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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莫寓刚）“七七八
八搬得差不多了，年前就能搬回新家过
春节了！”2024年的最后一天，家住天
宁区县北新村19排的陈师傅正忙着在
新家中做着入住前的清扫。经过半年
多的改造，县北新村17排（栋）危房加
固改造工程已于 2024 年 12 月完工，
200多户住户陆续回迁入住“新房”。

走进陈师傅的“新家”，面积不大，
不到30个平方米，但被合理切分成了
多个房间，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一
应俱全。陈师傅告诉记者，他和他爱
人上世纪90年代搬来县北新村，住进
了 19 排这间屋子，这一住就是近 30
年。“毕竟时间久了，房子旧了，屋顶上
瓦都破了，天好的时候漏灰尘，下雨天

的时候漏水，挺糟心的。”
“是啊，没改造前，住着其实也有点

怕的，像隔壁陈师傅家漏雨是小问题了，
还有的人家墙体开裂了，有的木窗户烂
了，有的椽子腐烂断裂了……”陈师傅的
邻居周阿姨今年60多岁，在这平房里已
经住了40多年，她也正忙着打扫屋子，
准备着过了年搬回“新房”来住。她告诉
记者，这些平房都是武进县政府在上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资建造的，虽
然之前住户们也都自己“缝缝补补”，但
基本都已经成了破败不堪的危房，不太
适合继续居住。“你看现在，屋顶换成了
擦亮的新瓦，外墙也粉刷一新，门窗也都
帮我们全都换成了新的，这样的屋子住
着多舒服。”

据了解，县北新村这17排（栋）危房
加固改造工程由武进区和天宁区联合审
批实施。“此次改造，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是对房屋的结构进行了稳定和加固，确
保房屋的安全。”该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此次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浇筑嵌固地
圈梁和屋面加固圈梁、采用高延性纤维
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对内外墙进行粉刷
并更换安装钢屋架及琉璃瓦。同时，针
对进户电源线、电表、电箱等设施设备使
用年限长、存在严重老化等安全隐患问
题，按供电规范要求，对15排平房的15
只电表箱、141只电表、236只住户电箱
及电源线进行了提升改造，有效保障了
住户的用电安全。

由于改造的 17 排（栋）建筑中大部

分住户还在正常生活，如何保障住户的
正常生活秩序？

“我除了整理带走了一些随身物品，
家里的家具、大件物品都是项目组负责帮
我搬的。”提起改造的过程，家住15排的李
阿姨是赞不绝口，她告诉记者，2024年8
月改造开始后，项目组还帮她安排好了过
渡的住处，上个月她出去旅游了一趟，这
次回来发现，自家“新房”里家具、大件物
品都已经回迁摆放好了，让她实现了“拎
包即住”。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改
造开始前，项目组调剂整修了35间周转
过渡房，分批次过渡、改造、交付、回迁。
目前，200多户居民正在陆续回迁中。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对小区环境
和改造的房屋外墙进行主题美化。

县北新村17排（栋）危房加固改造工程完工

200多户居民搬回“新家”过新年

本报讯（倪灵菲 杨浩） 专业化
平台整合资源，个性化政策激发活
力，“管家式”服务助力创业……近年
来，天宁区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构建
政府、平台、企业等多方联动的创业
帮扶模式，一站式打造全链条创新创
业生态圈，多措并举助力初创企业茁
壮成长。

在雕庄街道，一座充满活力的创
业孵化基地——荟秀创客中心，正成
为初创企业的新家园。近日，江苏常
州凌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入驻该
中心，其5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设计合
理，设施完备，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
拎包即可办公的便捷环境。

“我们是一家文化创业公司，选择
这里不仅因为装修风格和轻松的工作
氛围，更看重了创客中心提供的优惠扶
持政策和周边完善的配套设施。”公司
负责人杨大玮表示，创客中心的办公环
境优于传统写字楼，且周边配套齐全，
包括泳池、健身房等，满足了年轻员工的
需求。

