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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嫄

近日，我市的黄仲则故居焕新开
放。“外卖诗人”王计兵带着他新出版的
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前来做客，与其
仰慕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和线上线下8万
余名观众，共同展开了一场穿越时空的

“诗意对话”。

“赶时间的人”，把分针和秒针
铺在路上

今年央视春晚，首次邀请不同年龄、
不同行业和地区平凡又闪光的普通人为
节目报幕，“外卖诗人”王计兵就是其中
之一。当他用沙哑的嗓音朗诵自己的诗
时，全国观众瞬间记住了这个穿着外卖

服的“赶时间的人”。
王计兵感慨：“人这一生中，总要有

一个爱好。爱好没有高低之分，一旦真
心喜欢上一个东西，便能收获无尽的快
乐与力量。”20多年来，他一直在写作的
路上独行，订单与诗稿永远在他的外卖
箱里赛跑。在红绿灯路口等待的间隙，
他会用冻僵的手指在纸壳上写下：“低处
的飞行也是飞行，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
如流星。”

多年来，王计兵坚持写作却不留底
稿，只为“用诗歌当药后的那颗糖”。“赶时
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
句诗出自王计兵之手，也是他的人生写
照。据不完全统计，7年时光里，他累计创
作诗歌6000多首、散文17万字。

2020年，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上
引发关注，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是“真
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复旦大学教授
梁永安评价他：“不是一个外卖员在写
诗，而是一个诗人在送外卖。”他自己却
说：“我只是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
黑白琴键。”

邂逅黄仲则，穿越时空的“诗
意对话”

“常州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有很多老乡在周边种植蔬菜、果
树，我也去过老乡的大棚，吃过蔬菜、尝
过水果，很有生活的意义。所以说，能够
走进常州城区，在黄仲则故居坐下来聊
一聊书籍，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王计
兵说。

两三百年前，出生于常州武进的清
代诗人黄仲则，家境清贫，年少时即有诗
名。乾隆三十一年，黄仲则为求生计四
处奔波，所作诗文多与人生际遇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饱经风霜的“延
陵七子”之一黄仲则与在“一站”和“下一
站”间赶路的王计兵，隔空以诗会友，完
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见面”。

2025 年初春，得名于黄仲则《两当
轩集》的常州老城厢复兴组成之一——
两当街区揭开面纱。在这里，以焕新之
姿重迎人间烟火的黄仲则故居，成了王
计兵分享的地点——2月中旬，以“重拾
花月”为主题，他与他的新诗集共同开启
了两当街区诗意漫游的首场活动。

因为写诗，王计兵被称为诗人；因为
开店，他成了老板；换上蓝色工装，他又
变身外卖员。王计兵的理想与现实、爱
好与生存，就这样圆融了。

“尽管我对古诗词了解得不多，但
是，黄（仲则）先生说过一句名言，‘百无
一用是书生’。时代发展到今天，几乎
所有人都已经成为书生。这句话被沿
用时，就有点‘过时’了。”王计兵说，“当
我带着内心的悸动，去黄先生的故居体
悟这句历史名言产生的背景时，想告诉
他当下的变化。如果他能出生在这个
时代，我想，这句名言就应该不复存在
了。”

黄仲则故居里，青砖黛瓦间，茶香与
书香交织，王计兵与嘉宾们深入交流诗
歌创作的心得、个人的经历，使丰富的生
命切面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些奔波在大

街小巷送外卖的日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的时光，都化作了王计兵眼中熠熠生辉
的光芒，诉说着他对生活炽热的爱。

用生命写诗，对未来充满期待

“《一个外卖员和一位夜摊大嫂的三
次相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受气》《真
相》……”慢慢翻开王计兵的诗集《手持
人间一束光》，可以看见他在生活琐碎缝
隙中特别用心收集着灵感的碎片，每一
页都凝聚着他对生活最本真的感悟。

丈夫、父亲、外卖、文学、孩子……这
是王计兵给自己的不同身份标签，它们相
互交织，深刻影响着他对生活的态度。王
计兵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诗一定是写给
父母的，“孝”赋予他的诗歌以灵魂。

现场，从上海、江西、吉林远道而来
和本地慕名而来的观众们，与诗人探讨
如何从生命中获得写诗的力量。王计兵
的回答是，诗意并非遥不可及，它存在于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瞬间，只要心怀敬畏
与热爱，平凡的日子也能被赋予不平凡
的光彩。

