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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钟萱） 11月18日，钟楼
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钟楼区委
主要领导调整的有关决定。市委书记
陈金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陈翔宣读有关决定。

省委批准：李超鲲同志任常州市
钟楼区委书记。

钟楼区委书记李超鲲作了发言。
李超鲲表示，近年来，钟楼区全面落实
市“532”发展战略，锚定“长三角一流
现代化城区”奋斗目标，全力推动“四
大功能区”建设，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改革举措，出台了一批惠民利企
的政策措施，干成了一批打基础、利长
远的实事好事，攻坚了一些事关全局、
制约发展的大事难事。接过钟楼事业
的“接力棒”，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传
承好历届党委政府的优良传统，向组
织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坚定不移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抢抓“两湖”创新区和新能源
之都建设的历史机遇，以“一域之光为
全域增色”的大局意识，把感恩奋进体
现到全面落实“532”发展战略的火热
实践中。

坚定不移抓发展，打造现代化产业
体系、强化科技创新、统筹城乡融合、筑
牢安全底板，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责
任意识，把砥砺前行体现到系统提升

“四大功能区”建设的生动实景中。
坚定不移惠民生，把一项项民生

期盼变成工作落实的清单，把企业家
们一条条建议诉求变成攻坚突破的举
措，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以“一枝
一叶总关情”的答卷意识，把人民至上
体现到全力实现“钟楼人民诗与远方”
的美好愿景中。

坚定不移守纪律，坚守廉洁底线、
扛牢“两个责任”、坚持民主集中制，以

“一言一行皆有界”的底线意识，把心
有所戒体现到营造实干为先、实绩为
要的干事氛围中。

宣布钟楼区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

钟楼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

本报讯（薛暮嵘） 11月18日，区
委平安钟楼建设及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
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珠海驾车冲撞行人案件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及省委、市委相关工作要求，研究
部署下阶段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区委书
记、区长李超鲲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超鲲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高
度重视。全区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珠海驾车冲撞行人案件
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市委相关
工作要求，杜绝看客心理、松懈心态、
麻痹思想，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
住”的责任感紧迫感，举一反三、全面
检视，维护社会稳定，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安全感。

要在风险排查上清仓见底。处置
化解矛盾时要发挥协同联动合力，推动
分类实质化解，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和问
题化解在基层、处置在源头。要提升增
量风险的提前预警能力，丰富基层感知
手段，形成“村居吹哨，部门报到”的工

作机制，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要树立平稳安全的目标导向。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
要求，不断拧紧安全责任链条，把每
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工作都抓紧抓实
抓到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平安稳定的环境。坚持把推动
平稳安全工作作为锻炼干部队伍的
重要抓手，推动全区上下走好群众路
线、锤炼工作能力、改进工作作风，努
力锻造出一支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

要在工作推进上注重方式方法。
各板块要推动力量下沉，全面深入一
线、直面群众。各相关单位在挤压犯罪
空间、形成有力震慑的同时，更要树立
文明向善的社会新风，通过盘活利用社
区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
公共空间，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强
化困难群众救济帮扶，引导群众合法合
理表达诉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在钟楼感
受得到城市温度、社会温情。

区委平安钟楼建设及
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王超凡） 11 月 12 日，
2024（首届）认证赋能江苏高质量发展
大会传出好消息，中煤科工常州研究院

（常州股份）被授予“品质领跑企业”荣
誉称号，全市唯二。大会由省发改委、
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指导，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主办，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南京分中心承办。

常州研究院（常州股份）以“智能
矿山引领者”为目标，坚持“做精做强”
主业，深耕矿山智能化安全管控、生产
过程控制等领域。多年来，常州研究
院（常州股份）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成
品检验，每一环节都严格遵循标准，确
保产品稳定可靠。

中煤科工常州院获
“品质领跑企业”称号

本报讯（孙景辉）近日，由常州西
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220kV
330MVA华能玉环2号海上风电项目
低频变压器一次性顺利通过试验，为全
球首个应用220kV柔性低频输电技术
的海上风电项目奠定了核心装备基础。

华能玉环 2 号海上风电项目位
于浙江省玉环市附近海域，规划建设

36 台 1.4 万千瓦风电机组，总装机规
模 50.4 万千瓦，年上网电量约 16.9
亿千瓦时，是浙东南最大的海上风电
项目。在该项目中，西电常变成功研
制 出 三 相 一 体 结 构 的 220kV
330MVA 低频变压器，它与以往的
220kV单相结构不同，极大地提升了
设备紧凑性和效率。