共享办公不仅提供了舒适的办公环
境，更是一个新型的资源整合分享平
台。中心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创业基
地”的新模式，自主创立了“赫尔墨斯”亿
元专项基金，为入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和全方位的发展助力。同时，中心还致
力于打造全链条科技创业孵化体系，为

创业者提供从项目孵化到市场拓展的全
方位服务。

据悉，荟秀创客中心于2024年6月
正式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约 6000 平
方米，设有10个不同面积的联合办公室
以及40个共享自由座。每个工位的月
租金为 500—600 元，且包含网络、水
电、保洁等费用。此外，中心还免费提供
会议室、洽谈区、电话亭、路演区等公共
共享空间，让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专
注于自己的事业。截至目前，该创客中
心已成功入驻28家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为创业者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让他们
能够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荟秀创客中

心总经理华小赞表示：“为了满足企业的
多样化需求，我们推出了‘产业基金+创
业基地’的模式，并计划陆续开设餐厅和
便利店等设施，让创业者在我们园区内
既能工作也能生活休闲。”

近年来，天宁区积极推动创业孵化
基地建设发展，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
创业指导、资金扶持等创业“一条龙”服
务，打造全链条创新创业孵化生态圈。
依托创业项目库、创业导师库平台资源，
对创业项目进行跟踪指导，并为入孵企
业提供代办代跑、创业咨询、免费培训、
线上沙龙等服务，通过服务叠加联动，进
一步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共用共享，释放
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天宁打造全链条创新创业生态圈

□凃贤平 张军

在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开幕的
“传承匠心 烙汇辉煌”2024常州烙画
精品展（暨2025常州烙画进京展技能
选拔赛）上，73 岁的万钧荣老人报送
的烙画《常乐之州》《八仙葫芦》在列。
他的作品受到了参观者的关注，不少
人纷纷拍照打卡。

万钧荣老人家住天宁区朝阳新村
一社区，从小喜欢画画和手工制作。
上世纪80年代，他尝试用电烙铁制作
烙画作品，开始成为一名手作人。在
他的工作室里的两面墙上，挂着的梅
兰竹菊四幅烙画作品，就是他制作的。

“20多年来，虽然自己的烙画已得
到一定的认可，但我还是感到有不足
之处，比如运笔有待精进。”2022年，万
钧荣经范遥青先生的介绍，认识了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烙画代表性传
承人张国良。张国良传授他如何运笔
和如何表现层次感更佳，并强调近景
要深、远景要减，颜色则需要靠烙笔尖
在材料上停留时间长短来掌握等。

在张国良的指点下，万钧荣的烙
画技艺更进一步。他设计并制作的烙

画《江南水镇》《秋山访友图》分别获
2023 第十四届“艺博杯”工艺美术精品
大奖赛金奖、铜奖。

他选择在葫芦上烙画：先在有着弧
度和曲线变化的葫芦上画制原稿，然
后用烙笔精心绘制，远山近水、风云龙
虎等各景物和形象跃然而起，仿佛有
了生命。现在，万钧荣的葫芦烙画远
近闻名，每次到工作室参观的人都是
交口称赞。

除了烙画，他还擅长錾刻，这是一项

传承了3000年的古老艺术。万钧荣錾刻
的基料主要是不锈钢。在工艺上，更加注
重以点带线，而非铜刻上的线条为主。他
用三角錾子进行錾刻，在光照下，不锈钢
的凹槽和平的部分因折射不同，不同的角
度亮度不同，形成了熠熠生辉的效果，可
谓光彩照人。“通常从构思到作画、錾刻，
一件作品要用时一星期。”万钧荣说。

