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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凃贤平 宋婧 汤怡晨）
“这棵枇杷树，是我和丈夫一起种下
的，见证了我们的爱情，也见证了我们
生活的风风雨雨。”家住茶山街道清凉
新村59栋丙单元的朱听凤奶奶，每天
都会在枇杷树下流连，回忆过去。

当年，朱奶奶的丈夫是一名地下
工作者，以老师的身份为掩护，为我党
传递情报信息。解放后两人结婚，种
下了枇杷树。每当枇杷成熟时，丈夫
就会爬上树，采上满满一大箩筐，挨家
挨户送枇杷。

如今，斯人已去，唯留这棵枝桠繁
茂的枇杷树继续陪着 85 岁的朱奶

奶。可以说，这棵树寄托了她一辈子的
思念。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们都同意
保留这棵有故事的树。考虑到出行和采
光的问题，我们帮朱奶奶把枇杷树缩小
了树池，适度整修了树冠。”清凉新村第
二社区党总支书记阎珏汝说。

清凉新村的房龄有30多年。2022
年该小区启动改造，改造71栋建筑，总
改造面积18.3万平方米，以“组团连片、
集散为整”的改造思路，联动社区商圈、
道路、游园一体推进。

“我们改造的目标，就是不仅要让居
民有更加舒适的生活，也要充分给予树

木更好的生存空间。”阎珏汝说，在改造
前，社区对小区里的树木都进行了统计，
了解每一棵树的归属情况，尤其是私人
种植的树，还要问清楚树的主人是希望
保留还是想要移植到周边湿地公园。

她举例说，48栋保留了枇杷树、桂
花树，58栋保留了橙子树和橘子树，67
栋保留了柿子树和桂花树，65栋保留
了雪松、香樟，49栋保留了木瓜海棠、
杜仲树、核桃树……“居民对小区里的
树都很有感情，小孩子爬过树，大人摘
过果子。这些树木的树龄都在30年以
上了，大树移植难度大，能保留的我们尽
量都保留了。”

几十棵40多年的香樟树生机盎然，
林荫道下的道路变成了彩虹路。“这条路
是小区的人行道，考虑到树木的成长性，
改造中对间距太近的树进行了小部分的
移植。”阎珏汝说。

针对整个小区的绿化改造，茶山街
道形成了系统的方案：对保留的树木进
行修剪，对占用公共空间给居民带来不
便的树木，在充分征求民意后进行移植，
并且开辟了公共邻里花园，用来弥补绿
化缺失。

现在，清二社区还有216棵树。居
民们都说，小区里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看起来就像是居住在“森林”中一样。

216棵树的树龄都在30年以上

小区如“森林”

本报讯（凃贤平 高瑛） 3月 27
日，位于青洋北路72号的青橙国际青
年社区，已经围上围挡，进行提升改
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
米，预计改造总投资为5000万元。改
造需要一年时间，建成后，这里将有
700余套人才公寓。

青橙国际青年社区原为青龙新市
民公寓，建于2004年，属于村级集体资
产，资产持有方为青龙苑南区社区下属
高士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周边多为
纺织服装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寓标准间
配置很受员工欢迎，一直处在满房状态。

但是，历经20年风风雨雨，目前

公寓已经存在较为严重的消防、交通、治
安、用电等安全隐患，配套设施和居住环
境也跟不上租户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

“由于原有建筑没有排油烟系统。如果
有住户在家烧个辣菜，呛鼻的油烟味将
长时间弥漫在狭窄的楼道内，让人睁不
开眼睛。”青龙苑南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徐
凯说，目前公寓只能提供130多个停车
位，由于租户车子越来越多，很多机动车
都违规停放在城市主干道沿线的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

今年3月，青龙新市民公寓启动提
升改造建设，并且更名为青橙国际青年
社区，户型面积以30平方米的单人间为

主，另外还配备部分60至100平方米不
等的套间、家庭房和集体宿舍。本次改
造工程还将建设1栋独立的公共服务配
套楼宇，将融入书吧、自习室、健身中心、
沙龙区、咖啡水吧、共享厨房、开放路演
厅、创客孵化基地、人才驿站交流区、桌
游社、电竞房、人才心理咨询室等各类具
备学习、运动、社交、发展、娱乐、解压的
综合性功能空间。

对于大家关心的停车位，这次进行
了大扩容。建成后，将有400余个标准
机动车停车位和30余个新能源充电车
位，还有200余个电瓶车停车位。

“我们就想为青年人才打造一个理

想的生活空间，并为其提供高品质、智能
化、环保舒适的居住体验和生活服务，让
青橙国际青年社区成为城市青年新的活
力场。”徐凯说，一方面是通过改造消除
安全隐患，在完善城市功能和服务产业
发展上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是探索集体
资本参与人才公寓运营管理的新模式，
突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更好的
服务于社会、造福于村民。

