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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奕欣 周春兰）为促进
网格运转常态化、网格功效实体化，
11月27日，丁堰街道蓝山湖社区举办

“网格服务聚民心 矛调中心解民忧”
主题网格服务宣传活动。

活动开始，主持人向居民普及了
网格相关信息，带领居民认识各网格
配备的网格员，并通过趣味互动问答，
加深居民对网格服务的了解，激发大
家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活动现场，多个展位一字排开，
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及游戏体验。

“我们为居民解答关于网格服务的
相关疑问，反诈宣传、法律咨询、矛
盾调解等展位一应俱全。”第一网
格网格员包梦迪表示，活动通过政
策解读、服务申请，引导居民树立

“有困难找网格员 有矛盾找调解
员”的观念。

“互动转盘 转出网格安全感”“套
圈游戏 套出网格获得感”等小游戏，
让居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网格
服务知识，增进对社区服务的了解与
认同。

网格服务聚民心
矛调中心解民忧

□本报记者 李垚 通讯员 王羽柔

桌上摆着一张居民身份证，青年
志愿者刘海波拿着智能手机，帮助一
位老人注册反诈骗 APP——这是今
年戚墅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的
日常一幕。

戚墅堰街道持续打造“741”兵团
志愿服务队，各社区成立各具特色的
志愿服务队，让志愿服务更加制度化、
专业化，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和群众幸福感。

动员群众参与，组建专业服务队

“只要社区有文艺表演需求，团里
所有人都是抢着上。”花苑社区百花艺
术团成员、72 岁的是惠娟说，一年下
来，这支完全志愿演出的队伍要出演
节目100多场，基本周周要出节目，但
团员都乐在其中。

“我们社区建设各类活动空间，满
足居民不同需求，也为志愿者的服务
项目增加了硬件支持。”花苑社区居民
朱琴表示，社区把空置的空间开放为
艺术团、书画协会的练习场地，爱好者

们自发形成文艺志愿者服务队伍，形成
了良性循环。

既有耄耋老人，也有青春少年，大家
齐心协力服务在志愿第一线。街道先后
打造了“红领之家”志愿服务基地、初心
馆、小红馆、廉心亭、共享客厅等群众身
边的“志愿驿站”，加强对怡情书画院、小
花手工坊等社会组织的扶持，常态化举
办公益性爱心义卖、心理咨询、联谊互动
等志愿服务活动，为志愿者团队注入了
专业与活力。

依据社区现状，巧解急难愁盼

“不怕乱花钱！”站北社区80岁的孤
寡老人居方正，多年来退休金都交给社
区来保管，每个月自己只拿一笔生活
费。住在附近的志愿者陈爱林，平时常
来走访看望。

10年前，这位花钱大手大脚的老人
还背负着欠款，生活很是艰难；10年后，
在社区“红管家”的帮忙“管钱”下，老人
欠款全部还清，还盈余近7万元，家中添
置了家电家具。站北社区书记曹玉介
绍，社区2017年成立“心相伴”服务队，
提供家政、理发、微心愿等志愿服务，经

常组织老人开展活动。
隔河相望的圩墩社区新市民住户

多，如何让新市民住户和孩子们快速
了 解 常 州 、融 入 戚 墅 堰 ？ 圩 墩 社 区
2023 年起试点三方联动，让社区、社会
组织、志愿者“打成一片”，在社区内优
化禁毒教育基地、安全体验馆、反邪教
教育基地等，鼓励学生以“社区小管
家”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提升对社区的
归属感。

一年多时间，有100多名社区及周
边学生在此展示了垃圾分类、志愿队伍
建设、基层治理等议题的模拟提案，以小
小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家园建设中。

扩宽五社联动，营造青春氛围

今年暑假，河苑社区青少年志愿队
的队长王泽宇遭遇挑战。潢河支浜沿岸
的居民在公共绿地上种植蔬菜、堆放杂
物，他尝试与带头种植的老人沟通，却遭
遇拒绝。

“处理事情需要策略，千万别着急。”
社区党总支书记方雷邀请了老兵志愿队
的退伍老兵刘海波与王泽宇结成对子，
这对“河小兵”志愿者组合一同上门，通

过情感与道理的结合，成功化解了这一
矛盾。

社区青少年与志愿者通过结对合
作，共同参与志愿服务，这样的搭档模式
扩展了“741”志愿服务队伍的规模，也
让“五社联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场就位于幼儿园旁边，我们引导
学生参与轮胎创作绘画，孩子们在劳动
中收获快乐，也加深了对农耕文化的认
识和尊重。”河苑社区志愿服务体验项目