王计兵说，送外卖的日子的确给他
带来了大量素材。“生活趋于平静后，我
毫无疑问还会奔走在送外卖的路上。作
为爱好写作的人，我对这份工作是有着
特殊感受的，这意味着我以一种奇妙的
方式去体验着生活。”

对于今年的新计划，他说，会选择进
行一次重大的突破，改变自己的写作体
裁。“总之，对未来，充满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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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则故居焕新开放之际：

“外卖诗人”来常隔空“诗意对话”

本报讯（记者 吕洪涛）尽管距离清
明节还有1个多月，上周末，常州已迎来
今年首个祭扫小高峰。

记者3月1日上午在龙城古园兰陵
墓区（原烈士陵园）看到，前来祭扫的人
络绎不绝，祭扫的车辆早在上午9时左
右就排起了长队。常州龙城古园陵园有
限公司园区主任周莉介绍，常州人有在
惊蛰前为新逝去家属扫墓祭祀的习俗。

“这几天上午，都有上千名家属前来祭
扫，人数是平时的数倍。”

为应对祭扫高峰，常州市殡仪馆和
常州龙城古园陵园有限公司专门安排
了党员志愿者，现场引导祭扫者，维持
祭扫秩序。市有关部门还提前与周边
美林浴业（兰陵店）、富邦广场协调，留
出车位供祭扫者使用。今年，常州龙城
古园兰陵墓区专门建造了环保焚烧炉，
引导群众以文明、绿色、平安的形式进
行祭祀。

据市民政部门统计，上周六、日，全
市约有8.3万人次到各大墓区扫墓。

常州迎来首个
祭扫小高峰

本报讯（刘洋 陈晗）“原来办
手续，我们需要一趟一趟跑。现在
可以全程电子化办理，网上直接审
批，太方便了。”日前，天宁区一家装
饰企业的负责人朱丽芳在网上办完
企业股权变更及营业执照申请业务
后，来到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的“企业开办专区”领取新执照。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2024年以来，天宁区
不断优化区域政策，开设“企业开办
专区”，优化企业开办、变更、注销全
生命周期事项线上线下融合办理流
程，在政务服务工作中提升“好办快
办”的速度。据最新统计，目前，天
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平均2分钟提供
1次企业服务。

“我们的服务是以企业有感为
工作目标，更有效地节省企业办事
的时间成本。”天宁区数据局副局长

金政说，以“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为
例，申请人只需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
天宁旗舰店，根据系统指引操作申报，
通过“一套材料、单次采集、多方共用”
模式，即可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互认、
企业信息联动变更，真正做到企业信
息变更“一次办好、一次不跑”。

在线下，天宁全面升级“企业开办
专区”，因地制宜优化服务布局、创新
服务模式。在导服台开设“靠前服务
专窗”，优化流程设置，提供企业登记
事项咨询导办、预检材料、全程辅导服
务，分流高峰期办事人群，按下服务效
能“提速键”。

今年，天宁区将进一步整合政府
部门资源配置，建设企业综合服务中
心，赋能企业金融、政策、人才、法治等
增值化服务，努力实现企业“进一个中
心，能办所有事”，营造更加优质的营
商环境。

天宁提升“好办快办”速度

平均2分钟提供1次企业服务

本报讯（何奕欣 李玉和） 2月
26日，在凌天达航空及新能源线缆
组件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着抢
工期、赶进度。项目一期工程 5 栋
大楼已顺利封顶，预计今年 7 月完
成竣工备案，明年上半年正式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约10.17亿元，用
地约6.07公顷，是2025年省重大项
目之一。项目新建1栋研发办公楼、
10幢生产车间，预计全面投产后将
形成年产1500 千米航空航天电缆
组件、1800 万件新能源母排以及
1000 万套高性能智能驾驶系统线
束的生产规模，产值可达10亿元。

凌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创立，专注于线缆及线缆组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
天、航空、电子等高端领域。“公司拥有一
支由30余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研发团
队，目前已有50多项专利技术，其中多
项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
内领先’地位。”常州凌天达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闵峻介绍。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产业的持续推
动，企业计划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
领域，进一步扩大航空航天类产品的
生产能力，不断开拓新能源母排市场，
形成批量产能。

