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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
明和环境文明。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能少。

即使这个村，后有公墓，旁有垃圾填
埋场，一样可以打造优美的环境。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无锡市区西
部的青龙山自然村，处处是鸟语花香和村
民脸上的微笑。

而先前，这个村因太过特殊，外人不
愿亲近。连青龙山的女儿，一到年龄就嫁
人“逃离”。但现在，“拖家带口”回娘家常
住，成了常态。

转变，只因娘家的村环境越来越美。

环境变美了，
外嫁女儿“回来住”成常态

一场夜雨，早晨的青龙山，雾气腾腾，
空气清新。

村内，71号老宅翻建现场，10多位工
人在忙活。主人秦娟华说，翻建一是因漏
雨，二是因女儿一家常回来住，改善一
下。在101号，碰到69岁的马学平时，他
正出门。老马说，他现在出门大多在上
午，因女儿一家常回来，下午要准备晚
饭。村民陈国宗的儿子新房在城里，但老
宅也留有婚房。

中午时分，村南西塘河边，步道环绕，

周阿毛等村民正在散步。河边，有人在钓
鱼。村内，四色鲜花竞相绽放，村民喜在
心头。

环境一天天变美，村经济和村民收
入提升得更快。青龙山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洪度说，青龙山股份经济合作社2004
年成立，10多年中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建
了三个工业园区，企业有70多家，工业经
济实现了从小作坊到园区、现代楼宇的
跨越发展。合作社账面净资产、社区可
用财力分别从2004年的935万元和400
万元，增至2019年的1.57亿元和2000万
元。

村经济发展了，自然会惠泽村民。农民
变股民，年年有分红，过节有福利，每月有补
贴。现在青龙山退休农民年收入普遍在3万
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
村民的感受度就是标准

女儿们常回，因为环境。过去远嫁

“逃离”，也因环境。
因为紧挨公墓和垃圾填埋场，以前外

人提到青龙山村总是皱眉头，忌讳的人还
绕着走。村民，也多少有怨言。

青龙山大队老书记74岁的陈林标介
绍，过去经济落后，环境脏乱，加上位置特
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女儿都是“东
南飞”，往市中心嫁。进入九十年代后期，
村里男孩娶媳妇，若城里没房，女孩根本
不待见。

自己人都逃离，怎会吸引外人？
“有经济，环境差，哪来幸福感和获得

感?”刘洪度说，西塘河边，原先是菜地和
鸡鸭棚，脏乱差，污水直排。这几年社区
直面难点，在村环境改善、提档升级上持
续加大投入，清河塘，拆鸡棚，治乱种，
2019年还投资300万元打造了景观带和
养老中心。

“132亩村域面积，住户105户，户籍
村民251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超
40%。这么一个‘微型村’，一样是小康路
上的同行者。”滨湖区荣巷街道党工委书

记胡巍说，在提升青龙山村环境的同时，
还针对老人多的特点，打造了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物业进来了，
“小康”好环境引入长效管理

“陈经理，村口绿化带有啤酒瓶没清
理。”看到物业管家陈惠，村民杜君雅有情
况反映。有了好环境，还引入了长效管
理。5月，怡庭物业正式进驻青龙山。物
业负责人张炜霞介绍，村物业人员有8
人，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和商品房一
样施行制度化运作。

“以‘共治、共管、共享’建设美丽乡
村，提升村民幸福感。”这是物业进村初
期，作出的承诺。

环境提升了，社区同时启动了对青龙
山、逸泉、碑刻、古树等地方文化的挖掘，
让其成为乡愁传承的载体。村民说，环境
好了，每天有子孙回，村子也更有活力了。

出村，汽车要经过桃花山隧道和填埋
场。现在填埋场只在电厂检修时“应急”，

“低填埋”成常态。
桃花山环保科普馆刚刚建成，6月19

日，青龙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此设
立。

（邵旭根）

环境越变越美且有物业“逃出去”的女儿又回家了

青龙山村不再让人皱眉头 本报讯 昨获悉，以“增知添彩 畅享生活”为
主题的无锡市首届文化场馆月将于7月15日-8
月15日举行。无锡此次将文化场馆丰富展览和
活动资源集中推介、串珠成链，尚属首次。