“合苑知耕农场”日前开园，宛沿河幼儿
园园长钱小丽说，这块沿河荒地现在充
满活力，不少青少年志愿者参与其中，成
就感满满。

“精心设计活动，采用个别沟通、角
色扮演、小组游戏、技巧训练、集体活动
等方法，将活跃在线上的青少年转化为
线下实际的志愿服务力量。”河苑社区工
作人员宋丽丽告诉记者，社区邀请了42
名青少年与185位老人结对，陪伴他们
阅读报纸、交流心声，微信群成员从130
多人增加到900多人。社区每次有志愿
服务活动，这群热情的青少年都是“秒
接”，甚至带着住在其他社区的同学朋友
参与。

打造“多元化”志愿服务队伍，共创“戚”彩社区

本报讯（李 垚 王 羽 柔 时 婷）
秋末冬初，菊韵飘香。常州经开区
首届社区菊花展日前在戚墅堰花
溪 街 道 开 幕 。 金 背 大 红 、国 华 红
旗、绿柳佛香、盘龙卓越、一品红等
品种绚丽绽放，打造野趣美景，融

入唯美秋色。
菊花以高洁、坚韧的品质，深受人

们喜爱，也是城市绿化美化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本次菊花展将推出“送绿
进社区”活动，宣传爱绿护绿倡议、家
庭养护知识等。

首届社区菊花展举行

本报讯（李垚 邱梁骏）为维护电
动自行车流通领域经营秩序，规范电
动自行车上牌行为，近期，常州经开区
市场监管局横山桥分局与横山桥交警
中队对辖区内 43 家电动自行车销售
门店开展联合检查，重点查看是否有
拼装、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再次明确电动自行车上路、上牌的相
关要求。

11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相关的
新国标实施，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及充电器不得销售。市场监管部门
将继续靶向发力，在生产和流通领域
巩固整治成果。

规范有序迎新规

联合检查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本报记者 李垚 孙婕
通 讯 员 丁文锦 赵玉涵

常州经开区占地 181 平方公里，
河网纵横交错、水系丰富，共计有
185 条河道，总长度约为 416 公里。
自 2022 年起，常州经开区全面启动
了全域幸福河湖的建设工作，以河长
制为核心，将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
复作为主要任务，推行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

记者获悉，迄今为止，全区已建成
黄桥港、五一河等65条幸福河湖以及
狄坂、奚巷等 8 个幸福小微水体示范
区域。这些“幸福水”，淌进百姓心田。

科学治水 浊流变清波

初冬时节，顺通河水清澈透明，新修
建的滨河廊道与整治后的生态景观相
融，林荫夹岸，不少游人漫步。不远处，
横林镇中心城区车水马龙、人声喧闹。

顺通河虽然不长，却穿过横林镇
的中心地段，流经多个居民区、商业
区、医院及学校，是一条典型的老街居
民密集区内河。以前，这条河因水质
问题遭到吐槽。如今，经过清淤、驳岸
绿化后，水清岸绿的新景让周边居民
都感到惬意。

横林镇农业水利服务中心主任劳
伯村表示，为扭转顺通河截污不彻底、
水质不佳、驳岸缺失的局面，河道综合
整治涵盖了源头控制、水质提升、岸坡
整治和生态修复等方面，显著改善了
河道及其周边的环境状况。“如今的顺
通河，成为不少居民绕路也要来散步
的好去处。”

“黑臭水体问题的本质是污水直
排，更进一步是基础设施不配套的问
题，尤其是沿河老街区域。”劳伯村说，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黑臭问题，此次改
造开展了控源截污工程，排入市政污

水管道，通过调蓄、节流等措施降低了溢
流频次，减少雨季污染物入河湖量。同
时对顺通河部分河段进行清淤疏浚。

长效管水 多方齐参与

“每天来这里巡河，心里有种说不出
的舒畅。”土生土长的横林小伙、“90后”
网格员张宇杰，见证了这两年水环境从

“脏”到“净”，并向“美”的持续转变。
每天上午 9 时，张宇杰都会巡查河

道。与其说巡查，不如说“找茬”。在手
机工作群上，他记录上传着自己的“巡河
日记”，遇到情况直接打电话或发微信，
交办给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处理。

常州经开区河网密布，从地理图上
看犹如毛细血管。全区以河长制为抓
手，吸纳民间力量加入，共同破解水环境
长效治理的盲点与难点。在潞城街道，
镇北河镇级河长孙燕每天都要花半小时
巡查河道，及时记录、反馈并处理问题。

