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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周鹏） 记者
昨天从兰陵街道获悉，“服役”10
年的兰陵农贸市场将提档升级为
全新的品质型邻里生活场“兰陵
茂”，并于春节前以全新的面貌正
式向市民开放。

据了解，兰陵农贸市场建设于
2013年，建筑面积8343平方米，容
纳摊贩270余家，一直深受兰陵街
道附近居民的喜爱。但随着社会生
活水平及城市建设水平的不断提
高，兰陵农贸市场已不能满足现有
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市场于
2023年年初启动提档升级计划。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全新“兰
陵茂”以“同一屋檐之下”为设计主
题，力争打造常州首个真正意义上
的全龄社区生活中心。调整后，项
目一楼将在保留“杨家弄爆鱼店”

“小马牛肉店”等百姓喜爱的传统
摊位的同时，融合知名餐饮品牌、
网红餐饮品牌、超实惠世界名品折

扣仓、网红咖啡、特色夜经济业态
等能打卡、惠生活业态，满足家庭
年轻消费需求。项目二楼，将原来
的农贸市场全面升级，形态标准
化，经营市集化，在保留人间烟火
气的同时，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消费
环境。项目三楼，将为周边居民引
入更值得信赖的齿科、体育运动训
练、儿童教育、家庭大餐等业态。
届时，兰陵农贸将成为集“食、购、
教、体、闲”平衡融合的全龄邻里品
质生活场。

目前，虽然项目改造已经进行
了近半年，但百姓的买菜却一天也
没有耽搁——在“不停业，保经营”
的大方向下，通过快速设立负一楼
的临时过渡菜场、临时熟菜摊点区
等方案，便利市民，保障经营户。
各品牌商家将于 12 月初进场装
修，力争新年给到兰陵茂周边居民
一个焕然一新的购物环境和生活
方式。

打造全新的品质型邻里生活场

兰陵茂，春节前正式开放

本报讯（董逸 张益）以天宁吾
悦广场为商业中心，以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为文化中心，水晶城绿地公
园为生态中心，青龙街道横塘社区
正在构建一个集多业态、满足居民
多需求于一体的“升级版”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高
品质便民服务。

近日，横塘社区荣获常州市首
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品质型）”称
号。社区党委书记顾波介绍，辖区
内共有5个居民住宅小区，实际居
住人口约26000人，为人口集聚型
社区。因此，生活圈内集聚多家24
小时连锁便利店、综合超市、餐饮、
药店、美容美发店、银行等服务设
施，具备购物、餐饮、修理、买药、理
发、缝纫等功能，并融合线上的智慧
化便民服务平台，就近满足居民生
活必需品消费需求。

横塘社区外来人口多、年轻人
多、儿童多。为此，生活圈持续推动
这类人群关注的各领域机构入驻，

拥有各种青少年艺术培训中心、新
式书店、健身俱乐部等一系列提升
生活品质的服务设施，以及花店、宠
物店、茶艺咖啡吧、蛋糕烘焙、住宿
酒店、托育站点、保健养生等多种业
态。在“圈”内，辖区居民能方便、快
捷地找到享受文化、休闲、娱乐的区
域，让日常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面对居民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社区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志愿服务，
对困境儿童、特殊家庭开展慰问、
心理咨询、情感支持和陪护。熟人
社区营造项目向有需求的居民提
供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兴趣课程、
亲子活动等内容，为居民在社区就
业提供便利，打造安居乐业氛围。

“利用周边的商业资源，社区还推
出了‘空间合伙人’模式，居民用远
低于培训机构的学费，就能在社区
报名一门课程。这种模式，让生活
圈更近、更实惠、更便利。”居民谢
洁说。

横塘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升级

“基础型”迈向“品质型”

本报讯（凃贤平 汪建芬 葛街
轩）昨天，记者从常州市天宁区科
学技术协会了解到，常州纺织博物
馆、常州桑麻名人馆群、常州市德伊
门科普教育基地被认定为江苏省科
普教育基地。