考虑到之前一直是满租状态，所以，
这次改造分期进行。根据第一期入住后
的市场需求反馈情况，在第二期改造中
随时调整，甚至还可以为周边企业个性
化定制人才公寓。

青橙国际青年社区一期提升改造开工

本报讯（宋婧 谈杰）“现在区
级业务也能在家门口办了，方便我
们这些镇上的上班族！”近日，在郑
陆镇便民服务中心，成功和天宁区
政务服务中心“云综窗”工作人员视
频连线，并在远程协助下申请了公
共卫生许可证的李先生对工作人员
竖起了大拇指。

为解决企业、群众办事“来回
跑”的问题，郑陆镇联合天宁区行政
审批局积极谋划政务服务“云综窗”
改革举措，经过前期摸排、需求调
查，制订联动机制，梳理办事清单，
会同软件公司调测、优化远程协办
功能，推出了全市首个乡镇智慧政

务“云综窗”专区，实现在基层就能
直接办理区级事项。

通过在办事群众面前设置“数字
化”“可视化”终端，在后台工作人员处
设置“云坐席”，集成在线辅助申报、在
线远程协助、在线视频办理等功能，办
事群众“一键呼叫”远程服务，便可实
现与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
员实时互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

下一步，郑陆镇将不断完善“云综
窗”平台功能，健全配套智能设施设
备，区镇联动，赋能基层政务服务能力
提升，进一步拓展智慧政务应用场景，
助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

郑陆镇：

打造全市首个乡镇
智慧政务“云综窗”专区

本报讯（董逸 王锐 高瑛）春日，
万物生长。田野里也是最能找到春的
地方，远远望去，寻不到绿以外的颜色。

那些嫩得能掐出水来的春菜，是
多少人日思夜想的一口鲜。这不，青
龙街道武城村的自留田里，成片种植
的韭菜、豌豆苗、芹菜、香葱已长得老
高，旁边还悄悄冒出了马兰头、荠菜、
小蒜、紫云英等野菜，正展示着非同寻
常的生命力。

食材鲜美，简简单单的搭配就能
做出一桌“春日宴”：3月21日，村民
刘文英来到田里，矮矮地“趴”在地上
的马兰头已经成熟，刘文英用剪刀“咔

咔”一顿剪，不一会儿小盆就被装满
了；紫云英，常州人习惯叫“荷花浪”，
长势就好似波浪，一片片蜂拥而出，随
手拔出几十根，就填满了整个箩筐；一
旁的韭菜，虽相貌平平，但“精贵”就

“精贵”在还是头茬，叫人如何能忍得
住这快要流出的口水……对了，炒韭
菜可不能忘了它在春天的限 定

“CP”——螺蛳。正巧，不远处的池塘
里就有不少，用捞网往池底用力探去，
再快速地边沥水边打捞上来，一眼便
能看见网内装了不少鲜活的螺蛳。

拣一把春菜，简单清洗后，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再放入些许调味

料，一盘当季顶鲜顶鲜的美味便做了
出来。洗好切好的马兰头，在水里焯
一遍，再加入糖、盐，最后倒入香
油，马兰的独有野菜香便四散开
来；紫云英掐根去叶，进锅翻
炒，倒入白酒去腥提鲜，简
单清炒最诱人；韭菜先
去黄叶、洗泥，螺蛳焯水
后去壳，再一起翻炒，一
口下去鲜得人眉毛都要
掉下来。三道菜一齐摆上
桌，非得胃口大开，吃下两大碗
白米饭。

春日无限好，唯有春味不可辜负。

春日食春味

本报讯（汤怡晨 周鹏） 今年以
来，兰陵街道行政审批局深入群众、深
入企业，了解群众和企业关心的法律
服务内容，从企业需求和群众需要出
发，梳理法律服务范围，打造“政务服
务＋法律服务”的政法融合的“兰陵模
式”，实现政务服务从便捷到增值的全
面升级。

“法律窗口”，为政务服务持续赋能

“我跟公司有合同纠纷，你们能不
能帮着解决？”“我们公司没有法律顾
问，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提供法律支
持呢？”在街道政务服务大厅法律服务
窗口，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今年，兰陵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在
公共服务事项、帮办代办事项外，推行
法律服务进大厅，创新设置法律服务
窗口，为广大群众提供“窗口化、综合
性、一站式”服务，将窗口接待与后台
延伸服务紧密结合，实现“一厅通办”，
让群众只进“一门”，便可享受公共法
律事务“全服务”。同时，联合围炉问