“实时监测河道排涝与水环境，相关数据

纳入‘智慧水利’平台。”孙燕说，镇北河
与韩区河相通，当镇北河水位上升到一
定程度时，需要开启韩区排涝一站及二
站，减轻防洪压力，确保镇北河生态水位
在3.6米以下。

今年上半年，宋剑湖生态保护基地
正式对外开放，通过强化湿地司法和公
益保护，构建“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
法+社会化治理”相结合的生态检察模
式。在多方参与、全民协助的治水氛围
下，三山港、江南运河等39条一级支浜
水质优Ⅲ比例超过80%，骨干河道一级
支浜基本完成消劣。

以文赋水 打造新名片

千年芙蓉水，一脉贯古今。位于横
山桥镇梁家桥村周刘家村的芙蓉水文化
馆，占地650平方米，分为“古时芙蓉湖
治水造圩堤”“建国创伟业 水乡惠民生”

“循水促繁荣 芙蓉谱新篇”三大篇章，全
面展示与水文化相关的人员、事件、物

品，将水乡风情融入历史长河，凝聚村民
的乡愁，展现乡村的变迁。

近年来，梁家桥村围绕“水”字做文
章，选择了与村景融合的“亲”水改造方
案——在村内荷花塘东北侧设立亲水平
台，河塘周边打造出自然的乡间小径。

“景观堤岸步道具备防洪排涝的功
能，还兼具文化宣传的作用，深受大家
喜爱。”横山桥镇河长办主任刘涛说
道。从水域到水乡，再到农文旅的融
合，水已经成为芙蓉独特的文化符号。
结合螺蛳、荷花等元素，周刘家村打造
了“小螺姑娘”文化形象IP，规划了5大
空间区域、18 个节点，将田园风光与生
态环境相串联，推动了农业、文化和旅
游的融合发展。

“过去别人问起我住在哪里，都不好
意思提及。但现在，我非常自豪地说，就
住在周刘家村。”村民刘红伟表示，村里
水美如画，道路宽敞，房屋美观，时常有
游客来参观拍照。

幸福治水，淌进百姓心田

□本报记者 何奕欣
通 讯 员 梅嘉慧 吴伟丽

11月27日，走进遥观镇宋剑湖社
区南岸村，庭前屋后整洁干净，“白改
黑”后的村道宽敞平整，休憩广场上孩
子们嬉戏打闹，花坛边几位老人正坐
着聊家常。本月中旬，南岸村综合整
治提升工程已完工。

今年以来，遥观镇乡村人居环境
不断提升：苏南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
目一期完工，新南“星火文化长廊”、
南岸人居环境提升改造等 22 项村级
重点工程有序推进，洪庄社区获评
全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
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画卷
徐徐展开。

“苏南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一
期包括渔庄村马家头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前杨村、新南村美丽宜居乡村景观
提升，全域人居环境提升 3 个标段。”
遥观镇生态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工作人
员阚博超表示，遥观镇聚焦道路管护、
污水管网建设、景观节点提升、绿化提
升、垃圾清理等内容，持续提升村庄人
居环境和村民居住幸福感。

近日，渔庄村马家头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打造“两核、两
带、四分区”的生态布局。“围绕乡村服
务核、田园活力核，我们设计了生态资
源景观和田园生活场景展示带，划分
现代农业展示区、田园乐居生活区、文

化休闲康养区和农旅娱乐拓展区，展现
出渔庄村的生态本底、村民活力、文化内
涵与产业融合现状。”渔庄村党总支书记
马军表示。

“水泥路变成了柏油路，村口的高标
准农田平整连片，马路两侧种上了花草
树木，风景变好了，吃完晚饭在村里散散
步很舒服。”村民周明锋说。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挥农业优
势，渔庄村打造‘渔乐有你’观光游线，带
来农文旅结合的游览体验。”马军说，接
下来，渔庄村将进一步优化小菜园布局，
打造智慧农业，争创省级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并不断深化与各高校、中小学合
作，打造产学研融合实训点，为学生提供
接触田园生活、学习农业知识、了解现代
农具器械的交流平台。

宋剑湖社区南岸村北邻圩墩公园，
南靠宋剑湖，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随着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南岸村外来人口
加速聚集。南岸村房屋年代久远，道路
破损严重，局部地区时有内涝，公共厕所
和垃圾桶等卫生设施陈旧，公共休憩场
所不足，这些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着村民
的生活居住体验。”宋剑湖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刘继宗表示，
从去年年底开始，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走
访调研，规划整治提升方案，村容村貌有

