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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陈秋霞 王璐）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近日，天
宁区残联联合天宁区妇联、天宁区检
察院、茶山街道办事处、常州市精协等
部门，在清凉二社区古树新亭开展了

“文化进社区——国际残疾人日”以及
“国际宪法日”主题活动。

当天上午，居民和残疾朋友们早
早聚集于古树新亭广场，随着市精协
孩子们精彩的文艺表演，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孩子们用他们的歌声和舞
蹈，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赢
得了观众们持续不断的掌声。残疾
朋友的多项文艺表演，传递出自强不
息、乐观自信的精神，更加激励广大
残疾人勇于克服困难，创造更美好生
活的信心。

活动中进行了有声读物、盲文书
籍、信息无障碍设备捐赠活动，这些书
籍和无障碍设备将丰富残疾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现场开展的普法宣传教育暨关爱
残疾人志愿服务集市活动设置了多
个便民服务摊位，为居民提供免费的
健康咨询、法律咨询、理发、磨刀、按
摩等贴心服务。“我们平时也受到居
民的照顾，今天有机会也要回馈居
民。”残疾人志愿者们热情周到的服
务让居民们在冬日里感受到了温暖
与关怀，也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
距离。

活动还为残疾人安排了一场无障
碍电影，让视障、听障等残障人士也能
够无障碍地享受电影艺术。

天宁举办国际残疾人日活动

本报讯（汤怡晨 阎珏汝）昨天下
午，在茶山街道清凉二社区的阳光馨
愿残疾人之家，今年55岁的残疾人邹
雪丹坐在长桌前，熟练地梳理着手中
的数据线，将它们捆扎包装。长桌的
四周，坐着10多位和邹雪丹一样的残
疾人，他们也都正专注于手中的工作。

“我们几乎每天都来，今年这里的
新项目收入比过去高多了。”邹雪丹
说，她是2017年第一批加入阳光馨愿
残疾人之家的成员，过去他们接触了
种菜、养殖菌菇、包装尿不湿等许多项
目，但每个月收入最多也只有 4 到 5
百。“现在这个给数据线包装的项目，
我一个月收入能有 2000 多元，是过
去的4倍还多。”虽然手上的活一直没
有停，但提到收入，邹雪丹开心得合不
拢嘴。

“嘟嘟——”伴随着汽车的鸣笛
声，一辆面包车停在了门外，司机周师
傅下车后熟练地将门口堆放的一箱箱
包装好的数据线搬上了车。

“这是爱心企业来取货了。”阳光馨
愿残疾人之家党支部书记姜国宝告诉
记者，今年他们依托共建单位成立阳光
馨愿乐业工坊，乐业工坊将爱心企业的
加工车间“外挂”在“残疾人之家”，这种
模式既方便残疾人就近就便实现就业，
也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如今，乐业
工坊已经成为一个集技能培训、就业推
荐、岗位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就
业服务平台，已有两名从事辅助性工作
的残疾人通过自身努力和专业培训，

“转正”为企业职工。
“为了满足残疾人的多样化需求，

我们还对社区残疾人一人一案制定各
类服务。新设园艺种植、工艺制作、网
络直播等辅助性就业项目。”姜国宝表
示，后续阳光馨愿残疾人之家将继续
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推动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扶持政策全面落实，在残
疾人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形式、项目扶
持上精准发力，高质量实现残疾人灵
活就业。

把车间“外挂”到残疾人之家

“家人们”的收入翻了四倍

本报讯（宋婧 曾琴）“老年人居
家适老化改造最后两天啦！有意愿申
请的叔叔阿姨，可以到社区登记，或者
下载苏服办App在线申请，最高可享
受80%的政府补贴……”11月28日，
同济桥社区便民服务站开启了一场
以“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为主题
的直播，不仅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在线
关注，更是社区创新服务模式的一次
有益探索。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业
务“云”资讯“云”办理，同济桥社区打
破传统宣传方式，社区工作人员化身

“主播”，针对近期热点议题和社区高

频办事项目进行讲解，开启“政务+直
播”服务新模式。此外，社区还以邻里
节为契机，将直播间搬到居民家门口，
线上线下同步宣传，进一步扩大政务
服务的覆盖面。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同
济桥社区将继续深化政务直播服务，以
网格为单位，轮流开播，每期直播由网
格员和条线工作人员担任主播，对具体
政务项目和惠民政策进行宣传讲解。
针对行动不便或现场办理有困难的居
民，社区还将提供上门帮办代办服务，
开展私人定制服务，确保每一位居民都
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社工直播带“业务”
解锁服务新技能

本报讯（李珧） 近日，电视剧《小
巷人家》以其平凡市井中的温情与成
长圆满收官，令人回味。而在茶山街
道的清凉新村第一社区，同样的温暖
与烟火气也在夜幕下的老新村中氤氲
弥漫。

11 月 29 日下午，茶山街道文化
站携手清凉新村第一社区，精心筹备
的“‘来社区串门’友邻生活节”开幕。
活动现场共设五大区域，精彩纷呈：

“串门乘风区”，大树打卡墙与龙城印
章打卡点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居民驻
足留念；“串门看个展”宛如一场视觉
与文化的绮丽盛宴，扎染、漆扇和国风
文创钥匙扣展览琳琅满目；“串门音乐
会”多元表演汇聚，为邻里搭建起温馨

