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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蕾
本报摄影 夏晨希
通 讯 员 赵玉涵 李宛婷

春寒料峭的清晨，常州经开区丁堰
街道常丰河畔的透水步道上，已跃动着
晨练者的身影。730 米河道内，保洁船
正划开粼粼波光，开展巡检，这番景象
在一年前还难以想象。“过去河岸被几
十块菜地‘啃’得支离破碎，现在变身家
门口的滨水公园，我们休闲健身的‘版
图’扩大了不少！”常州市常丰社区居民
叶萍感叹。

“作为东方云湖 30%水源的‘生命
线’，常丰河历经三轮蜕变。”丁堰街道河
长办工作人员都超俊说，2017年，实施两
岸企业、居民的雨污分流改造，从源头削
减入河污染负荷。2024 年启动系统升
级，当年3月完成赛马河上游6000立方
米淤泥清运（约填满3个标准泳池），同年
9月转入生态修复阶段。截至本月，常丰
河两岸累计拆除沿岸违建11处，建成2.7
万平方米生态缓冲带，分层种植樱花、海
棠等观花乔木，搭配鸢尾、黄菖蒲、美人
蕉等水生植物，形成“四季有景、季相分
明”的滨水生态廊道。

企业河长陈文阁的巡查日志记录着
蜕变：常丰河，氨氮浓度直降74%，溶解
氧含量提升13%，水质稳定达Ⅳ类标准。

一汪清水“润”民生，常丰河的焕新
是经开区水系治理的缩影。面对185条
河道、416公里水网的生态“考卷”，经开
区全力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系统治理。2024 年实施的水环境
综合治理四期工程投入 2.3 亿元，完成
顺通河、西马庄浜等 27 条河道消劣整
治，新建 3 公里污水管网，提升 35 个自
然村污水处理系统，实现常丰河、莲蓉
内河等水系连通。

眼下，总投资 1.8 亿元的五期工程
正在有序推进：将新建污水管网 12 公
里，完成 20 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提
升，同时采用“水下森林”生态修复技
术，重构沈庄浜在内的8条河道生态。

“横山桥镇投用全市首个村级数治
平台，让每滴水都有‘数字身份证’。”常
州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河（湖）长制
综合协调科科长吴浩介绍，3 处微站实
时上传水质数据，动态优化2座泵闸启
闭，全年引调活水超11万立方米。

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框架下，常
州经开区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目前，
苏南运河（经开区段）已获评省级示范
幸福河湖，已创成市级示范幸福河湖11
条，镇北河、梁家河获评全市幸福河湖
管护样板，梁家桥村、狄坂村等小微水
体治理经验在全市推广。

河道治理的生态红利也在重塑城市
肌理。以东方云湖为核心，五大标杆项
目环湖而生：东北角的“大风车”——文
化活动中心，在阳光的照耀下，幕墙折射

出金色的光芒；隔湖相望的“中央绿轴”
东方广场目前完工，与东方云湖共筑“一
轴一湖”景观中脊；沿湖西行500米，常
州首座POD商业综合体常青里文化旅游
街区已全面运营；云湖北岸的江南实业
集团总部大厦正抓紧施工，与西北侧的
科技金融中心形成呼应——后者作为
5A级金融载体，已吸引农业银行等十多
家机构入驻。这条曾饱受诟病的“烦恼
河”，如今化身串联“文化—金融—企业”
的黄金走廊，激活城市价值链。

常丰河焕新 见证东方新城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孙婕
通 讯 员 陈静宜

下午1时，哄睡3岁的小儿子后，31
岁的李春萍穿上蓝色饿了么工服，骑上
电瓶车穿梭在常州街头。孩子每天午
睡的 2 至 3 小时，是她“变身”骑手的专
属时间。“送单就像和时间赛跑，但这份
自由让我既赚了奶粉钱，又没错过孩子
的成长。”这位“妈妈岗”骑手的双面生
活，正是当下无数“职场妈妈”弹性就业
的缩影。

2015年，李春萍在苏州某高端丝巾
品牌门店工作，服务客户，一做就是 5
年。2020年疫情冲击下，门店从4家缩
减至1家，她与同事果断创业，在苏州联
系外贸围巾厂，转型直播带货。“那时候
每天常州、苏州两地跑，直播间一开就是
6 小时，嗓子哑了也不敢停。”凭借销售
经验，她的直播间曾创下单日 5.6 万元
销售额。谈及为何选择两头跑，李春萍

