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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雅萍 本报通讯员
王哲 邓燕茹 图文报道

68岁的沈英坚退休前是一名
会计，自从成为社区义务巡逻队队
长后，她把做电子表格的特长运用
到小区治理中，每天巡逻发现的问
题、提交问题的对象、物业解决问题
的进度在表格中一目了然。

党员王春娣会理发，常年为社
区老人义务理发。她的丈夫杨建良
同样是一位热心党员，看到台风“贝
碧嘉”吹坏了电梯机房的门，他冒雨
用捡来的两根插销把门修好，避免
电梯进水受损。

刚退休的武有才把自家车库改
造成家电维修点，免费为居民修理
家电。车库里各色工具齐全，居民
们不仅经常去那儿借工具，还喜欢
和武师傅一起交流修理技艺，一间
车库培养出了好几个“能工巧匠”。

……
在常州经开区潞城街道华丰社

区嘉州枫景苑小区，有这样一群身
怀“十八般武艺”的“社区能人”，他
们在“小区小事”中积极担当、各展
所长，将自己的才干融入为民服务
大舞台，激发出社区治理大能量，激
活了居民自治的一池春水。

华丰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潘佳海
介绍，近年来，华丰社区坚持党建引
领，积极开展“一网格一支部一阵地
一特色”建设，其中，嘉州枫景苑小
区根据居民的特点，聚焦“社区能
人”，激发“能人”效应，通过“能人”
赋能的形式，为社区治理“加码”。

目前，嘉州枫景苑小区主要活
跃着三类“能人”：第一类是擅长折
纸、针织、做虎头鞋、剪窗花的手工
型“能人”，他们免费向居民传授技
能，还用自己的作品装扮美化社区；
第二类是擅长修理的工匠型“能
人”，他们提供修理家电等多项便民

服务，巧手化解居民生活中的小烦
恼；第三类是治理类“能人”，包括每
天坚持在小区巡逻并收集问题、反
映问题、督促问题解决的“红袖套”。

沈英坚就是“红袖套”的领头
人，她说：“居民再平凡，都有自己的
力量。把这些力量聚拢起来，就是
建设社区的大能量。如何才能组织
好、发动好居民？我觉得‘社区能
人’应该首先站出来，做给大家看，
领着大家干。”

如今，沈英坚发起成立的社区巡
逻队已有15名成员，他们每天两次
巡查社区的环境、停车秩序、保洁质
量、绿化养护、饲养宠物等状况，发现
并上报各种突发事件。对于巡查中
能随手解决的问题，就即时解决；解
决不了的问题，马上反映到物业。

沈英坚制作的电子表格上，清
晰地罗列着他们在巡查中发现的各
种问题。包括篮球架破损、建筑垃
圾乱堆放等，大多数都标注了“物业
已解决”。“物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
们会持续关注，什么时候解决什么
时候才能‘销号’。”沈英坚也由此获
得“小区总监”的美称。

在社区治理中，“能人”不仅是
服务居民的“急先锋”，更是联通各
方力量的“黏合剂”。比如，小区里
有几户电瓶车进电梯的“钉子户”，
物业多番劝说无效。“能人”作为相
熟多年的邻居，出面劝阻，就取得了
效果。如今，小区里电瓶车进电梯
的现象基本绝迹。

“我们被大家称为‘能人’，在社
区治理中能发挥一点作用，已经非
常开心了。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发现
自己能力上的欠缺。”沈英坚表示，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希望能有一个
平台，可以培育出更多更有能力的

“社区能人”。“比如说在调解邻里矛
盾、家庭纠纷时，如果能掌握好心理
学和法律等专业知识，我们应该能
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十八般武艺”何处施展？

这群“能人”找到了社区大舞台

■本报记者 龚励 图文报道

在常州，嘉泽不仅有“花
木之乡”之称，美食资源也相
当丰厚。特色美食中，尤以阿
兴鸭头闻名遐迩。

阿兴卤菜店在嘉泽家喻
户晓。每天凌晨3时，阿兴鸭
头烧制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潘
阿兴和妻子赵小冬就开始忙
碌起来。直到早上7时，热气
氤氲的大铁锅烧制出当天的
最后一锅卤味，夫妻俩才会
稍事休息。

出锅的鸭头光泽鲜艳、
干爽滑亮，吃起来香而不腻、
酥烂入味。逢年过节，家家户
户都以此为年菜馈赠亲友，
店里每天能卖出好几千个鸭
头。

“老板，打包10个鸭头、5
个鸭掌。”阿兴卤菜每天自开
门起，顾客就络绎不绝，不少
都是熟客，店里卖些什么、价
格几何都了然于心，也有天
南地北的食客慕名而来，只
为买到正宗的阿兴鸭头。

