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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童华岗 吴凌浩 薛暮嵘
陈心悦） 9月24日，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
中心与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4 第二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创新挑战赛智能视听专项赛在常州圆
满落幕。副市长蒋鹏举、区委书记沈
东参加活动。

本次大赛共有 44 支参赛队伍挑
战胜出，其中 6 支参赛团队荣获特等
奖、13 支团队获得一等奖、25 支团

队获得二等奖。硕橙（厦门）科技有
限公司等 3 支项目团队对接到合作
场景签约落户。活动现场为 4 支专
项赛特等奖、一等奖的项目团队颁
发了“龙城英才计划”绿色通道直通
卡。大赛组委会将配合常州市政府
挖掘人工智能场景在各个领域中的
创新应用，牢牢把握“人工智能+”行
动带来的新一轮机遇，将常州打造
成为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引领地和示
范窗口。

第二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
智能视听专项赛在常落幕

本报讯（何一智 孙姝）9月18日
下午，邹区镇王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收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先赔付的
10 万元台风理赔款，这也是台风“贝
碧嘉”过境后钟楼区完成的首笔政策
性农险理赔。

王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蒋
洪方告诉记者，公司共有 27 亩（1 公
顷=15 亩）大棚在台风中受损，50 余
亩农田受淹，受灾的大棚和农田主要

种植番茄等蔬菜。台风过后，公司第
一时间向投保公司报案，18日便收到
了第一笔赔付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18日，人
保财险钟楼支公司已接到农户报案130
余起，预计受灾面积1000亩以上。区
财政局将持续跟进农户受灾情况，联动
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启动查勘、定
损快速理赔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受灾农
户损失，尽快恢复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钟楼区首笔农业保险赔付到账

本报讯（何一智 陈妍 管栋超）9
月 22 日，6 辆由常州大华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理想L9二手
车顺利抵达白俄罗斯，总货值 215 万
元。这是今年商务部等5部委发布《关
于二手车出口有关事项的公告》以来，
钟楼区开展的首单二手车出口业务。

“中国二手车数量多、种类多、价

格优势强，尤其是新能源车，受到很多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认可，业务前
景巨大。”常州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谈立敏说。

今年以来，钟楼区外贸回升向好
的态势不断巩固。1—8月，钟楼区完
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36.5 亿元，同比
增长7.6%。

钟楼完成首单二手车出口业务

本报讯（薛岳）近日，省工信厅公
布了2024年江苏省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认定名单，钟楼区企业中科摩通的
JC-WL221008新能源汽车热泵集成
模块柔性智能生产线顺利通过认定。

JC-WL221008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系统柔性智能生产线产品首创采用
3D相机结合滤波算法，重复精度可达
到 0.01mm，实现了对高速传输线上

的不同产品进行快速检测，解决了产
线多品种无法快速检测的技术难题，
该产品还研发了六轴机器人带3D相
机检测新装置，解决了产线多品种卡
扣无法快速检测的技术难题，使生产
线柔性化多品种的指标显著提升，技
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钟楼已有16个产品获
评省首台（套）重大装备。

2024年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名单

中科摩通产线入选

本报讯（朱云捷 刘东洋）相知无
远近，万里尚为邻。江苏与青海，虽相
隔一千多公里，却写下了一段段“山
海”情谊。多年来，钟楼区和青海省班
玛县通过两地互访、产业协作、结对共
建、劳务协作、教育帮扶、社会帮扶、干
部交流等方式，奏响了一支共同富裕
的“协奏曲”。近日，青海班玛县 3 名
藏族姑娘来到钟楼区远洲酒店就业，
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在酒店为她们的到

来举办了欢迎仪式，并送上爱心礼包。
今年以来，钟楼区与班玛县协作

结下了丰硕成果。良茂商厦品牌粮油
展销中心“班玛农特产品展销馆”正式
揭牌；开展“钟楼—班玛携手共进”劳
务协作专场直播招聘会；区红十字会
捐赠资金30万元援助班玛县实施“博
爱家园”项目；深化村—村、村—企和
村—社会组织结对，携手打造苏青协
作乡村振兴示范村。

苏青劳务协作 赓续“山海”情谊

□吴凌浩 薛暮嵘

“这个手环对于我们家属来说，最
重要的是安心很多。”家住永红街道的
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家属秦先生由衷
地说道。秦先生所提到的“黄手环”，是
一种带有个人信息二维码的安全手环，
可有效降低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走失
风险。9月21日是第三十一个世界阿
尔茨海默病日。钟楼区钟蓝救援队今
年首次将“黄手环”项目引入常州，联合
街道、社区向特定对象免费发放，致力
于帮助到更多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

老人走失搜救难

阿尔兹海默症，这个无声的疾病，
正悄悄地将许多老人推向迷失的边
缘。《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显
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
而平均每天就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

其中72%的走失老人大多都出现记忆力
障碍情况。

搜寻走失老人的工作并不简单。他
们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可能在意识模糊
中与家人失散，短时间内就可能消失在
茫茫人海中。钟蓝救援队“黄手环”行动
负责人张昊回忆，今年上半年有一位阿
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家属报警求助，他们
和民警花了八九个小时才找到那位老
人，后来才发现他一直在家附近绕大
圈。所幸救助及时，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累计发放742个