的互动平台；“串门趣组局”以反诈问
答搭配套圈游戏，寓教于乐；“串门淘
宝街”设有美食品鉴、常州特产、手工
艺品区以及睦邻茶语小站等 20 余摊
位，美食与好物琳琅满目。

此次生活节选址老新村，集文
化、娱乐、购物于一体，旨在打造居民
区热门IP，携手周边商家共创全新生
活体验，为居民搭建幸福桥梁，共享
美好生活。活动现场，清一社区还联
合残疾人社会组织——翊丞助残服
务中心，在寒冷冬日为居民送上暖心
茶饮。

“远亲不如近邻。”清一社区书记
章雨婷说，期望通过邻里节，让居民们
相聚一堂，畅叙邻里情长。

“来社区串门”

本报讯（凃贤平 陈凌虹） 最近，
雕庄街道清溪人家小区有一位 80 多
岁的独居老人，下午一点透析回到单
元门口时，有居民发现他脸色发白，手
臂上好多血，觉得情况不太好，就打电
话给清溪村党委书记汤娟凤。“我们网
格社工立即联系他儿媳回来开门，我
在 15 分钟内带了社工和物业人员上
门。上门一看，老人已经大小便失禁，
大家帮着一道处理，避免了意外事件
的发生。”

汤娟凤说，老人身体恢复后还特
地来村委感谢社工。当居民在微信群
知道后，也为社工点赞。

自从提出15分钟内回应民情民意，
汤娟凤带着社工为居民解决了大大小小
200多件事情，处理了邻里矛盾、物业矛
盾、维修赔偿、楼道卫生、装修噪音、电梯
故障、公共设施改造提升、帮助就业等各
类问题。

“15 分钟内回应民情民意，最早是
我在泰和工作站工作给自己定下的规
定。”汤娟凤说，居民和社区联系以电话
和微信联系为主，她会把自己的联系方
式第一时间发在居民群。为避免漏掉居
民的咨询信息，她设置了信息提醒，且
24小时不关机。

现在，清溪村每个居民微信群，都

会有一名“驻群”社工。首先是社工回
复，如果他们在忙的话，汤娟凤就会及
时“补位”回复。事情办好后，她和社
工又会把照片、结果及时发布，形成
居民反映、社区落实、社区反馈的工作
闭环。

为什么要提出 15 分钟内回应民情
民意？15 分钟，对着急的居民来说可
能觉得很漫长，但对于事务繁忙的社工
来说却是非常严苛的一件事，这要求社
工必须具备高度的应变能力和工作效
率。可持续的高强度工作又会让社工
感到焦虑、疲惫。通过汤娟凤的传帮
带，现在社工们越来越清楚如何解决不

同情况的问题：有的需要协调不同的部
门，有的需要团队共同合作，有的需要
链接不同的资源……清溪村正在打造一
支有责任、效率高、多面手、高情商、能
干事的社工队伍。

汤娟凤还看到 15 分钟内回应民情
民意带来的更多积极效应。“虽然在群里
只是回复某一个居民，但是其他居民也
会看到，事情解决了，就能得到一群居民
的认可，这样也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群
众基础。现在当社区需要各类志愿者的
时候，就会有一大批的居民积极报名，而
且还主动出谋划策，大家一起来共建美
好家园。”

清溪村15分钟内回应民情民意

本报讯（凃贤平） 推出创意菜
品、开发养生套餐、营造社交氛围……
在当今的餐饮行业中，年轻人无疑成
为了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口味、消
费习惯以及对美食的期待都在不断
塑造着行业的未来。近年来，天宁的
很多美食老品牌为了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通过创新来圈粉年
轻人。

常州文笔山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有文笔山庄天宁店和新北店两家。
天宁店位于千年古刹天宁寺的东侧，
北依红梅公园，是一家经营了 25 年
的常州本土老牌传统餐饮名店。“我
们立足传承正宗常州本邦菜系的基
础上，融合了粤菜和淮扬菜系，不断

推出适合年轻人口味和消费习惯的创
意菜品，比如灌汤小黄鱼、盐水乳鸽、
笋壳鱼肚肺汤等。”常州文笔山庄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俊烨说，在用餐环
境上也有变化，正在对餐厅进行局部
改造，改变了以往传统中式的装修风
格，以轻奢风格迎合年轻人当下的新
审美。

丽华快餐 1993 年创始于常州，历
经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知名的中
式快餐企业。“过去是吃得饱，现在是吃
得健康，尤其是年轻人注重营养均衡，
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丽华快餐总经
理蒋建新说，年轻人喜欢的减脂餐采用
水煮工艺，轻奢套餐搭配粗粮和点心，
在这个基础上，丽华快餐开发了季节性

的养生套餐，有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比
如鱼鹅双拼砂锅、养生猪肚鸡砂锅、鱼
羊鲜砂锅等冬季暖胃系列砂锅。同时，
企业还根据季节和节日等因素，推出限
时优惠和特色活动，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和参与。