除不锈钢外，万钧荣还用其他金属
材质制作作品，如合金铝材质的《蝶梦凝
香》，是在合金铝材料的背面敲击，形成

突出的线条，画面上，两只蝴蝶翩翩起
舞，牡丹花开得正艳，整个画面十分和谐
耐看。

2023 年开始，他在雕庄中学、太湖
湾劳动教育基地、常州博物馆、武进机关
幼儿园等地进行省级非遗常州烙画公益
教学，还积极参加在雕庄萃园、嘉泽花神
宫等处举行的非遗公益活动。“学习是无
止境的，我将继续加强手工创作，助力非
遗事业的传承，把烙画和錾刻工艺传承
到年轻一代人手中。”

73岁手作人万钧荣“烙”出“常乐之州”

本报讯（凃贤平 倪灵菲 刘国忠）
大块的羊肉，加上千张丝、大白菜，还
有葱花、香菜……一碗热乎乎的羊汤，
浓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2024年12
月26日下午1时，顺丰“快递小妹”张
爱珍在空闲时间走进红梅羊汤店，和
20多位同事一起喝羊汤。

自从做了“快递小妹”，她这几年
的午餐都是简餐，有的是干脆面，有的
仅需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可以。一碗
羊汤下肚，她身心俱暖。“味道可以，还
养胃。”

来自安徽的葛修玉已经做了8年
快递员工作，从“双十一”“双十二”到
元旦、春节前的年货促销，快递员们迎
来忙碌高峰，葛修玉每天要派送 250

件快递。“工作量比较大，相对来说比
平常要翻1—2倍，多的时候要翻到5
倍。今天，虽然是一碗羊汤，但感受到
了对我们的关爱、支持，更感受到了社
会对我们的认可和帮助。”

当天，是天宁区总工会开展的
“‘天工·惠’百碗羊汤暖‘新’人”首场
活动。为了方便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有时间的人可以
到 5 个羊汤店内现场喝羊汤，赶时间
的人可以选择打包带走，想自行安排
时间的人可以选择领取“羊汤券”。

据了解，从2024年12月26日开
始，天宁区总工会将为快递小哥、外卖
骑手、货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和
企业职工送出近千份热乎乎的羊汤。

寒冬里，
送上一碗热乎乎的羊汤

本报讯（曾琴）“社区的关爱让我
们在不幸中感受到幸福，感谢党和政
府的帮助……”近日，家住劳动中路
19 号小区的居民田阿姨请妹妹代自
己给同济桥社区送来一面锦旗。

田阿姨60多岁，因其与女儿均患
有精神、智力残疾，一家生计全靠丈夫
一人维持，生活十分拮据。多年前，社
区为这个家庭申办了低保和残疾人两
项补贴。

为给予田阿姨一家更多的关爱与
支持，社区联动志愿者、链接慈善单位
等各方资源对其开展结对帮扶，定期
走访慰问。社区与政府的关爱让其丈
夫感激不已，为回报社区，丈夫加入了
社区志愿者队伍，成了一名楼道管家。

然而世事难料，2024年11月，丈

夫发生意外，家庭的重大变故让原本
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母女俩顿时陷
入绝境。为此，社区第一时间研究政
策：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将其低保和
两项补贴转为特困，让母女俩经济上
更有保障。

考虑到两人精神残疾，需要监护
人照料，社区联系其妹妹对两人的监
护权及补贴费用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明
确，让母女俩经济生活无后顾之忧。

此外，社区书记、网格员隔三差五
上门询问生活需求。了解到母女俩不
愿搬离居住的房子，社区动员妹妹搬
来一起居住。为改善一家人目前的居
住环境与居住条件，街道、社区还为其
申请了居家适老化改造，对家里墙面、
卫浴进行换新。

困难居民给社区送来锦旗

本报讯（周碧云）近年来，市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天宁分局在推进“365”
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
显著成效。该分局紧紧围绕审批服务
一体化建设，不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致力于打造让企业感
受良好的一流营商环境，并全力打造