钟楼匠心“智造”

助推海洋输电走向深蓝

□吴凌浩 童华岗 戴欣岚

基层治理之家、社工培育之家、社
会组织发展之家、社区志愿者集聚之
家、社会慈善资源融合之家……2021
年，常州市首批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以下简称“社工站”）挂牌成立。3年后
的今天，社工站已经在全市落地生根。

在钟楼区，社工站的遍地开花也
凝练出了蕴含钟楼特色的品牌——

“钟爱一家”。围绕该品牌，区委社会
工作部依托“五社联动”（社区、社工、
社会组织、社会慈善资源、社区志愿
者）机制，构建了区社会工作支持中
心、镇（街道）社工站、村（社区）社工室
三级平台五大阵地。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2023 年，
钟楼区全年培育包括 8 家 4A 级及以
上社会组织在内的 14 家各类社会组
织，总计已有307家，每年平均开展志
愿服务 3516 场。2023 年以来，共募
集慈善互助基金近1500万元。钟楼
社会工作正砥砺深耕，履践致远。

萌芽：社区打下“第一根桩”

沉甸甸的数据背后，是钟楼多年
来对基层治理、对社会工作的不倦追
求。

2019年，荷花池街道成立了全市
最早的社区建设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这也是社工站最早的雏形。荷花池街
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陈妍婧介
绍，这个平台在建设之初就致力于打
造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主
体交流互通、项目承接的桥梁，为2年
后如火如荼的社工站建设打下“第一
根桩”。

共享服务平台成立之初，北大街
社区率先通过该平台与首批入驻的2
家社会组织福之鑫养老、悦心养老取

得联系，在双方多次沟通后，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2家社会组织走进北大街社区，
开始为社区老人提供包括身体检查、理
发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

时光飞逝，到2021 年时，荷花池街
道的社区建设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经入
驻社会组织50家，爱心企业10多家，平
台案例也入选了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创新
试验区示范案例，荷花池街道社工站在
此基础上建成。而此时钟楼区 7 个街
道、1个乡镇已全部建成了社工站，8个
社工站牵头全区551支志愿队伍年均开
展3516场志愿服务，群众参与人数超过
10万人次。

除了各种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社
工站的出现也为基层治理增添了新的动
能。2021年，永红街道社工站率先试点

“三社联动”，让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
愿者“打成一片”。“三社联动”的出现，让
之前困扰社区的各种矛盾迎刃而解。在
永红街道陈渡新苑小区，这里的绿化一
度成为居民的菜园，毁绿种菜行为屡禁
不止。这一现象引起了永红街道社工站
的关注。站长查文瑛告诉记者，考虑到居
民的种菜需求，社工站联合聚益社会服务
中心、居民志愿者，改造了社区3楼约200
平方米的闲置阳台，将其打造成居民的

“空中花园”，有种菜需求的居民可以报
名免费认领一小块“责任田”。借助多方
资源，让闲置阳台焕发了生机，联动的能
量也在更多民生项目中崭露头角。

发展：三级平台全域覆盖

社工站建立后，如何破解基层治理
覆盖面不广、效能不高等诸多难题成为
当务之急，各乡镇、街道社工站都在积极
探索。五星街道御水华庭社区致力于打
造“人人社区”，组建“人人志愿者”队伍，
提供便民服务。新闸街道荷园社区制作
志愿积分卡，社区志愿者可以用志愿所

得积分去积分超市换取生活用品。在一
次次探索实践中，社工站的社工们也常
常会头疼社区需求与爱心企业资源、社
会组织服务不匹配的问题。

永红街道陈渡新苑社区内老年人较
多，社区对于助老型社会组织的需求量
很大。一家致力于服务大学生就业的社
会组织主动与社区对接，但由于本身专
业方向与社区需求并不一致，所以在项
目落地中出现了效果不佳、传播力弱的
问题。于是，在街道社工站指导与资金
扶持下，由社区志愿者组建的志愿服务
队成功孵化为益万家义工协会，在社区
内开展“花样乐活”助老服务，打造社区
里的老年大学。陈渡新苑社区社工室负
责人刘进丽告诉记者，正是社区志愿者
与社会组织的巧妙联动，才有如今的“花
样乐活”。

“五社联动”横向融合五大社会力
量，纵向上加快构建三级平台。区级“钟
爱一家”平台负责五社联动方案制定与
实施，镇（街道）社工站组织五社联动服
务项目的孵化与实施，村（社区）社工室
打造社区品牌，整合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社会组织、社会慈善资源等多方力量
开展各项服务。