常州纺织博物馆作为常州时尚
地标和人文教育基地，选址所在地
为中国近现代杰出实业家刘国钧于
1936年建成的大成纺织印染公司
第三厂旧址，建筑面积达6000余平
方米，保留了独具特色的锯齿型厂
房建筑风格。博物馆划分常设展
馆、临展馆、文创馆等三个场馆，分
别打造教育空间、艺术空间、社交空
间。馆内常设展以“经纬艺术·时空
之旅”为主题，包括科普馆、锦绣馆
和常州馆。

常州桑麻名人馆群在常州纺
织博物馆旁边，是为纪念爱国爱港
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利用工业遗存
建筑建立的。建筑主体共两层，面
积约1285平方米。整个展馆融爱
国情怀、运河文明、纺织历史等于

一体，多角度、多形式地再现了常
州纺织工业依托大运河布局发展
的历史。

常州市德伊门科普教育基地坐
落于天宁区润德大厦，场地面积约
1300平方米，由企业家张建宇建设
而成，设有矿物、陨石、天文三大主
题展区，并配有现代化大型实物元
素墙。目前已在常州市图书馆、常
州市解放路小学、常州市博爱小学、
湖塘桥实验小学建分基地。基地定
期为中小学进行公益科普讲座，在
孩子心田播下科学的种子。

此外，今年天宁积极开发和利
用社会科普资源，鼓励和引导社区、
学校、企业等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创
建和发展一批社区科普馆、科普教
育基地、科技成果展示馆等。比如，
大力推进红梅街道卫星村昆虫植物
科普基地、青龙实验小学科普长廊
项目建设工作。还整合科普资源，
优化科普游线路，德伊门科普馆、中
华纺织博览园、焦溪古镇列入市科
普游线路。

天宁社会科普再添新阵地

本报讯（汤怡晨 沈默） 11月
29日，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和常
州市苏东坡纪念馆邀请江苏理工
学院国际学院的留学生走进东坡
故居藤花旧馆，感受中国优秀的文
化历史、了解苏东坡的人生经历、
文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世界
影响力。

当天下午，来自江苏理工学院
的20位留学生走进了藤花旧馆。

常州苏东坡纪念馆馆长苏东给留学
生讲述了苏东坡与常州的故事，并
带领留学生参观纪念馆。从外庭

“归里园”到内庭“憩心园”，每到一
处，留学生都被深深吸引。来自也
门的留学生莫纳瓦尔表示，“参观了
苏东坡纪念馆后，我感受了苏东坡
文化的魅力，知道了许多他和常州
的故事，让我更加了解常州并爱上
这座城市。”

“洋”眼看东坡

本报讯（宋婧 胡平 吴迪）“高师
傅，花园里多了一面五星红旗了嘛，晚点
我带孩子来打卡！”12月5日早上，丽华
一村居民高洪才又在为“丽华一村花园
景观”做“微更新”。这座后院被他潜心
打造了17年，已然成了整个小区的“打
卡点”。

走进院子，最醒目的是高耸的“东方
明珠塔”，近5米高，与之呼应的是一座
假山，唐僧师徒取经、八仙过海、姜太公
钓鱼、牛郎织女等历史典故被栩栩如生
地还原出来。每晚躺在床上，高洪才都
会“琢磨”院子的布景，“我希望在这里不
仅能观赏到各地风景名胜，还能学习到
历史典故。”他激动地说。

高洪才退休前是一名航运公司工
人。17年前，他看到后院杂草丛生、蚊
虫肆虐，不堪其扰，便萌生了改造后院的
想法。

最开始，高洪才只是将长得比人高
的杂草除去，给院子浇上水泥。一辈子
在航运公司工作的他还在上面做了个轮
船的造景，以此纪念过去几十年的航运
生涯。慢慢地，轮船旁加入了各种各样
的小景，不仅有“东方明珠塔”“雷峰塔”

“黄鹤楼”“西湖断桥”等风景名胜，还有
“取经的唐僧师徒”“各显神通的八仙”
“正在钓鱼的姜太公”“鹊桥相会的牛郎
织女”“草船借箭的诸葛亮”等历史典故，
更有体现常州特色的“西瀛门城墙”等。
如今，院子里已经创作了38处小景，每
一处景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高洪才说，这些年在这些景观上投