了显著改变。
“今年的变化是最大的，小菜园很整

齐，路面干净了，公厕不再有味道，家门
口都铺上了水泥。小广场尤其漂亮，孩
子们特别喜欢去。”村民单建勇表示，村
入口处竖立了显著的标识，湖牛喘月的
典故铭牌、柏油路上“宋剑湖三宝”的彩
绘都与遥观息息相关，很有归属感。

据了解，宋剑湖社区接下来将进一
步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发放“人居环境倡
议书”，倡导居民爱护环境，联动城管、网
格员等力量不定期巡查，有力监督乱堆
放等不良现象。

11 月下旬，新南“星火文化长廊”
正式开工，以新南村革命烈士王玉如纪
念碑为起点，村史馆为终点，文化长廊
步道依三山港而建，全长约1千米。“融
入退役军人、司法廉政、党建引领等元
素，我们设计了沿途的“打卡”节点，让
百姓在茶余饭后休息散步的同时，也感
受到新南村的历史文化底蕴，不断赓续
红色血脉。”新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赟表示。

今年，新南村理水修路、翻新建筑、
优化空间、完善设施，持续提升村庄环
境。“我们对村内水塘、河道进行清淤，修
缮驳岸，提升河塘景观。在滨河东南侧
路段新建沥青道路，修补乡村内部混凝

土道路面层。清理宅前屋后，刷新建筑
外立面。”王赟介绍。

在此基础上，新南村计划打造“一站
式田园观光体验”，通过 2.5 公里的“星
火之路”游线，串联以党建服务中心为核
心、汇集“丰收芳田”“渔乐钓场”“河畔驿
站”“星空影院”“两岸风光”“初心菜园”

“党民共建林”7大节点观光线路。
“我们将重点打造河畔驿站、渔乐钓

场2处节点，引入河畔咖啡馆、星火美术
馆、手作文创店及光伏发电项目。依托
此线路，可以提供研学、垂钓、文创、手作
等多元体验，为村集体经济带来更多收
益，实现生态之美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
振。”王赟表示。

今年，遥观镇围绕生活垃圾治理、农
业废弃物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6大指
标，对辖区内各自然村摸排汇总，清杂河
塘，修理岸线，提升入村主干道景观，清
运垃圾，新建公厕，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致力于打造整洁舒
适、生活气息浓郁的宜居乡村。

接下来，遥观镇将聚焦整治难点，健
全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和参与度。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改
善村庄环境，打造生态和谐、产业丰富、
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人居环境“细梳妆”美丽乡村“着新装”

本报讯（刘懿 杨婧瑜 丁文锦）
记者近日获悉，位于横山桥镇五一村
的田园综合体——陌上青绿项目建设
进度已接近一半，将于明年正式亮相。

“陌上青绿”占地面积约7.5万平
方米，构建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核心
的田园综合体，重点打造桐星小院、喜
柿林等“三环六区十景”，实现产业融
合、文化焕活、乡旅共建。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两个月的平
整，过去相对松散的小田已经连成片，
7.3公顷的农田中已撒了麦种。静谧的
桐星小院隐在稻田之后，这里将打造五
一民俗文化馆，配置自助图书馆、阅览
学习中心、创意茶饮、咖啡轻食，为市民

游客提供日常休闲、文娱的社交空间。
“被青山绿水、稻田水塘环绕，因

而得名‘青绿’。”五一村委委员刘炀介
绍，“陌上青绿”既是展示五一村特色
文化的窗口，也目标成为常州经开区
的田园会客厅。

近年来，五一村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和基础优势，围绕生态优、村庄美、
产业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六大
内涵，打造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现代
美丽乡村。五一村党委书记徐洁表
示，五一村将以田园综合体和生态循
环农业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挖掘和
传播乡村民俗文化、提升农村经济活
力，助推乡村振兴。

五一村：
打造“陌上青绿”田园综合体

本报讯（李垚 赵玉涵）当前是外
来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种子
成熟期。记者从常州经开区农业农村
工作局获悉，全区范围内正开展“加拿
大一枝黄花”集中清除行动。截至目
前，通过人工铲除、机械挖除、化学除
治等措施除治面积1320亩。

“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于北美，
在江苏分布较广，花形色泽亮丽，具有

繁殖能力强、传播途径多、扩散范围广
等特点，极易侵占其他植物领地，如不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严重破坏生物
多样性，威胁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农
业生产安全。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农工局组织
相关部门，加大对田间地头入侵物种
的监测和巡查力度，鼓励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防治工作。

除治“一枝黄花”守护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