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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汤怡晨 陈琦） 近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所与常州千润生物科技研究
所有限公司签署“生物合成檀香
精油项目合作协议”，共同构建
檀香精油细胞工厂。

本次签约后，双方将聚焦生
物合成与细胞工厂构建前沿科
学问题，发挥科企融合优势，实
现生物科技成果的产学研用和
高效转化。双方将聚焦檀香精
油的生物合成与细胞工厂构建，
深入推进萜类、聚酮等化合物的
合成路线开发，推进微生物在高

值化学品生物合成中的前沿应
用，助力产业升级。

据了解，常州千润生物科
技研究所有限公司是一家天然
产物及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创新
研发及产业化育成机构。公司
正在筹建檀香、沉香等天然香
料精油的提取工厂，并在天宁
区凤凰新城生命科技园设立了
国内领先的“高端香料生物合
成产业研究所”。根据规划，该
项目今年底将进入中试，并着
手规划建厂，工厂预计明年建
成投产。

天宁将构建檀香精油细胞工厂

本报讯（芮伟芬 陈琳） 记
者近日从市住建部门获悉，我市
完成了今年首次建筑市场综合
大检查，共有22个项目被列入
综合表扬项目名单，还有16个
项目被列入反面典型名单。

全市共检查在建工程505
项，重点检查了项目参建各方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工程实体质
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
治、实名制管理等“四项制度”落
实等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行为，
同步开展了预拌混凝土企业和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
检查发现，一批优秀项目积极探
索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精益建
造、装配式建造等新型建造方
式，并积极开展建筑职工职业技
能竞赛、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等

“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力促进了
我市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悉，此次检查有22个项目
被列入综合表扬项目名单，12家
施工企业、12名项目经理、3家建

设工程检测机构、5家预拌混凝
土企业被列入单项表扬项目名
单。同时，16个项目、8家施工企
业、8名项目经理、3家预拌混凝
土企业被列入反面典型名单。

检查中，发出检查意见书
108份、整改通知书215份、停
工通知书9份，移送处罚2起。
被列为综合反面典型的工程不
得被评为标准化示范工地和优
质结构工程，被列为反面典型的
相关单位将被列入重点监管项
目并抄报省住建厅。外地施工、
监理企业被列为反面典型后，将
视情节抄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政府投资工
程违法违规情况抄告建设单位
主管部门。

对列为反面典型的工程，各
属地监管部门将进行“回头看”，
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相关单位将采取诫勉谈
话、行政处罚、限制市场准入等
措施，倒逼企业整改落实到位。

今年首次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

16个项目被列入反面典型名单

本报讯（记者 周茜 图文
报道）日前，省科协、省社科联、
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国资委、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省国防科
工办联合发布2024年度省级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全省
20个单位入选。由武进区科协

和钟楼区科协联合推荐的王诤
故居（纪念馆）名列其中。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
出生于武进区洛阳镇天井村杨
巷，1930年参加红军。他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央
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

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
和卓越领导人，开拓我军无线
电侦察、电子对抗领域，开创我
国新闻广播和邮电事业，为发
展电子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作
出了卓越贡献。

王诤故居（纪念馆）收藏了
不少一级、二级革命历史文物，
通过丰富的影像视听资料、珍
贵的历史图片配合模拟互动等
方式，记录了王诤将军一生不
同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展
示出王诤将军一生的卓越功勋
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目前，常州市共有国家级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1家——
华罗庚纪念馆，省级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3家——常州市觅
渡桥小学、华罗庚纪念馆和王
诤故居（纪念馆）。

王诤故居（纪念馆）入选

省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本报讯（孙静 蔡晓丹 秋
冰）记者15日从市城管局获悉，
即日起至8月10日，市城管局在
全市开展古树名木线索征集活
动，以进一步挖掘我市古树名木，
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保护，为市民
留住龙城的“绿色记忆”。

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文物，
是绿色的史书，是活着的历史坐
标。本次征集活动以“探寻古树
名木，赓续常州历史”为主题，以
树龄在100年以上且尚未被我
市建档立牌保护的古树，稀有、
珍贵并具有历史、文化、景观、科
研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名木
为征集范围，市民可向市城管局
提供线索或反映情况。联系方

式：龙城大道1280号 2号楼A
座110室市城管局绿化处黄工，
电话85682939。

对征集到的古树名木资源
线索，市城管局登记整理后，将
反馈至各辖市（区）古树名木管
理部门汇总，并安排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现场踏勘。对同一线索
提供者，以第一报料者为线索提
供人，不做重复登记。经审定后
的古树名木，将向社会公布，并
对新增的古树名木线索提供者
给予一定奖励。