穿着黄背心的志愿者，在爱心摊位
前耐心地向社区老人介绍“黄手环”的功
能……9月14日，在北港街道水杉路社
区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上，钟蓝救援队
的志愿者向符合条件的居民逐一发放

“黄手环”并登记相关信息。张昊说，目
前在钟楼区已举办了6场活动，共计发

放“黄手环”742个。
最初的发放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很

多老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抵触心理。“水
杉路那次活动，有一个老人胸口挂着有
他个人信息的牌子。这个老人展现出特
别害怕的心理状态，畏惧陌生人。”张昊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感叹道。老人会不愿
意去接触“黄手环”，家属那边同样不理
解。他说，有的家属会觉得“黄手环”是
不是会额外收费、会不会是诈骗，会不会
窥探病人隐私等等。为了消解种种疑
虑，志愿者不耐其烦地和患者、家属解
释，利用各种媒体做好“黄手环”项目的
宣传，让大众了解这个公益项目，让患者
接受并佩戴手环。

合力温暖回家路

“佩戴了‘黄手环’的老人，如果走
失，发现者可以扫描腕带上的二维码，手
机上就会显示出老人的个人信息和紧急

联系人电话。”钟蓝救援队队长田辉告诉
记者，因为黄色的手环比较显眼，如果市
民在路上看见佩戴着“黄手环”的老人，
可以上前善意地问一下老人的情况，扫
一下他手环上的二维码，如果老人确已
迷路，可拨打联系人电话或者报警求助，
这样或许就能挽救一个家庭。

田辉介绍，“黄手环”项目是钟蓝救
援队与常州人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的公益项目，除了和街道、社区联合推
广，还依托该公司的会员体系，在更广的
范围内将手环送到需要的老人手中，守
护他们的回家路。

作为救援队的一员，同时也是阿尔
兹海默病患者的家属，张昊特别能体会
这种病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我们想
让更多的人关注这部分特殊的老人，更
多的单位形成合力来一起帮助老人对抗
病魔，这也是‘黄手环’项目的意义所
在。”他说道。

742个“黄手环”守护老人回家路

□何一智 童华岗 李玲玲 陆士卿

69 岁的张文琴最近迷上了在家
门口打太极，她和十几个“拳友”找到
了一个打拳的好地方——草堂路南侧
尽头的小花园。秋天的花园内绿树成
荫，鲜花盛开，一顶白色的天幕下，露
营桌椅摆放整齐。小花园南侧，是碧
波荡漾的白荡河。“在这里打拳，舒服
呢！”张文琴高兴地说。

要走到这个小花园，必须经过草
堂路。虽然住在荆川里小区十多年
了，但是张文琴之前来草堂路的次数

“屈指可数”，她对这条曾经随意停放
汽车、到处充斥着卫生死角的“断头
路”印象并不好，然而如今这条路的变
化，让她感到兴奋和惊喜：道路通畅
了，街道整洁了，沿街店铺出新了，就
连之前很少见的年轻人也纷纷赶来草
堂咖啡打卡，过两天草堂路上还要举
办一场热热闹闹的“荆溪雅集——美
好社区人人市集”活动，让她对这条路
的未来充满期待。

格局：从杂乱到有序

从长江路进入紫荆东路，向西开
100 多米就能来到草堂路。刚到路
口，一块写着“幸福荆川里”的景观牌
格外引人注目。走进草堂路，道路东
侧划着整齐的车位，几辆汽车有序停
放。再往里走，一侧依次是瓦屋烘
焙、荆川食堂等沿街商铺和刚刚投用
的荆川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再往南
便是草堂咖啡和小花园了。另一侧，
一幅幅以怀旧为主题的墙绘，诉说着
时代的变迁。

荆川里小区的“土著”凌留英，对
草堂路的变迁也很有感触：“以前这是
条杂乱的小路，因为是断头路，所以这
里既是免费的停车场，又是免费的垃
圾场，汽车不好开，居民也都不愿意往
这儿来，看到就闹心。”凌留英回忆说，
草堂路南侧尽头有一处违建，路上隔
几米就能看到垃圾，有些地方每到夏
天就臭气熏天。

“草堂路虽然只有200余米，却连
接着荆川里和荆川里续建 2 个小区，
是不少居民出行的必经之地。”荆川里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裴美凤告
诉记者，随着居民求“变”呼声日益高
涨，2022 年起，借着老旧小区改造的
东风，荆川里社区多次牵头，联合周边
居民、商铺、交警部门协商，申请了“禁
停标志”，划定夜间停车位，安装了道
路监控，组织志愿者协助开展“清车行
动”，交警定时贴单，清理长期停放的
无主车辆，同时清理了卫生死角、拆除
了违章搭建，让草堂路的秩序重新恢
复通畅。