“自然为宁”服务品牌。
2024年以来，天宁分局从“新”出

发，聚焦政策支撑。分局组织学习并
贯彻关于城市更新、住宅品质提升等
最新政策措施和文件精神，及时将政
策传递到基层。分局还积极借鉴优秀
地区的先进案例经验，结合天宁区城
中村改造工作，以红菱塘城中村自主
更新项目为试点，突破传统思维，探索
实施路径。通过座谈研讨、政策解读
交流，聚焦改善型住房需求，确保政策

精准落地。
天宁分局坚持“早”谋划，深入技

术支撑。以提升服务质量和企业满意
度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靠前保障。
在项目供地筹备阶段，联合相关部门
提前开展“五方会谈”，集中会商年度
重大项目，及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通过“方案预审”+“部门
预联审”等多措并举，实现了所有产业
项目“拿地即发证”，其中智芯储能、纳
图电气等 4 个项目更是实现了“交地
即开工”。

下一步，天宁分局将以审批流程
再造为契机，强化科室联动和部门协
同，以更高站位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以
更大力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以高效
服务支撑高效审批，为天宁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自然为宁”促发展
政务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黄丹宁 王星雨 范贝)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和谐温馨
的新年氛围，2024 年 12 月 31 日，常
州市红溪实验幼儿园联合红梅西村
社区开展“喜迎蛇年·爱在红西”元旦
联欢活动，中五班孩子开始为大树做

“新衣”。
此前，孩子们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共同制定活动计划，探讨活动细节，寻
找社区需要“保护的大树”。当天，邀
请社区的奶奶一起用毛线以及编织材
料给喜乐园的6棵大树做“新衣”。五

颜六色的毛线、可爱的装饰物以及奶
奶们编织的围巾，这些都是给大树做

“新衣”的材料。你来按住，我来缠绕，
他来捆绑，大家分工合作，乐在其中。
经过大家的努力，社区喜乐园的大树
朋友也穿上了漂亮的衣服，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

大自然是生命的开始，更是一种
延续。此活动不仅可以保护树皮，还
能用艺术的小趣味为沉闷的冬日注入
一抹亮丽的色彩，用暖暖的爱意增添
新年的节日气氛。

为大树做“新衣”

本报讯（宋婧 高岷 毛佳一）
腊月已至，常州非遗项目焦溪腊肠
的传承人莫跃技，迎来了他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刻。为了备战新年市
场，他的腊肠作坊内一片热火朝天，
新增的两位工人正忙碌地穿梭其
间，协助他完成备货任务。

多年来，焦溪腊肠凭借其独特
的风味和货真价实的品质，赢得了
众多回头客的青睐，苏州、无锡、江
阴，还有市区的老顾客，都对他家的
腊肠赞不绝口。这份喜爱，不仅源
于腊肠的美味，更在于莫跃技对原
料的严格把控。他特意与周边农场
合作，只选用食用生态饲料、生长满
10个月的土猪作为原料，确保每一
根腊肠肉质上乘。

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扩
大生产规模，2024 年 12 月下旬，
莫跃技将作坊搬迁至舜山小镇附
近。新作坊不仅拥有更为宽敞的
制作场地，还配备了一个独立的晒
场，为腊肠的晾晒提供了理想的
条件。同时，还新增了 20 亩土地
用于自养土猪和家禽，从源头上
确保了原料安全。

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莫跃技也
不忘创新。他精心研发了多款新
口味的腊肠，包括紫菜腊肠、麻辣
腊肠、松子腊肠以及乌米腊肠等。
紫菜腊肠与鱼一起蒸制，肉质与鱼

香相得益彰；麻辣味腊肠适合家常小
炒，为餐桌增添别样的风味；松子腊
肠爆汁鲜香，让人回味无穷；乌米腊
肠和原味一样，更适合烧菜饭或蒸

煮，简单却美味。
“我的手艺源自曾祖父，历经四代

传承，如今到了我的手中。”莫跃技
说，这不仅仅是一块金字招牌，更是

家族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唯有以匠心
独运，才能传承经典。同时，也勇于
创新，不断推陈出新，让传统美食焕
发新的光彩。

焦溪腊肠推陈出新 备战新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