法工作室，为办事企业、办事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合同审核、律师调解等法律服务
内容，采取窗口服务、电话服务、预约服
务、上门服务四种形式。

自今年3月法律服务窗口入驻街道
政务服务中心以来，已成功调解2个矛
盾纠纷，提供法律咨询13人次。

“局长专窗”，促进营商环境再优化

“现在有局长帮着办事，我的心里更
踏实了。”日前，李先生在兰陵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办理企业经营许可证，对兰陵
街道行政审批局局长顾斌的全流程接
待、陪同并解答政策问题赞不绝口。

据了解，今年兰陵街道创新组建“法
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促进优化营商

“大提效”，创新涉企服务方式，以法律服
务窗口为锚点，以兰陵街道“局长专窗”

“帮办代办专窗”为基础，赋能“局长专
窗”服务品牌，畅通涉企法律服务“绿色
通道”，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增便利。
同时，结合兰陵街道实际情况，按需施
策、研究创新分类式政务服务与法律服
务相结合，以个体商户、一般纳税人、中
小微企业、大型企业、民营企业5类市场
主体的不同需求，提供精准、便捷、高效、
专业的“法律体检”，助力稳产稳工稳岗，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政法融合”，打造闭环调解综合体

“感谢街道，我的工资终于要回来
了！”57岁的吴先生之前在兰陵街道某

小区做保安，未签订劳动合同，上班43
天被辞退，拖欠工资 6000余元，街道
行政审批局人社条线在了解情况后，
与法律服务窗口值班律师就相关细节
指导吴先生固定证据，并对涉事企业
进行约谈，最终成功替吴先生追回拖
欠工资。

在做好窗口服务工作的同时，兰陵
街道行政审批局还横向协同行业专业力
量，纵向健全服务体系，形成多元参与、
上下联动、协同攻坚的社会矛盾化解合
力。通过与法律服务窗口联合建立多方
协同工作机制，打造闭环调解综合体，助
推金融纠纷、劳动纠纷等矛盾化解，实现
矛盾纠纷预防在萌芽、化解在源头，构建
和谐社会关系。

兰陵街道：

优化营商环境 “政法”融合前行

本报讯（孙玲玲） 近日，年近九
旬的邹婆婆因财产分配问题来到红
梅街道新堂社区便民服务站求助。邹
婆婆身体衰弱，丈夫去世已有十多
年，子女都在外地。近期她对财产分
配方式、流程及税率较为苦恼，于是
来到社区求助。

在详细了解邹婆婆的需求后，
新堂社区立即与结对律师孙健联
系，双方协商后决定采取上门方式
为邹婆婆提供法律援助。在仔细询
问她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以及个
人诉求后，孙律师为其制订了个性
化方案，并指导其相关的操作流
程。考虑到邹婆婆年事已高，社区
再次对接天宁公证处和社区民警来
到社区一同为其提供全方位咨询服

务。邹婆婆在了解相关流程后总算松
了一口气，“担忧了好多年的烦心事，
没想到在社区矛盾纠纷调处一站式
平台就能得到解决，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邹婆婆拉着社区工作人员的手连
声道谢。

为实现“进一扇门办多件事”，全面
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

感，红梅街道新堂社区便民服务站积极
探索政务、警务、法务“三位一体”的“一
站式服务平台”，在政务服务大框架下
创新性引入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公证
咨询等法律服务事项，构建“政务+警
务+法务”服务联动工作机制，为居民
在办理政务服务业务过程中提供便利，
真正做到“小事不离窗口、大事不出中

心”，为社区“烦心事堂内办”政务服务
品牌注入新内涵。

下一步，新堂社区便民服务站将持
续联动翠竹派出所、天宁公证处形成

“800米‘政务+法务+警务’服务联动生
态圈”，让辖区居民在周边800米内就可
找到公共法律服务点，实现公共法律服
务移步可至、触手可及。

“一站式”解决居民烦心事

红梅街道：

“政务+法务+警务”服务联动

本报讯（汤怡晨 尹洁燕）记者昨
天获悉，雕庄街道行政审批局近日组
织开展以“政策我来讲”为主题的培训
活动，每周一、周四利用午间一刻钟时
间，开设必修课堂、数字课堂和实践课
堂，通过全员参与、以讲促学、以知促
行的方式，为窗口工作人员充电蓄能，
力推政务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该课堂把全科业务知识
作为培训的“第一课”“必修课”，每周
由一位条线业务骨干走上讲台担任讲
师，就企业群众办件咨询多的服务事
项，从办理依据、办理流程、审核要点
等内容进行讲解，让大家在学习交流
中提升业务能力、查找短板、拓宽思
路。同时，也为进一步扩大“周末不打
烊”、预约延迟、帮办代办等特色服务
范围打牢基础，练强队伍，让企业群众
办事更便捷更高效。通过梳理高频线
上办件事项，针对性开展数字课堂培