本次文化场馆月，将推出180场精品展览和
社教活动。同时，将在无锡文化云网站发布长三
角地区重点文化场馆75场精品活动，创建长三角
地区知名文化场馆活动品牌，推进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文旅融合发展。

“此次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锡城属首
次。”市文旅局人士表示，要让文化场馆“活”起来，
就得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主阵地作用，通过为市民
朋友提供文化“饕餮大餐”，达到文化育民、惠民、
乐民的目的，引领城市生活新风尚。据介绍，本届
文化场馆月将实行网上“云开幕”，扩大参与范围，
让大家足不出户“云观展”。 （陈菁菁）

市首届文化场馆月
本周三启幕

本报讯 近日，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影视学院
的第一批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这一批由学校
与园区、企业三方共建的影视人才培养基地，校企
合作成效如何？记者走访发现，在“最难就业季”
面前，这批毕业生求职未遇到任何求职难题。毕
业后，他们将“无缝对接”进入了锡城各家影视文
化企业，其中大部分学生被天工映画、倍视等影视
产业的头部企业录用。无锡市淘宝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斌说，“如果在学校里，就能让
学生们提早获知到这些专业知识，当他们踏上社
会后，能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希望能招用到更多本地人才。”电影后
制的BASE FX的负责人说，后制公司对人才队
伍要求很高，3年前入驻无锡后，他们采用的是北
京培养无锡入职的方式，但这样的模式不仅用人
成本高，人员的稳定性也得不到保证。

而“前校后厂”的培育模式就较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今年，顺应短视频、直播等在线泛娱乐的
发展，影视学院争取到了人文交流容艺短视频工
厂项目，在校内创建以实训为核心的短视频工厂，
不仅承载实习实践环节，还将引入市场化企业项
目，并自主开发系列人文交流IP视频内容。影视
学院副院长秦潇璇说，学院的人才培养计划每年
都会根据市场人才紧缺状况进行微调，“近期与锡
城多家影视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企业作为学校
的实训基地，技术团队、专业人才都以学院外聘老
师的形式定期为学生授课。”

除了专业的技术能力，艺术欣赏水平、审美感
知能力以及与之配套的专业工种和人才体系可以
通过校企共建的方式来建立。市委宣传部电影处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影视工业化需要更高端的人
才，校企共建的模式可以帮学生走完从学校到市
场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可以推动影视行业的标
准化。 （韩玲、马晟）

“前校后厂”模式
突破影视人才瓶颈

12日，全国职业教育实践育人产教联盟在无锡成立。会上，全国职业教育产教数
据中心实习大数据平台正式启动。图为工作人员指导学生使用实习大数据平台。

（朱吉鹏 摄）

梁溪区扬名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
员强晓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关爱身边
的困难军属，积极为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
老复员军人等对象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
受到上级和群众的认可。近年来，强晓红与
同事们一起，为现役、退役、三属等家庭发放

“光荣人家”牌共计1600余块，并从中排查出
困难转业志愿兵、士官8人，进一步向区级为
困难转业志愿兵、士官申请补助，为3名转业
志愿兵（士官）再就业提供了帮助。去年下半
年，强晓红和服务站同事为230余名退役士
兵办理了社保接续，并创建了“社区级”优抚
之家。

扬名街道有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
2019年5月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组建后，街
道双拥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各项工作均
走在全区前列。这些成绩中，凝聚着强晓红
的汗水和奉献。她善于学习，肯动脑筋，在街
道探索双拥工作新规律、拓展双拥工作新领
域、丰富双拥工作新内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基层双拥工作人少事多，强晓红主动
对接民政、人武、工青妇、教育、派出所等部门
以及各社区，形成双拥合力。

困难军属的生活如何，一直是强晓红牵
挂于心的大事。对年事已高的军属，她经常
嘘寒问暖，逢年过节送去慰问品，关心他们的
身体健康情况。扬名街道优抚对象胡国金、
盛阿虎、俞发生等，家里经济条件比较拮据，
且自身体弱多病，强晓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主动为他们申请了每人2000元的帮困资金，
让他们的困难得到缓解。 （赵晖）

善学习、动脑筋、找规律的“大姐”

巧解身边困难军属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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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重构，联动打造锡澄
高端科技开发区