硕果：构建“暖治理”样板

一横一纵，拓宽了“钟爱一家”品牌
的广度与深度，也让“五社联动”在钟楼
收获了累累硕果。

走进五星街道龙星路社区，穿过林
荫道，一块自然又富有童趣的绿地出现
在眼前。这是龙星路社区与湖畔自然教
育这一社会组织合作开发的儿童自然教
育场所，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通过制作蚯
蚓塔来触碰自然奥秘，可以亲手锯开木
桩，也可以给昆虫搭建巢穴，俨然成为了小
区儿童的“自留地”。街道社工站工作人员
冷静静告诉记者，龙星路社区新建高层小

区较多，70％的居民是青壮年，少年比例较
高，所以社区致力于打造“儿童友好社
区”。目前，该自然教育场所已开展10场
活动，吸引了200余人次的参与。这块“自
留地”曾经是一块“三不管”的沿河荒地，为
了变废为宝，社区引入了湖畔自然教育这
个专攻青少年自然教育方向的社会组织，
同时调动社会慈善资源参与其中，解决资
金短缺问题，共同将荒地“焕新”。在每一
场活动中，街道社工站、社区社工室都会组
织社工、志愿者参与，五股力量拧成“绳”，
一起为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不久前投用的荷花池街道为民服务
中心，更是钟楼“五社联动”的样本之
一。中心结合了西新桥二村社区、3 家
不同专业方向的社会组织、慈善超市、社
工及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将其打造成了
便民服务“综合体”。“我女儿自从养了兰
花，越来越愿意和我沟通了！”居民吴桂
生很是欣慰。他的女儿是三级精神残疾
人士，多年害怕与人接触。自从开始养
兰花，女儿也变得开朗起来。“社工和志
愿者会在为民服务中心的阳光花房内教
她兰花种植技术，种好的兰花也会由兰
邻文化发展中心这个社会组织进行回
购。”西新桥二村社区社工室工作人员吴
颖洁说道。除了兰花助残，为民服务中
心还有慈善超市、社区食堂，整个正向的
助残循环正是“五社联动”土壤中结出的
硕果。

“‘五社联动’不是‘五社’各打锣鼓、
各行其是，也不仅仅只是各方结对的物
理整合，而是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商
共享的良好动态协作模式。钟楼区将围
绕多元主体协作、价值理念协同、联动平
台建设、资源配置优化、联动机制完善等
方面深化路径探索，进一步推动‘五社联
动’机制创新，擦亮‘钟爱一家’品牌，让

‘五社’持续‘联’起来、‘动’起来。”区委
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张鸣如是说。

年均开展志愿服务3516场，累计募集慈善基金超1400万元

钟爱一家：“暖治理”的钟楼样板

□本报记者 吴凌浩 童华岗
通 讯 员 张政 沈彦冰

沿卜泰河分支车行 2 公里，就到
了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以下简称

“佳农探趣”），园区里秋游的学生人
头攒动，一辆辆大巴停满了停车场。
钓龙虾、赶小猪、挖野菜、摘水果、赏
蝴蝶……花样繁多的农文旅项目吸引
着学生走入这座大自然的乐园。

坐落于邹区镇的佳农探趣占地约
600亩，是一家集科普教育、休闲娱乐、
农家餐饮于一体的生态乐园。10年前
佳农探趣项目启动时，总经理王丽萍的
心中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将这
片土地打造成中国的乡村“迪士尼”。

教育的初心

2014年，王丽萍与丈夫租下了邹
区镇3个自然村600亩土地，“70后”
的她告诉记者，他们两人小时候都在田
野中成长，而下一代却来到了城市的钢
筋水泥森林，没有在田野上游玩的经

历，于是夫妻二人下定决心，要将眼前这
块田园打造成城市儿童的乡村乐园。

第一把锹先落在了外圈的100多亩
农田上。佳农探趣重新贯通了水系，种
上了千棵树，打造了呱呱谷、蝴蝶馆、稻
香渔场等特色区域，让王丽萍没想到的
是，第一笔投资就交了不少学费：树木存
活率不足3成，蝴蝶一批批撞墙自杀，呱
呱谷项目更是几近破产。“建造呱呱谷
时，我们买了10万尾黑斑蛙幼苗，结果
黄鼠狼、白鹭频繁光顾，幼苗几乎全军覆
没。”王丽萍回忆创业初期时说道。