2025年省重大项目——

凌天达项目一期工程封顶

本报讯（周洁 文广旅） 3月1日
晚，由省文旅厅主办的“茉莉花开·家
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我市新北
区文化馆小剧场上演。来自全省的优
秀舞台作品轮番亮相，名家新秀联袂
为观众送上一场精品艺术盛宴，赢得
满堂喝彩。

整场演出充分彰显江苏地域特

色，来自无锡、苏州、扬州、连云港、常
州、南通以及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文艺
工作者们，表演了江南丝竹《丝竹今
生》、阿卡贝拉《老街上的咖啡屋》、舞
蹈《扬州八怪》、相声《西学家》、锡剧小
戏《碗里碗外》、杂技《青春的遐想·造
型》等精彩节目，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
与现代创新融合的舞台艺术。

当晚，文华表演奖获得者许虹带

来的木偶戏《板桥作画》，以及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王芳、李奕洁和
戏曲新秀章琪带来的戏曲联唱，将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演出最后，常州市歌舞
剧院以一首《共圆中国梦》唱响了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强音。

据悉，“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还
将在天宁区、钟楼区、金坛区、武进区、溧
阳市巡演。 王锐摄

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举行

“茉莉花”绽放常州舞台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上接1版）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
成果，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有
纪必执、有违必查，执纪必严、违纪
必究，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整治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
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把中央八项规定
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以全面从严治
党新成效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
展。

会议指出，要围绕实现一季度
“开门红”的目标，抓好经济运行，聚
焦项目强支撑，聚焦消费扩需求，聚
焦外贸稳出口。要推动产业升级，
把建群强链作为重要抓手，深入实
施“百场千企”产业链对接活动，把
企业培育作为重要载体，大力实施
十百千亿大企业培育工程，抓好中
小企业孵化。要提升城市品质，以
规划明定位、优布局，以建设提能
级、强品质，全面开展城乡环境大整
治。要强化生态治理，攻坚新一轮
太湖综合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推进
绿色转型。要增进民生福祉，办好
民生实事，稳定就业基本盘，优化公
共服务，毫不放松抓安全生产，持之
以恒抓平安建设。

会议强调，市委常委会是全市各
项事业发展的“领头雁”，要进一步加
强自身建设。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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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带头真抓实干勇担当，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树立和践
行正确的政绩观，在新征程上创造经
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崭新业
绩。带头践行宗旨为人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
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带头廉洁自律守底
线，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坚
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带头增进
团结聚合力，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攻坚
克难、奋勇前进，奋力书写好中国式现
代化常州答卷。

（上接1版）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水泥行业是典
型的传统产业，脏、累、苦、技术含量
低，是人们对这一行业的固有印象。
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副沉甸甸的担子
后，徐云飞用年轻人的冲劲，赋予产业
新的活力。近年来，在他的领导下，集
团深度融合绿色低碳与智能制造，全
力引领水泥行业变革——通过淘汰落
后产能、创新环保生产工艺，持续压减
污染排放，加速碳减排进程，推动安全
与制造质量“双提升”。

“从原料开采、装载到运输，全部由
机器自主完成。我们要重塑传统矿业模
式，打造安全、高效、绿色融合的智能化
矿山标杆。”说起今年要落地的智慧矿
山项目，徐云飞信心满满。目前，该项目
已投入30多亿元，将实现矿山开采和
运输过程的无人化、智能化，所有设备
全部电动化，不仅可以大幅降低能耗、
提高效率，还可以节约近20%的成本。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我的信念更
加坚定、斗志更加昂扬，对民营企业的

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徐云飞说，没有
不好的行业，只有不好的企业。不管
时代如何发展，金峰集团将始终坚定
保持定力、深耕主业，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以来，集团以“党建引领、数字
工厂、绿色园区”为发展理念，聚焦技
术创新与产业链升级，先后投入90多
亿元用于环保技改、智能化改造，打造
全流程智能工厂，在产业变革中抢占
绿色智造新高地。同时，推动企业管
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用
工业互联网打通生产、库存、销售全流
程，实现决策效率极大提升。2024年
10月13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4“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民营
企业500强”名单，金峰集团同时登上
两个榜单。这是自2014年起，集团连
续第十一年入选。