2年前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来到城
铁惠山站区的无锡量子感知研究所，贺
羽感到了“高速”的实际存在。从一片
空白到如今的量子感知产业化总部初
现规模，这位博士对城铁站区正在打造
的中国先进仪器产业集群十分看好。

“在万寿湖畔，5G信息技术、IC产业、应
用型科研院所正从四面八方集聚而
来。”而量子感知团队研发成功的量子
钻石单自旋谱仪等高端仪器产品，很多
是国内首台或全球首台。“位于长三角
的核心地带，信息和市场的获得都是令
人惊喜的。”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蒋轶佳
说。

一个 4.4 万平方米的绿色园区项
目，于5月底完成，这是专为国内少有的
咖啡企业集群打造的。核心企业鼎加弘
思饮品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年产30
亿颗单杯（胶囊）饮品智能工厂一期的建
设，并搭建了全国营销体系。鼎加弘思

的到来，还引来另两家国际知名的咖啡
企业，构成了一个国际级的胶囊饮品“总
部基地”。

最新的客源统计显示，城铁惠山站
的客流量，目前最高峰时为每天4000人
次左右，而利用惠山站综合枢纽出行的
客流，已达到2万人次左右，其中来自江
阴和常州的占比不小。锡澄一体化发
展，前洲是中部崛起的支撑点，而支撑点
的核心是产业重构。城铁惠山站区管委
会经营管理部部长张海林说，围绕打造
长三角活力枢纽核和惠山都市新名片，
机械装备、纺织印染等六个产业集群正
在构建起枢纽型、总部型、智能型的产业
体系，“而深度融入锡澄一体化建设，前
洲工业集聚区、城铁站区和江阴青阳园
区联动合作，打造锡澄高新技术产业协
同发展基地。”

生活重塑，站城融合引领
新模式

韩辉跟着丈夫、无锡文道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宁，带着2个还
在读书的女儿，去年9月从新疆举家迁

到了前洲。城铁惠山站区管委会给他们
在人才公寓楼里安排了3个相邻的单
间，还帮他们的女儿解决了读书问题。
2017年落户前洲的这家公司，年成交额
达20亿元。“在这儿我们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现在我们正在看房源，计划年底买
房落户。”韩辉说，他们还能享受优惠的
购房政策。

大学毕业后，“90后”小伙吴超宇还
是选择回家乡前洲工作，做一名招商经
理。“省锡中双语学校即将招生，五星酒
店已经建成，国际知名品牌生活广场下
半年开业，还有田园康养项目已签约建
设，前洲的生活模式正在重塑新魅力。”
他说，紧张的工作和工作之余的各种休
闲项目，就像他在大城市见过的一样，而
空气和环境更优。

“枢纽地位让这个惠山北门户在
G42沪宁产业创新带和人才创新走廊建
设中，串联融合了原来一分为三的城铁
惠山站区、工业集聚区和前洲老镇区，

‘穿针引线’并肩发展，后浪进击，高质量
承接并共享一体化发展中的资源。”惠山
区相关负责人说。

生态引路，打造活力枢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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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150平方公里的防洪大包围就
已建成，“防外洪、排内涝”的功能和
老城区运东大包围一致。而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007年太
湖水危机发生后，为了保护太湖水
质，太湖新城就不向太湖泄洪了，约
85%的河道行洪，都是向东排入运
河，在这过程中一旦“毛细血管”出
现堵点，就会减低排涝效率。

位于经开区和新吴区交界处
的夹洚上河和陆区桥河，就是亟待
疏通的两个“堵点”。7月9日，记
者在夹洚上河边看到，原来这条跨
界河在经开和新吴之间仅通过一
个直径约1.5米的管涵相连，而两
侧河道宽约15—20米。一旦大雨
袭来，管涵很容易成为排水“瓶
颈”。为保障中高考期间防汛，7
月7日，经开区紧急调用5台挖掘
机、花5个小时连夜在管涵旁挖出
了一条 3—7 米宽的临时过水通
道，增强排水能力。

“挖临时通道只是应急之举。
与经开区相比，新吴区河床相对较
高，如何让雨水东排更畅通，还要板
块联动发力。”袁江飞说。“街道计划
对夹洚上河新吴区段进行清淤，增
强行洪排涝能力。”新吴区新安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配合经开区畅
通水系，确保防汛安全。