入了大量的心血，钱也花了不少，但是看
到居民前来观赏和拍照，内心就充满了
成就感，也算是自己为周围的居民提供
了休闲的去处。每当有人来观赏时，他
和老伴就会打开彩灯和小喷泉，拿出板
凳和茶水来招待。

前年，丽华一村进行老小区改造，高
洪才的院子不仅被保留了下来，周边的
环境也进行了提档升级。现在常有武
进、新北的居民，甚至外地游客专程赶来
看看这传闻中的“丽华景观”。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高洪才将经典语录
写在了景观周围，把老一辈爱国爱党之情
传播出去。就在上个月，丽华一村社区党
总支给他送去了一面崭新的国旗，如今已
被高洪才插在了景观的最高处。

丽华一村有座“共享花园”，景观达38处

退休工人花费17年“造园”

□宋婧 汤怡晨

调漆、稀释、配色、滴漆，持一把绢
扇，轻缓沉入水中，旋即一转一提，洁白
的扇面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案。近
日，在牟家村的漆艺工作室，“90后”主
理人牟晓梦正带着一群孩童，体验漂流
漆艺的魅力。

“我喜欢粉色，我要做一把粉色的扇
子。”今年6岁的小西迫不及待地想体验
一把。只见牟晓梦将提前调制的漆滴入
水中，粉色的漆瞬间在水中漾开，小西将
扇面侧立入水，随着水纹浮沉几秒，一幅
独一无二的扇面便“绘制”完成。

牟晓梦与漆器的缘分，始于 5 年
前。在苏州学习工业设计的她，毕业后
一直从事产品设计。“工作期间，我接触
到了全国各地的传统工艺，我发现漆的
颜色丰富亮丽，许多制作精美的古代漆
器，即使长期埋藏在潮湿的地下，也能保
持光艳如新。而且，漆的用途也最为广
泛，比如陶瓷、木头、竹子、绢帛以及金、

在乡村振兴中铺就人才回流路径系列报道之二——

漆艺“造梦者”

本报讯（凃贤平 臧煜） 文人以诗
书会友，非遗传承人指尖生花，文体团
队唱响生活旋律……11月 29日 9点，
天鹅湖社区党总支举办的 11月份“蔷
薇花开”公益集市，在睦邻广场上如期
举行。集市现场热闹非凡，志愿服务、
饮食文化、体验展演三大区域人流如
潮。被吸引而来的居民们既满足了自
己的购物需求，也为公益事业奉献了
一份爱心。

天鹅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顾丽娟介
绍，依托“蔷薇花开”社区品牌项目，以
公益集市为小切口，社区今年持续为居

民打造“生活共同体”，开拓基层治理新
路径。

公益集市定位在公益，公益人从
哪里来？一方面，社区注重在小区居
民群体中充分动员、培育有特长的社
区党员和热心居民成为志愿者。另
一方面，统筹社区共建单位，整合各
类志愿服务团队，链接各类社会组
织、爱心企业等群体参与，实现资源、
服务、效能下沉，激发出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新活力。

公益集市定在每月月末开展，传播
美好，传递善意。顾丽娟说，以公益集市

为平台，磨刀、理发、修伞、修小家电、配
钥匙、健康义诊、法律咨询……一项项居
民生活中的微小需求，都能轻松便捷地
得到满足。

从公益集市到公益社区。为进一步
凝聚治理合力，激发辖区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的热情，天鹅湖社区党总支面
向党员群众组织“乡邻志愿服务队”“退
役军人服务队”“青翼”“青联”志愿服务
队等多支共建服务队伍，并设置12项党
员志愿服务岗位认领清单，邀请党员群
众来做“社区主理人”，进一步打破社区
服务的资源壁垒。

同时，针对困难就业群体，开展就
业辅导及就业岗位招募帮扶服务；针
对青少年群体，开展书香共读、成长体
验等志愿服务；针对空巢、独居、特扶
等重点困难人群，帮助拓展居家养老

“服务圈”，为辖区特殊关爱人群建立
网格支持志愿服务。

从公益集市到公益社区，困难有人
听，事情有人问，问题有人管。

顾丽娟说：“打造‘生活共同体，居民
受益良多。大家在互帮互助的氛围里，
传递向善向上力量，共建和谐、温暖、品
质的邻里幸福生活。”