说：“我的家在常州，还有大儿子需要照
顾。”但2022年怀孕后，高强度工作让身
体吃不消，李春萍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二胎出生后，孩子体弱多病，李春萍
便歇下来成了全职妈妈，不上班，眼瞧着
家庭开支增加，上班又面临无人帮带孩
子的现实，她一度很焦虑。去年下半年，
饿了么遥观站在常州经开区妇联“带岗
直播”中发布了妈妈岗，有驻店和兼职岗
位可选。丈夫看到她在看直播，便提议：

“试试骑手？时间自由，能顾家。”抱着
“就当散心”的心态，李春萍注册成为兼
职骑手。

兼职骑手无需固定排班，接单时
间自主选择，“小儿子睡觉期间，我正
好可以去跑单，一小时可以跑 5 单左
右，每单收入五六元。”李春萍说，月收
入增加了 2000 多元，足够覆盖一些生
活成本。

当被问及“为何不回归全职工作”，
李春萍坦言：“孩子太小，身体不好还离

不开人。但整天围着灶台转，人会和社
会脱节。”如今，她每天穿着工服出门的
2 小时，成了“找回自我”的珍贵时刻。

“握着车把手时，我不仅是妈妈，还是那
个敢闯敢拼的自己。”不久前，她还走进
由妇联推出的“直播带岗”招聘会中，以
亲身经历鼓励宝妈们重返职场。

记者了解到，外卖兼职骑手可以自
主选择早、中、晚单量高峰时段接单，企
业提供意外险、骑行险全保障，妈妈们跑
单更安心。“我丈夫之前也是骑手，现在
已经晋升到站长，这样的晋升路径也很
明确。”现在，和李春萍一样的宝妈，用弹
性工作支撑起家庭的“半边天”。这种

“短时段、高灵活、强保障”的就业模式，
不仅为女性提供了职场“第二舞台”，更
让“照顾家庭”与“经济独立”不再是非此
即彼的选择题。正如李春萍所言：“生活
需要奔跑，除了拼命冲刺，慢慢跑，也能
到达想去的地方。”

在常州经开区，“妈妈岗”已经推出两

年多，构建“生育友好型”就业生态，为每
一位女性开启职场新可能。3月7日，在
常州经开区妇联与常州经开区社会保障
和卫生健康局携手举办的“春风送岗 巾
帼同行”常州经开区女性专场招聘会中，
常州沃漫管家的负责人事工作的赵琦就
带着“妈妈岗”而来，“你提供相对固定的
时间，我们根据你的时间派单，可以兼职
转全职，后面还会有晋升通道。”赵琦说，
他们在职的许多都是宝妈，有一部分从
兼职转为了全职，有的还在职场收获了
掌声，从初级一路晋升，成为了服务管
家，实现了自我价值。近年来，常州经开
区妇联创新“直播带岗”模式，打破时空
限制，推动就业服务从“线下跑”向“云上
联”升级，切实为女性求职者解难题、办
实事，还同步推出“红主播”培育计划，联
合主播联盟红创中心妇联，为有意向从
事直播行业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训、资源
对接等支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她力量”。

一位“妈妈岗”骑手的双面人生

“孩子午睡的两小时，我成了骑手”

本报讯（何奕欣 臧矫）“这台车
造型好酷，想上去看一看。”“这边还
有机车形状的笔，我要带一支回去。”
3月4日下午，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常
州大学“第6届蒙福学堂（科创班）”
近40位泰国师生参观了中车戚墅堰
机车有限公司。

一行人打卡了张忠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复兴型内燃机车和新能
源机车总组装生产线、机车展示区、
常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展览馆等地，并
观看了企业的宣传片，选购心仪的文
创周边。

今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暨“中
泰友谊金色 50 年”，为深化国际化
传播力度，进一步促进中泰友好交
流，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人和
常州大学邀请泰国学生前来“探
厂”，感受“经开造”新型机车的独特
魅力。这也是该企业今年首次国际
化交流活动。

“第一次参观生产线，看到机车
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过程，我感觉很
新奇。”高一经济学学生邱珮钧表示，
自己以前坐飞机或自驾比较多，只体
验过绿皮老式火车，这次了解到中国
中车已经出口泰国“大熊猫”“奥特
曼”2 款现代化车型机车，准备回国

后去体验一下。
据了解，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

司一直致力于内燃机车和新能源机
车的研发制造，产品已出口泰国、肯
尼亚、几内亚、智利等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目前，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
司出口泰国机车达 70 台，占到了整
个泰国既有机车总量的三分之一，性
能优异，居民好感度很高。“今年，我
们即将出口泰国轨道检测车1台，目
前正在生产准备阶段，预计今年8月
交付。”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党
委工作部副部长袁彩霞介绍，该检测
车将用于现有铁路的轨道检测，帮助
发现问题改善轨道质量，提升旅客乘
坐火车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该检
测车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20千米，
作业效率高，是企业在泰国打开的全
新的市场领域。

