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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装修 旧房改造
商铺升级 全屋定制

■本报记者 凃贤平
本报通讯员 张军 图文报道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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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老人报送了两幅烙画作品《常
乐之州》和《八仙葫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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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待精

进。”2022年，万钧荣经留
青竹刻名家范遥青先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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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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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拓展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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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作室参观的人
都是交口称赞。

除了烙画，他还擅长錾刻，

这也是一项传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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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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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要继续坚
持手工创作，还希望能够助力非
遗事业的传承，把烙画和錾刻的
技艺传到年轻一代的手中。”

73岁的手作人万钧荣既会烙画，又擅长錾刻，他坚持参加各种非遗公益活动，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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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手作人万钧荣既会烙画，又擅长錾刻，他坚持参加各种非遗公益活动，并表示——

非遗不仅需要持续创作，更需要年青一代传承

本报讯（汪远 芮伟芬）由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参与编写的

“城市照明工程系列丛书”日前
出版发行。该系列丛书共 5
本，分别为《城市照明专项规划
设计》《城市道路照明工程设
计》《城市夜景照明工程设计》
《城市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
《城市照明运行维护管理》。

随着《城市照明建设规划
标准》（CJJ／T 307）和《城市道
路照明设计标准》（CJJ 45）等
一系列规范的颁布实施，我国
城市照明建设水平得到极大提
升，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城市照明》编辑部、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能源研

究院、北京同衡和明光电研究
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在总结城市
照明行业多年来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收集了全国多个城市照
明管理部门的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运维等方面的典型方
案，以及行业内优秀企业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应用案
例，整理、修编成了这套系列丛
书。该系列丛书涉及城市照明
专项规划设计、工程项目实施、
方案遴选、器材招标、安装施
工、竣工验收以及运行维护管
理等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内
容全面、图文并茂、讲解详细，
对促进全国照明行业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市照明处修编系列丛书

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

本报讯（郑雨露 郭曼茹）
记者从常州通用水司获悉，为
配合轨道交通5号线建设，随
着东经120站供水管线近日移
位“搬家”，全线供水阀门和管
线迁改工程陆续开工，将于
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全线所
有供水设施迁改工程，保障轨
道交通5号线建设顺利推进。

常州轨道交通5号线为我
市地铁线网骨架线，起于两湖
创新区揽月湾站，止于天宁智
慧未来城东青。自西向东途经
武进区、钟楼区及天宁区，沿途
建设共计25个站点。自2023
年10月开工以来，轨道交通5
号线沿线各站点已进入施工关
键时期，供水管线迁改工作是
地铁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
步。通用水司工程部主管邵克
介绍，轨道交通5号线中涉及
供水管线迁改的站点达到17
个，“与轨道交通1、2号线施工
相比，5号线周边自来水管线
复杂，而且沿线人口密度大，影
响居民多，这对迁改施工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为保证施工期间的管线安

全和周边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
针对管线迁改的特殊性，通用水
司对所涉及的管道及阀门进行
了前期排查，并经过现场勘探和
方案协商后，完成了工程招投标
工作，造价共计3000余万元。
邵克说，目前通用水司工程部、
管网部正在积极与轨道交通部
门对接前期阀门迁改以及管位
调整施工方案，并在每个站点进
行现场交底，确认阀门移位的具
体位置及站点施工范围。

据悉，为让管线迁改工作对
周围居民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
供水部门将提前做好相关停水
方案和用户告知工作，以便居民
提前储水。此外，供水管道迁改
施工还会占用部分道路，供水部
门将提前与交警及城管部门沟
通好施工方案，并做好合理的交
通导行方案。

配合轨道交通5号线建设

17个站点供水阀门及管道
迁改工程陆续开工

本报讯（杨成武 纪连元）
新建小游园、道路硬化改造、健
身设施更新……漫步在金坛区
指前镇王母观村，焕然一新的农
村基础设施不仅为群众生产生
活提供了便利，也优化了人居环
境，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指前
镇，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建好，更
能管好，探索建立起管护体制。

在农村地区，路灯“失明”、
设施缺失、道路破碎等情况时有
发生。确保各类已建成设施持
续稳定运行，必须建立健全长效
管护机制。“管什么”“谁来管”

“怎么管”，指前镇都一一予以明
确。

首先是建立一个“数据
库”。指前镇对12个行政村共
10个行业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及其维护情况进行了一次“摸
底”，形成一份管护设施清单。
同时结合区域内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产权管理制度，形成清晰
明确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产权
台账，按产权归属落实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责任。
其次明确“谁来管”。指前镇

成立“指前镇公共基础设施城乡
一体化管护体制改革工作专班”，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行业部门主
管、村委会（村民和企业）执行三
位一体组织体系，统筹考虑政府
事权、资金来源、受益群体等因
素，合理确定管护主体，探索建立
了以志愿者服务、老党员、村组干
部、环卫员为主体的管护队伍，形
成公益为主、报酬为辅的工作模
式，设立道路、水利、卫生室、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垃圾处理等基础
设施管理员，并加强管护人员培
训指导，确保满足管护工作要求，
确保“事有人办”。

最后还要弄清楚“怎么
管”。出台《指前镇公共基础设
施管护管理办法》，确保“责有人
担”；出台《指前镇积分制管理方
案》，落实农户房前屋后的“四
包”责任制；制定《指前镇公共基
础设施管护评价制度及细则》，
以奖励、评优评先方式有效地调
动参与管护主体的积极性，保障

试点工作的扎实落地。
指前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中存在的痛
点、难点，积极探索创新路径，重
点关注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
置类设施及农村水利类设施2
个重点行业，同时设立王母观
村、新河村、岳阳村3个试点村
和镇农业园区、镇北部片区2个
试点区，以点面结合的方式逐步
推进改革试点。通过不断优化
管护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实现
了公共基础设施管护的标准化、
专业化、精细化。

如今在指前镇，无论是街头
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感受
到这一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
今年以来，在试点村和试点片
区，改造小游园250平方米，更
新健身器材12件套，维修破损
公共场地1000平方米；开展村
庄道路硬化改造近1000米，排
水沟渠改造300余米；同时开展
主干道沿线环境提升2公里，改
造道路沿线家门口小菜园约
800平方米等。

指前镇探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

农村基础设施“入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