园外园汤团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继大娘水饺、丽华快餐之后，现在常
州的园外园汤团也走向了全国。近年
来，园外园汤团借助互联网成功“出圈”，
从地方小吃变身“网红美食”。江苏园外
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陶翠萍说，市民
一般是喜欢煮汤团、蒸汤团这两种吃法，
但现在网友借助社交媒体不断晒出园外
园汤团的新吃法，并争相“打卡”。她详
细了解后，发现竟然多达10多种吃法：

选用红小豆或者黑芝麻馅的汤团做成脆
皮冰汤团，选用荠菜、萝卜丝、鲜肉馅的
做成火锅汤团，选用红小豆馅的汤团做
成网红豆沙糯米卷，选用萝卜丝馅的汤
团做香烤萝卜丝饼……这种娱乐性和互
动体验，让那些被刷屏的网友，感受到用
餐的乐趣和价值。

“社会在发展，为了适应时下年轻人
的口味，常州美食一直在改良和创新，让
年轻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感受传统
文化韵味。”天宁区餐饮商会会长陈振
说，这会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在线
下、线上选择美食老品牌会安心、放心，
而他们的消费行为也会推动着美食老品
牌向年轻市场转型，擦亮“江南美食之
都”这张现代名片。

天宁美食老品牌如何圈粉年轻人？

天气晴好，红梅公园的银杏迎来最佳观赏期。红
梅阁后银杏道，是常州人最爱的拍照打卡地。踩着满
地金黄的落叶，行走在光影斑驳之中，璀璨金黄让人沉
醉其中。作为常州园林典范，红梅公园银杏遍布，古树
深植，岁月沧桑，见证了时光更迭。 朱臻 图文报道

共赏红梅公园银杏盛景

□宋婧 高岷

走进郑陆镇亚源生态大闸蟹养殖
基地，60亩水面波光粼粼。一排排规
划整齐的网箱里，是一只只鲜活肥美、
个大饱满的大闸蟹。“今年夏秋季连续
高温，两次超大台风给无数蟹农带来
巨大损失，而我们基地未受到丝毫影
响。”亚源生化科技公司董事长宓水潮
说，周边几十家养殖户跟着尝到了科
学养殖的甜头。

亚源生态大闸蟹的秘诀在饲料和
养殖技术上。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饲料“禁抗”相关规定，许多养殖
户面临转型与调整。“‘去冰鲜养殖’是
一个科学的应对之策。”宓水潮说，当
前，大闸蟹“去冰鲜养殖”在国内是个
难点，亚源生化联合上海海洋大学水
产与生命学院华雪铭博士科研团队，
连续四年在常州、上海两地进行“去冰
鲜养殖”，试验均获得成功，在这个过
程中也悟出了一套适合“去冰鲜养殖”
的科学养殖方法论。

公司研究发现，从玉米酶解中获
得“小肽”，再提取谷氨酰胺制成植物
小分子蛋白质产品，用于大闸蟹饲料
以及水体营养补充料中，可以彻底替
代冰鲜养殖。“这既符合国家环保要

求，又能有效促进大闸蟹的肝胰腺发育、
维护肠道健康、提高抗应激能力，极大地
增加了大闸蟹的存活率，养殖出的螃蟹
无土腥味，口感鲜甜。”宓水潮说。

公司自2006年创办以来，本着“向
基础原料要营养”的奋斗目标，与上海海
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建立战略合作，
通过产品安全认证、产品养殖认证、产品
市场推广以及研究生的培养等全链合

作，大大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走在
行业技术创新的前列。2020年，公司持
续放大院校企合作的“乘数效应”，相继
完成了双解对植物蛋白质分子量的控
制，高含量L-谷氨酰胺的生物提取，产
品为养殖业带来利好。

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公司每年参与
100万吨配合饲料生产，为10万养殖户
提供养殖安全保障，成为广东粤海饲料

集团等一批知名上市企业的优质原料供
应商。2021年，公司倡导的营养施救理
念在实践中获得突破，青年鸡饲喂小肽
产品后死淘率下降90%以上；鱼塘疾病
暴发时，采用含谷氨酰胺的小肽产品全
塘营养施救，疾病暴发会被明显压制，成
功率高达95%。同时，公司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新饲料创新团队合
作，进行蛋鸡试验。结果显示，采用小肽
产品饲喂蛋鸡，产出鸡蛋的哈氏单位(蛋
清厚度)高达84，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并在美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其成果也
被中国农业科学院官网引用。

一项项技术转化，一个个成果运用，
让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截至目前，公司已设立专项课题 10 余
个，发表产品相关论文20余篇，并率先
找到了水生动物抵御嗜水气单胞菌方
案，为提高水产品养殖成活率作出了积
极贡献。

让动物更健康，让餐桌更安全。去
年开始，亚源生化布局健康产业，初步形
成从饲料营养到生态养殖再到百姓餐桌
的全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常
规基础原料为底物，不断加大研发和创
新力度，生产出更多安全、高效的功能性
产品，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幸福’。”宓
水潮信心满满地表示。

亚源生化：让动物更健康 餐桌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