训，强化工作人员数字思维，培养能
用、善用数字技术服务群众的导办、帮
办、代办人员队伍，从而形成线上线下
互补的业务办理引导体系，确保群众
用好数字政务服务。此外，课堂还通
过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活动，将查
找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整理成“问题清
单”，利用“一刻钟”课堂通过案例分
析、情景再现、互动交流的方式，变“纸
上谈兵”为“实战演练”，让窗口工作人
员以群众视角换位思考，深悟办事群
众的所思所盼，解决办事群众的所急
所难，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并推出一系
列便民利民新举措。

下一步，雕庄街道行政审批局将
进一步拓宽培训内容，全面提升工作
人员在服务意识、礼节礼貌、行为规
范、沟通交流、高效应变、协调联动、数
字技能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让企业群
众真正感受到变化、体验到幸福。

雕庄开设一刻钟课堂

本报讯（邵华美）近日，红梅街道
北环社区健身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这是一场由社区“绿色生活合伙
人”新“伙伴”举办的专场公益便民活
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

活动现场，免费理发、磨菜刀、配钥
匙摊位前居民有序地排起了长队；民警
不厌其烦地向居民宣传防诈反诈知识；
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水
表过户和缴费的相关手续；市人大机关
青工委党员志愿者们兵分两路，一路跟
随文明劝导队在小区进行环境维护巡
逻、文明养狗劝导等，另一路在广场上
宣传《常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常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让

居民在学习过程中懂法用法。
不久前，社区发出“绿色生活合伙

人”的招募令后，已经有多家单位、团
体和个人加入到了合伙人队伍。近
日，又有市人大机关青工委、常州市通
用自来水有限公司、惠满家便民服务、
红盾救援队、虎头鞋非遗、美奥口腔等
陆续成为了新一批合伙人。

随着更多的合伙人的加入，社区
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北环社区党委
书记王海英表示，下阶段，社区将整合
合伙人资源，通过议事会形式，探索老
旧小区治理模式，营造人人争做文明
行为传播者、引领者的氛围，建设宜居
北环，幸福北环。

北环社区“绿色生活合伙人”
再添新“伙伴”

本报讯（汤怡晨 王倩） 3月 17
日，兆丰花苑社区首场“红丰林故事
会”如约而至，故事会围绕主题“我在
社区二三事”，为社区治理注入新的活
力与思想。

据了解，“红丰林故事会”是兆丰
花苑社区党总支充分挖掘社区的先进
人物和先进事迹，用好社区“五老”资
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
等载体打造的党建品牌。活动中，3位
社区主讲人根据自身的经历，从多元力
量破解治理顽疾、细微善举传递暖心力

量和党建引领赋能社区建设三个方面
着手，从“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到

“小区里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的平凡
志愿者”，从“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
物事迹”到“网格员们的工作日常”……
党员先锋、居民骨干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讲述身边事，倾听邻里情。

下一步，兆丰花苑社区将持续深化
“党员+”模式，打响“红丰林故事会”党建
品牌，采取“党员带头、能人示范、居民参
与”三级联动方式，展示身边有“温度”的
人、有“鲜度”的故事、有“厚度”的精神。

“红丰林故事会”开讲

本报讯（汤怡晨 张烨）“闻弦歌
而知雅意”“高山流水觅知音”。作为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古琴向来在人们心中占据着特殊的
位置。近日，文笔塔社区组织开展

“琴韵古声 文化益暖”古琴专场雅
集，充满浓郁古典风味的演奏和精彩
的讲座吸引了众多辖区党员、群众参
与，常州市非遗项目古琴制作技艺传
承人盛春英老师在现场分享了她与古
琴的点滴。

近年来，古琴得到了越来越多爱

好古风的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活动
上，盛春英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从

“礼乐始端、古琴结构、古琴美学、古琴
吟唱”四个部分，讲述了古琴的历史渊
源、弹奏要求、琴谱规律及特点等，使
大家对古琴艺术有了初步认识。又通
过深入浅出、略带诙谐幽默的话语，详
细讲述散音、按音、泛音三种音色的区
别，明确抹、勾、剔等弹奏指法，让每一
位参与者兴趣愈浓。为了有更直观的
感受，老师还现场弹奏了古琴著名曲
目，并教授具体指法。

琴韵古声 文化益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