有一篇课文叫《小蝌蚪找妈妈》，但
很多城市里的孩子是没有见过从蝌蚪到
青蛙的生长过程的，呱呱谷的初衷正是
想建设一个让课文变成现实体验的自然
教育馆。尽管初期出现了问题，佳农探
趣依然坚持初心，没有放弃呱呱谷，王丽
萍专门聘请了安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授，同步指导养殖，最
终呱呱谷建成，树木的存活率也大大提
升，蝴蝶馆中的蝴蝶也能繁衍生息，佳农
探趣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乐园再升级

2016年开始，在呱呱谷、蝴蝶馆等科
普区持续提升的基础上，佳农探趣又尝试
引进蚯蚓，搭建一个从生物到餐饮再到生
物的健康内循环，并不断丰富园内游乐项
目。“佳农探趣的理念就是以科普园为核
心，引进游乐设施，让佳农探趣的游玩体
验更加丰富。”王丽萍说。现在的佳农探
趣内，既有碰碰车、海岛船、飞椅等传统游
乐项目，又有摸鱼钓虾、豆腐坊、草木扎
染、小猪快跑等农村体验项目。

乐园升级后，如何让更多的客人走
进来成了一个问题。佳农探趣首先将目
标定位在家庭市场，主打亲子休闲体
验。佳农探趣又进一步拓展到了学校课
外实践活动领域，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学
校提出品格教育、劳动教育等课外教学
的需求，佳农探趣进行课程定制，目前已
经为各个学校点对点开发了包括野菜课
在内的 60 余门课程，合作单位不乏南
京、苏州等地的学校。

2018 年，佳农探趣被评为“2018—
2022年度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2019
年，佳农探趣全年游客达到10万人次，营收
额破700万元，2022年更是入选全国农耕
文化实践营地推荐名单。十年时间，佳农探

趣获得荣誉61项，其中国家级荣誉7项。

绘出新蓝图

除了文旅方向，佳农探趣还在农业产
品销售上大展拳脚，因为园内的鸡、鸭、
猪、鱼都是纯天然养殖，游客们临走时总
喜欢买一点“土货”带回家。佳农探趣把
握其中商机，推出了自营农副产品售卖平
台，在置办年货时，乐园的农产品都很俏
销，每年能带来200多万元的营收。

此外，佳农探趣近年来还开展了夏
令营活动和研学活动，今年就有800多
名孩子参加夏令营。每个月，佳农探趣
都会有去南京、镇江、苏州等地的研学
团，特色覆盖教育、休闲、历史等多个领
域受到家长的好评。

在成绩面前，王丽萍带领的佳农人不
断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在佳农探趣的
东南角，一片100亩的土地上正孕育着新
的希望，这里未来将打造成常州最大的水
上森林，还会引入各种水上活动项目。

“（水上森林）目前已经进入设计阶段，未
来会种满挺拔的水杉，还会有竹筏、空中
步道等各种体验项目，不仅小孩喜欢，大
人也会喜欢。”王丽萍表示，佳农探趣也
在不断地探索前行，争取从亲子乐园拓
展为覆盖全年龄段的农文旅乐园。

常州市佳农探趣科普体验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丽萍：

十年磨一剑：打造农文旅融合乐园

“第一次现场体验中国的民乐演
奏，太美妙了！”11月12日晚，南市河
历史文化街区传来古筝、二胡、长笛
等民族乐器的交织回响，来自美国的
女高中生Lynn一边拍摄、一边兴奋
地说道。从9月开始，在南市河“常州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网红墙前的凉亭
内，每晚都有身着汉服的乐手忘我演
奏，《青花瓷》《兰亭序》等流行音乐被
民乐演奏出了别样韵味。当晚，21名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尼古拉斯高中的
师生体验了这场国风音乐会。

何一智 朱丽雅 孙歆雅
夏晨希 张鑫 图文报道

（A8大图，组）网红亭里的民乐会

本报讯（鲁宁）近日，工信部节能
与综合利用司发布了第一批符合《机
电产品再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公
示名单，由钟楼区工信局推荐的常州
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宝钢轧辊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入选。此次入
选公示名单的国内企业共计24家，江
苏共3家企业入选。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理和翻新，而
是循环经济“再利用”的高级形式。与
制造新品相比，再制造产品可节省成本
50%、节能60%、节材70%，生产过程中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 80%以上，几
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区工信局将推动
更多钟楼企业打造响亮的“再制造”品
牌，走“资源节约型”发展之路。

符合《机电产品再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

钟楼2企业入选

启新程启新程 开新篇开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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