需要提醒的是，从外地移栽
的、盆栽的、在本地苗圃培育的、
市场销售的树木资源等，一律不
纳入本次活动征集范围。

留住龙城“绿色记忆”

我市开展古树名木
线索征集活动

王诤故居（纪念馆）

■本报记者 周静 高岷
图文报道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
化中，调味品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在溧阳，码头街汪德
隆是当地人的集体回忆，其历
史可追溯至1903年，百余年
来，汪德隆南货店以其质优价
廉的产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经过百年发展，汪德隆后
院那一缸缸酱依然承载着当地
人的深刻记忆，其用传统制酱
方法酿制酱油做出的红烧肉、
红烧鱼，仍是儿时的味道。

一口鲜香，传承百年

汪德隆品牌历史悠久，是
溧阳地区久负盛名、家喻户晓
的百年老字号之一。120 年
前，安徽绩溪人汪渭泉穿越徽
杭古道，在溧阳树起了“汪德
隆”的招牌。起初，坐落在码头
街碑亭巷的汪德隆商号主营南
北货，后来又陆续开起了酱园
和糕坊，前店后坊、生意兴隆。
1928年巴拿马食品博览会上，
汪德隆所制乳黄瓜和嫩生姜头
荣获金奖。

抗战期间，汪德隆遭日机轰
炸，门店尽毁，第二代掌门人汪
瑞伯一面四处布施、救济村民，
一面励精图治、重整家业，不仅
恢复了酱园和糕坊的生产，还用
了近20年时间，将汪德隆越做

越大、口碑越做越好。1956年
公私合营，汪氏成为国营商店，
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

如今，汪德隆第五代传人
汪玉华一心想以最纯正的酱香
振兴这家百年老字号。

日晒夜露，独具“酱”心

作为溧阳百年老字号，代
代相传的是勤恳做事的态度与
传承百年的酿酱技艺。

汪氏酱料讲究自家做曲、自
家酿造，酱油制作有十多道工序，
从选用上等黄豆开始，泡豆、煮
豆、做曲、搅拌、发酵、酿晒……伏
天正是酿酱好时节，也是酿酱人
最辛苦的日子。晒曲过程需要
每天翻晒、48小时盯牢，进入晒
缸也不能放松，因为一年四季，
湿度温度都不一样。要酿出真
正的生晒酱油只能依靠匠人的
经验，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才能
激发出豆豉的香醇。好的酱油
色泽光亮、香浓醇厚，都是自然
本色。

其中，三伏老面油是拳头
产品，质浓、色赤、味鲜而香，用
此油红烧鱼、肉绝佳。由于质
量好，三伏老面油价格甚至超
过豆油，成为百姓家常必备。

这就是江南人所说的——
“记忆里的老底子味道”，鲜得自
然，香得浓郁。用它做的菜很入
味，原豆的清香伴着食物的味道
溢满一室。在传承人汪玉华看
来，匠人是好味道的守护者，酿

出的每一分酱香都是时间的馈
赠。

坚守传统，创新前行

走进位于溧阳天目湖镇桂
林村的汪德隆历史文化馆，仿
佛踏进光阴的河流，这里展陈
的老照片、老物件、老酱方，述
说着汪氏百年兴衰。浓郁的酱
香满溢屋内，满架曲扁散发着
手工技艺的魅力，院外铺排开
来的晒缸正享受着自然时光的

“催化”，这拥有百年历史的“老
古董”，与千年古村落桂林村相
得益彰，汪德隆在这里展露新
颜、迎来新生。

汪玉华告诉记者，溧阳为
保护、发展地方传统文化和传
统技艺花了很大功夫，带给他
满满信心。他打算逐步恢复汪
德隆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将
安徽绩溪的生产基地搬回溧
阳。“下一步，汪德隆将延续古
法，自制秋油伏酱、应时茶食，
让人们品尝到儿时的好味道。”

从传统中走来的汪德隆，
立志让产品以最健康、最美味
的姿态呈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
上。坚守传统风味的背后，是
汪德隆酱油传统酿造技艺的生
动阐释与还原。

酿造工艺是调味品行业的
根基和灵魂。如何让传统的根
基与现代工艺技术结合？如何
充分发挥传统酿造工艺中的精
髓和优点，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醇正、安全、健康的调味品……
这些都将是汪德隆作为百年老
字号不断探索的方向。

百年匠心传承，好味道历
久弥新。岁月的沉淀仍在继
续，它们终会镌刻着传统酿造
技艺的印记，历经岁月而传承、
生长、升华。

汪德隆：每一分酱香都是时间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