以公益集市为小切口

天鹅湖社区为居民打造“生活共同体”

本报讯（凃贤平 钱若水）“我们今年
去了黄山旅游，这个旅行目的地还是员工
投票选出来的。”11月的一天，江苏佳尔科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尔
科药业”）工会主席张加喜告诉记者，企业
组织开展了全厂员工三日游活动，10月
16日、10月23日、10月30日的清晨，参
加旅游的310名员工分三批在公司集合，
乘坐旅游大巴前往安徽黄山。

员工们到达黄山景区，或乘坐缆车
上山，或挑战自我，步行登山，游玉屏楼、
赏迎客松、爬莲花峰、望天都峰、游鳌鱼
峰、登光明顶……

“山路崎岖，大家在旅途中互帮互
助，激发了团队的凝聚力，也加深了同事
间的友谊。”

张加喜说，这些年，员工积极向上，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

佳尔科药业坐落于天宁区郑陆
镇，创建于 1993 年，现有员工 300 余
人，工程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40%，
是专业从事甾体类医药原料药及中间
体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生物医
药企业，产品90%销往欧美等国际市
场，销量位居国内同行前列，在国际市
场具有较高知名度。凭借公司本身的
技术潜力和资源优势，在当今瞬息万
变的甾体类原料药市场领域保持了稳
定发展的势头。

“我们为员工提供展示能力的舞台，
不断发现员工的闪光点。”张加喜说，每

年6—9月份，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竞赛和
质量月活动。比如，在一个停产的车间，
预先设计了很多风险点，让员工去寻找，
谁找得多，谁就是安全隐患排查能手。
今年还开展了趣味运动会、知识竞赛、书
法比赛等，吸引一线员工广泛参与，从中
看到不少员工多才多艺。

在佳尔科药业，最特别的是让基层
员工掌握主动权，通过技能等级评定给
自己涨工资。这是源于企业建立并实施
了“五级双通道”人才发展渠道。

佳尔科药业每年都有一次技能等级
评定，采用理论考试和现场实操相结合
的考评方式。今年9月份进行了理论培
训，10月份组织了理论考试。“今年报名
参加技能考评的32人，已经全部通过理
论考试了，最近开始进行现场实操考
评。”张加喜说，企业鼓励员工不断学习、

提升技能，员工考到哪个级别，就拿哪个
级别的工资。

此前，佳尔科药业与高校开展产
教融合，组织近20名职工与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设职工在职学
历提升班，毕业后公司全额报销学费；
组织超100名职工与江苏省常州技师
学院合作，开设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
化工总控工”职工技能培训班，截至目
前，近 100名职工取得中级化工总控
工证书。

此外，佳尔科药业还创新探索“党建
引领+”工作模式，注重把一线产业工人
发展成为党员，把党员培养成公司优秀
骨干，近三年来共发展党员4名，入党积
极分子3名，设立6个党员示范岗开展
争创工作，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党工共
建的产改标杆。

佳尔科：发现员工的闪光点

天宁产改进行时天宁产改进行时

银、铜、铁，都可以和漆结合，碰撞出新的
‘火花’。”在耳濡目染中，牟晓梦对漆艺
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地
投入到漆艺的学习与创作中。

2021年初，牟晓梦辞去工作，毅然
返乡，潜心研究漆艺文化。

当时家里人对她的“贸然”决定非
常不解，但牟晓梦却坚定信心去做漆
器创作。在多番筹措下，牟晓梦创立
了自己的漆器工作室，在镇、村两级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协调下，工作室的地
址很快便有了着落。

每天牟晓梦在这里沉浸在漆器艺术
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天马行空把一件件
漆器作品的设计构思变成现实。在她设
计的产品中，有与树叶、纸张等不同材质
结合的漆器产品，表现形式达 100多
种。在传统工艺上大胆创新，融入现代
化的设计理念，是牟晓梦不断探索和努
力的方向。据悉，她最新创作的《大漆银
筷》，荣获去年的“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