说起这门手艺，赵小冬
打开了话匣子。一百多年前，
潘阿兴的爷爷潘三元来到武
进湟里，在这里学烹饪当厨
师，立业成家，生下了儿子潘
寿根，也就是潘阿兴的父亲。
潘寿根受父亲影响，习得一
手好厨艺，乡里乡亲有个红
白事，都会请他去主理村宴。
潘阿兴从小耳濡目染，放了
学就跟着父亲干活，也摸出
了不少门道。上世纪70年代，
潘阿兴被分配到嘉泽一家饭
店，从此一家人搬到嘉泽，在
这里扎下根来。

从潘阿兴自己开店起，

“阿兴鸭头”的招牌才真正打
响。三十多年前，原单位经营
不善，潘阿兴和赵小冬双双
下岗。夫妻二人琢磨着，要将
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发扬光
大。1989年，夫妻俩开起了这
家卤菜店，在继承父辈精湛
厨艺的基础上，对原有制作
工艺进行改良，做出了如今
家喻户晓的阿兴鸭头。

一锅鸭头从浸泡处理到
卤制入味需4个小时，除了用
精心调制的卤水卤足时间，
还要配上传承百余年的中草
药酱汁熬制。“我们选的鸭头
来自内蒙古，烹制过程中不
使用任何添加剂，保证纯中
草药配料，香而不腻。”赵小
冬说，好的原材料只是成功
的第一步，还要有精湛的烹
饪技术。阿兴卤菜沿用老一
辈传下来的手艺，经过不断
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美味。

几十年的积淀，让“阿兴
鸭头”的口味不断精进，先后
获得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常州老字号等荣誉，成为
馈赠亲友的佳品，甚至远销
海外。店里每天光是鸭头就
要卖出一千多个，咸淡适中、

五香透骨的鸭舌也是抢手
货。

如今，卤制鸭头的活儿
逐渐由潘阿兴的女儿潘乃接
手。作为潘家第四代传人，她
的想法和父母一样，要守好
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让更
多人吃到美味正宗的阿兴鸭
头，让阿兴鸭头成为名扬龙
城的地道名菜。

“在前不久举办的2024
‘老字号奇妙夜’活动中，我们
的招牌产品阿兴鸭头很受欢
迎。活动每晚6点开市，第一
晚阿兴鸭头不到一小时就被
抢购一空。后面几晚，我们每
天加量供应、提前出摊，可不
到7点，各种商品还是被热情
的市民买空了。”潘乃表示，看
到自家卤菜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心中很是欣慰。“这是一份
信任、一种肯定，更是一份责
任、一种鞭策，我们一定会坚
持手工烧制，让更多顾客吃到
正宗的阿兴鸭头，将‘家乡味
道’传承下去。”

嘉泽阿兴卤菜：四代人的坚守，传承“家乡味道”

本报讯（黄 洁 璐 黄 靓
黄瑜云）老人乘公交车去看
病，不慎遗失看病钱，幸亏热
心的公交司机拾金不昧。10
日下午，家住溧阳别桥镇的徐
彩保怀着感激之情，来到别桥
公交站调度室，领回丢失的皮
包，并对溧阳230路公交车驾
驶员滕建洪再三道谢。

当天早上，滕建洪驾驶

230路公交车到达终点站后，
按照惯例进行车厢清扫。在
一张座位下，他意外发现了一
只小包。滕建洪立即到车载
监控探头下打开小包，发现包
内装有医保卡、银行卡、身份
证及2500元现金。想到失主
一定很着急，滕建洪立即将小
包上交给车站长，并通过包内
有效线索寻找失主。

而此时，失主徐彩保遍寻
无果后，焦急如焚的他拨打了
报警电话，在公安民警的辗转
联系下，得知自己遗失的小包
已被别桥公交站妥善保管。

拿到失而复得的皮包，徐
彩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了：“这里装的是我的看病
钱。实在太感谢滕建洪师傅
了。”

七旬乘客遗落看病钱，热心公交司机拾金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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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武进牛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常州市创迈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高端
新能源电子模组生产项目车间五项目工程
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
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账户销户，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2024年10月15日至11月14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工程管理中
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85175621。

特此公告。
常州市武进牛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15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顺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溧阳市竹箦镇天然气一体化工程已竣
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
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
期 2024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如有异议，请向溧阳市竹箦镇人民
政府反映。联系电话:0519-87700102。

特此公告。
江苏顺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15日

减资公告
常 州 锡 铧 机 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115692963923M)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 3000 万元减至
1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常州锡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5日

注销公告
江 苏 思 栈 网 络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02MA1NXN3J
6Y)经股东会决议，即
日起注销，请债权人
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
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江苏思栈网络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5日

嘉州枫景苑的“红袖章”们，在社区居民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