“去年，公司被授牌‘常州大学来
华留学生中国国情教育基地’，双方
联动组织了多场次丰富多元的参观
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
果。”袁彩霞表示，企业通过邀请外国
友人“走进来”，让他们了解戚机厂先
进的产品和技术，进一步树立了良好
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不断打开国际
贸易市场。

探访“经开造”机车魅力

本报讯（何奕欣 凌钰旻） 将不
同颜色的毛线理顺，双手带动钩针灵
巧地上下翻飞、左右腾挪，不到半个
小时，一个花朵形状、色彩丰富的杯
垫在阿姨们的闲聊中悄然成型。这
是近日在常州经开区潞城街道华丰
社区第八网格直通站内的日常一幕。

不久前，社区成立“针心针意”俏
阿姨编织社，十几位退休阿姨因为年
轻时的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王春
娣、张丽萍、曹美琴更是其中的骨干
力量，只要有空下午都会在这里碰
头，一边拉拉家常，一边切磋手艺。

张丽萍被称为技术先锋，在她
手中，各类花色纹样都不在话下。

“退休后，我买了十几斤不同颜色的
线，本来想捡起这门手艺，但自己一
个人在家没有动力。”张丽萍说，以
前玩玩手机、打打瞌睡，一个下午就
过去了，日复一日。现在每天劲头
很足，隔一阵子就有新作品出炉，很
有成就感。

“昨天在家熬到半夜，手机上看
到教做毛线鞋的，款式我很喜欢，跟
着视频学了几个小时，也不觉得
困。”王春娣告诉记者，自己在编织
这块悟性很好，按照十几年前购买
的毛线编织书或者手机短视频上的
步骤依样画葫芦，基本上就能模仿
个七七八八。最近她还新买了毛绒
线，准备尝试玩偶小熊立体编织。

因为家住得近，3位阿姨彼此脸
熟已经很多年。“真正认识是因为我

们都加入了家悦志愿者队伍以及社
区的义务巡逻队。”张丽萍说，日常
大家会在小区范围走走看看，帮助
寻找遗失物品，制止电瓶车飞线充
电、维护环境卫生等；每个月20日，
她们会邀请小区内其他高龄老人来
网格直通站一起聊天、唱歌、做养生
操。年前几人还带头组织小区内的
青少年一起关心慰问弱势群体，为
他们送上新年的礼物和祝福。“我带
着孙子去看望了一位高龄老人，她
很开心，把一幅在老年大学的绘画
作品送给了我们。”

“一起聊天的过程中，除了编织，
我们还找到了其他共同的兴趣爱
好。”曹美琴表示，自己很擅长羽毛
球、乒乓球等运动，这阵子发现张丽
萍也是运动达人，而王春娣曾获得江
苏省第三届老年达人运用智能技术
大赛一等奖，自己也想学习一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健全
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县域
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鼓励开展村
级互助性养老服务。“潞城街道‘小老
助老老’‘老老互助’等老年互助养老
体系，既为社区服务提供补位，也满
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和基本生活
需求。”常州经开区社会保障和卫生
健康局养老服务科副科长费洋表示，
全区各村、社区将以兴趣爱好为抓
手，以组建银龄志愿队伍为载体，服
务更多的重点老年人群幸福养老，让
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携手编织幸福梦
共绘养老新色彩

幸福都是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奋斗出来的在 场

三位阿姨正在编织（从左到右依次为王春娣、张丽萍、曹美琴）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狄坂村樱桃采摘园里，白里透着微粉的花瓣如云似雾
缀满枝头，拂面的微风带来似有若无的怡人香气，蜂群在花间穿梭，奏响春之序
曲。近日，“樱桃哥”穆奇贤种植的46亩樱桃林迎来花朵盛放期，人们在这里欣
赏春景、拍照打卡，共赴一场浪漫的春日之约。

穆奇贤是贵州人，来常州已经20余年，办厂倒闭后，不服输的他又干起了种
植业。“果园里有红灯和玛瑙两个品种，一共大概2000多棵。近期樱桃花已经完
全盛开，花期十天左右。”穆奇贤表示，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专程从常州、无锡市
区赶来，路过的游人也纷纷驻足停留，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岁月静好。

“现在是授粉期，前阵子我们刚施完肥，最近正在除草。我自己还养了5箱
蜜蜂，帮助花朵更好地授粉。”穆奇贤告诉记者，等花期结束，樱桃树就开始长出
叶子和果实，果实预计四月下旬成熟，届时将开园欢迎游客采摘。

何奕欣 高岷 赵玉涵 李玉和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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