“道路通畅了，也变美了。”张文琴
最喜欢的，还是草堂路的小花园。裴
美凤介绍，为打造这个小花园，社区联
系了设计团队提供专业园艺指导，组
织居民们多方参与讨论，共同规划花
园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最终成为了
居民身边美丽的后花园。

功能：从单一到多元

草堂路要实现华丽转身，恢复秩
序是第一步，赋予其功能与文化内涵

是第二步。
每到中午11点，草堂路上的荆川食

堂就热闹起来。这里是社区的养老服务
助餐点，同时也为社区其他居民提供餐
饮服务。记者在就餐区看到，大排、肉
圆、红烧肉、鸭腿、炒土豆丝等30多种菜
肴荤素搭配，品种丰富，价目表上显示：
12元两荤两素、20元三荤三素。“我天天
在这里吃，凭老年卡还能在12元的基础
上再享受4元的优惠，8块钱就能吃到两
荤两素。”正在用餐的李老伯告诉记者，
以前要走出去近1公里才能吃到这样的
快餐，如今在家门口的草堂路上就能吃
到，实惠又方便。

李文霞是荆川食堂的负责人，今年
年初，她和曾经做过酒店大厨的丈夫一
起租下了这间面积约 300 平方米的铺
子，为居民提供餐饮服务。之前，李文霞
一度很担忧：“铺子不靠市口，里面又是
断头路。”但让她欣喜的是，随着草堂路
的改造出新以及功能布局趋于完善，再
加上食客们的口口相传，如今荆川食堂

平均每天能迎来100余名顾客，生意越
来越红火。

9 月中旬，荆川里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的正式投用，为草堂路又带来了新
的生机。草堂路得名于唐荆川先生读
书处——陈渡草堂，走进焕新后的社区
用房，荆川元素、草堂元素亦随处可
见。此外，在草堂路东侧围墙上，荆川
文化、家风、诗词和老物件等墙绘也向
路人展示了一幅绚丽的荆川文化长
卷。草堂路的行道树上，也悬挂了一些
荆川诗词彩灯，夜晚时分景色迷人。

特色：从传统到创新

张文琴惊喜地发现，最近草堂路
上出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
去荆川小食堂吃饭，更多的是奔着草
堂路上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草堂咖
啡而去。

在“小红书”上搜索草堂咖啡，能跳
出来好几十条图文信息。不少时髦的年
轻人手捧咖啡，在这家老小区的咖啡馆

打卡拍照，寻求“松弛感”。这家咖啡馆
里复古的家具、老款电视机、微微发黄的
磁带，无不营造出复古时尚的气息。徐
海浪是咖啡馆的负责人，也是一名设计
师。“我一直想做一间为社区配套的咖啡
馆，在与社区沟通后，我们决定共同打造
一家居民楼下的咖啡馆，吸引更多年轻
人走进老小区。”他告诉记者，咖啡馆开
业后确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
为老小区迎来了新的生机。社区咖啡馆
的出现，也让居民的生活方式出现改
变。“60 岁以上的老人只需要 6 元就能
点上一杯可以续杯的公益茶，75岁以上
老人免费喝茶。”徐海浪说，他最近还组
织了免费公益电影活动，居民参与积极
性很高。

“我们将不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模
式，更好地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不
仅让草堂路焕发新面貌，成为一条居民
争相打卡的幸福路，还要让更多的幸福
路出现在群众的身边。”永红街道党工委
书记张毅说。

草堂路：从闹心路到“民”星路

本报讯（田雨婷） 9 月 20 日，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常州市
钟楼区卫健局互联网分级诊疗合作签
约暨远程诊疗中心启动仪式在区公卫
中心举行，这标志着钟楼区在对接上
海优质医疗资源、打造区域协同医疗
服务升级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区委书
记沈东参加活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是
全国范围内唯一一所集眼科和耳鼻喉
科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
专科医院，在国内专业权威排行榜中

多次排名第一。今年年初，钟楼区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建立医
疗卫生领域战略合作关系，积极推进
区公卫中心 1 号楼的验收和硬件布
置。现场，钟楼区公卫中心——复旦
附属五官医院远程诊疗中心正式落地
试运行。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
门诊办互联网办主任谢诗蓉表示：“每
一次会诊都是对常州钟楼区下属医院
专科医生的一次专业培训，我们医院
也将对疑难杂症眼科、耳鼻喉科的患
者提供绿色通道，让老百姓获益。”

上海钟楼远程诊疗中心签约

本报讯（孙漪玮）9月19日下午，
历时4个小时，常州市第111例、钟楼
区第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邱先生，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顺利完成
274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的采集。
当天下午，携带着他生命温度的“生命
火种”，第一时间被送往患者所在医
院，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希望。

邱先生是钟楼区人，目前在北京
市大名围棋工作，2020年8月他报名

加入中华骨髓库，2024年4月上旬初
配成功，得知消息后，他无比激动，开
始有计划地进行身体训练，减少熬夜，
加强营养，始终让身体保持在最佳状
态。9月15日他从单位请假赶回常州
顺利入院接受捐献前预处理。当天，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戴
亚东，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蔡峰等到医院看望、慰问邱先生，并
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

“生命火种”为患者送去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