作为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徐云
飞非常关注新生事物。有感于网络言
论乱象，这几年，他提出过整治网络平
台、“清网行动”的建议，得到中央网信
办的重视。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传

统企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问题，建议
推动更多传统企业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比例，从根本上削减碳排放。

为迎接今年的全国两会，徐云飞深
入行业开展调研，对传统企业转型、技术
创新等有了新的感悟。同时，他还专项
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
合，希望在两会上分享企业转型的实践
与成果，为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的繁
荣发展贡献力量。

（上接 1 版）与专业类高校共建
实训基地，精准培育复合型技工
人才；组织员工研习人工智能工
具，确保人人紧随时代步伐。目
前，集团正在装修首批100套公
寓，安排员工入住。

DeepSeek、AI……交流中时
时冒出的新名词，显示着徐云飞
对新事物的熟悉：“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幸运
地站在了父辈的肩膀上，能看得
更远、更多，也应与时俱进，承担
更多的使命与责任。”

徐云飞：水泥“智”造者

本报讯（黄洁璐 杨宽 王锐）
2月28日，记者在江边五期及污水
资源化利用工程（以下简称江边五
期工程）污泥处理工程现场看到，建
设人员正在进行项目关键节点的施
工，“4 个高约 30 米的污泥厌氧消
化罐体结构已经完成了一半左右的
工作量，预计年内可具备验收条
件。”市排水管理处工程管理人员介
绍说。

江边五期工程是我市推进新一
轮太湖综合治理、建设节水型城市
和低碳“无废城市”的重点项目，也
是全省领先的低碳绿色综合示范项
目。其中，污泥处理工程中设计有
全省首个污泥厌氧消化处理项目，
建成后可实现污泥的减量化处理，
达到节能降碳、节约运行成本的目
的。同时，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中产
生的沼气可用于发电，并可提纯为
甲烷（燃气），在满足厂区自用的基
础上，余量还能并网产生经济效益。

江边五期工程场内部分有污泥

处理工程、厂区污水处理工程、深床滤
池工程 3 个核心工程，目前总体建设
进度已达到60%，预计年内可完成基
本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江边污水
处理厂规模将达到 70 万吨/日，是江
苏省规模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可
极大地缓解城市污水处理压力，为改
善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提供有力保
障。

今年，市排水管理处承担的在建
市政排水重点工程涵盖污水处理厂建
设、管网改造、泵站升级等多个方面。
其中，江边五期工程、市区雨污水系统
提升优化工程、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等工程计划年内完成基本建设任务。
据悉，市区雨污水系统提升优化工程
将通过新建雨污水管道和改造老旧管
网，有效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缓解城
市内涝问题，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
力。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将
对市排水管理处下辖污水处理厂开展
新一轮提标改造，助力城区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

市政排水重点工程
开启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汤怡晨 胡耀）江苏省第二
批省级工业遗产名单近日公布，南城脚·
牡丹里文创园成功入围，成为常州工业
遗存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又一典范。

工业遗产是指在工业长期发展进程
中形成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科技价值、
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遗存。南城
脚·牡丹里文创园通过省工信厅专家组
现场核查，其核心物项保护、工业历史传
承及“工业+文旅”创新模式获得高度评
价。

这里作为跨越世纪的老纺织工业遗
存，镌刻了数代纺织人的梦想与荣光，它
不仅是黑牡丹企业文化的发源地，更是
常州纺织工业的“活遗产”。

黑牡丹集团始建于1940年，前身是
吴嘉记布厂，是近代常州纺织工业发展
的见证者及主要参与者，制造出全国第
一台染色浆纱联合机，创造了“染浆联一
响，黄金万两”的传奇，是国内最早开始
生产牛仔布并率先进军国际牛仔布市场
的生产基地之一。2015年，集团在原厂
旧址上以“牛仔布”为主题改造“南城脚·
牡丹里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展示近代
常州纺织工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场所。
新生的文创园区同样促进着美食、演出、
艺术等多领域与城市“文旅+”的融合发
展，为大运河畔常州工业旅游打造新的

“门户”和“名片”。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国家级工业遗

产4个、省级工业遗产3个，国家级和省
级数量均列全省第一。

黑牡丹老厂入选
江苏省第二批
省级工业遗产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