事”，又书写了常州建设新篇章，让更多
的外国友人体验到常州的新魅力，为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古代，汉服是一种特殊的礼仪服
饰，展现的是一种庄重和端庄的形象，
体现了古人对于“风雅”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汉服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
兴和传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
注和热爱汉服，他们穿着汉服参加各种
活动和节日，展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和自豪。同时，风雅的汉服文化也成
为当下时尚的社交方式，在老城厢文商
旅融合中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州古运河南大
街文化旅游区是全国唯一一个古运河穿
越城市中心的运河文化景区，也是常州
大运河文化带精华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区东起晋陵中路，西自怀德桥，南倚古
运河，北临延陵西路，涵盖篦箕巷、西瀛
门城墙、民元里、盛宣怀故居、崇法寺五
大片区，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于2011
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AAAA级旅游景
区。加上近年来修缮的盛宣怀故居、夏
家大院、南市河，风雅的国风景点在南大
街熠熠生辉，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前往
探寻历史、打卡文化。

今年是钟楼区加快文商旅融合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实施的第二年，今年的第
六届常州汉服嘉年华围绕“实体商业文
旅化，文旅商业生活化”，注入了更多的
文商旅融合元素。从人民公园的古风绣
球花季，到常州钟楼吾悦广场的西园雅
集、知宋讲堂，再到打卡常州古运河南大
街文化旅游区9家咖啡店的“啡”越宋代
研学之旅，市民们不仅能在商业实体感
受到风雅的宋代文化，更能在充满都市
生活气息的咖啡店、书店等文旅打卡地
游中学、游中品、游中购。今年，汉服嘉
年华主场所在地常州钟楼吾悦广场在活
动期间，客流量比上月增长9%。

区文体旅局局长陈佳告诉记者，活
化老城区，从商圈振兴开始。南大街通
过连续6年举办汉服嘉年华活动，在打
造常州钟楼吾悦广场等文商旅地标、构
建书式生活等国风主题消费载体、打造

“百名网红探百店”等本土精品项目、深
化小楠文商旅IP打造等多方面发力，以
文商旅融合赋能丰厚宜居内涵，推动老
城复兴样板区建设全面提速。

传承：探寻华夏之美

风起：汉服经济萌动

融合：“风雅”老城厢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