如果新一轮强降雨来袭，经开
区如何应对？袁江飞说，他们正抓
紧优化重点积水路段排水系统，如
为金匮公园这一汇水面积较大的区
域单独设置排水系统，让雨水从山

上流至四周道路时能被提前“拦
截”。

另一利好消息是，今年我市
将结合高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对其雨水管网设施进行彻底改
造。市建管中心相关人士介绍，
高浪路 2003 年建成时雨水管网
设计标准相对较低，此番改造将
提高设计标准，雨水管径从0.5—
1.2米提升至0.6—1.65米，并重新
梳理全线出水口布置。最花功夫
的在于重构地下排水系统，“以
往，如信成道等相交道路，是和高
浪路共用出水口的，导致高浪路
排水压力过大。此次将按照相交
道路雨水就近排入河道的原则，
在具备条件的相交道路独立设置
出水口，不再接入高浪路新建雨
水管内，全面提升排涝能力。”

积水“老大难”
各有各的难处

专项防汛治水需治
标又治本

除了下穿式立交、太湖新城部
分路段等易涝点，我市还有不少遇
暴雨必积水的“痛点”地区。

春申路县前街路口、五湖大道
隐秀路口、人民东路南匝道……7
月6日暴雨中排查出的隐患点中，
不少都是市政养护人员再熟悉不过
的名字。如路龄已24年的春申路，
地下雨水管径仅500毫米，加上地
势低洼，几乎逢雨必淹。7月6日强

降雨中，春申路县前街路口出现
600平方米40厘米深积水，两辆泵
车同时抽排，直到当晚21时，仍有
一车道积水未排干。

据了解，这批积水“老大难”各
有各的难处，有的是附近没有河道、
地下管道的雨水缺少出水口，有的
是周边其他窨井溢水严重，有的是
配合控源截污封堵了出水口。目
前，我市在部分积水隐患地段设置
了专项防汛治水点，常年配备应急
泵车和人员值守。然而，遇上特大
暴雨，即使有值守，春申路、五湖大
道等专项治水点的积水仍难以避
免。

保障措施治标之外，还应有改
造提升的治本之策。据悉，春申路
改造方案已上报，将采用0.8—1米
管径雨水管，排水能力加倍，争取今
年下半年启动。五湖大道在隐秀路
口北侧的出水管同时承担道路和周
边部分地块排水，已严重老化变形，
正加排新出水管。运河东路市航道
管理处一段也计划列入二期改造，
扩大排水管管径。

强降雨期间，一些路段污水外
溢也给道路排水增加了压力。目
前，我市污水管网运行压力较大，
城北、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运行负
荷率超90%，主城区污水管网常年
高位运行。据悉，我市将结合正在
进行的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对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检测
和修复，新增24万吨/日污水处理
能力，加快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短板。

加快补短，提升路网“抗雨指数”

上接第1版>>>对这份工作非常满
意，父母也开心。

“爸爸糖”是一家主打手工吐司
的烘焙连锁店，目前已在国内开设
了300多家门店。公司总经理周颖
介绍，今年的疫情对企业冲击不小，
但他们不断调整应对策略，修炼内

功，开发储备新品，结合线上线下联
合营销的模式，目前业绩已经逐步
上升。今年至今，“爸爸糖”又陆续
新开了10家店，总部人员已经扩编
了20%。在增加岗位的同时，“爸
爸糖”没有忘记担当社会责任，向最
难就业的残疾人伸出了援手。公司

党支部与惠景社区党总支建立了党
建联盟，开出了一家特殊的“爱心连
锁店”，社区党组织提供场地，企业
党组织派出专业人员免费培训，免
费提供配方，一举扶持7名当地残
疾人创业。

（赵晖）

优秀民营企业主动作为“保就业”

上接第 1 版>>>虞嘉晔说，为进一步做
强山联村的菊花产业，2016年，他被调
到“江苏最美乡村”山联村担任党总支副
书记，负责旅游、宣传、接待和销售工
作。这个职务，对他而言，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谈及机遇，不得不说起他的朋友
圈营销法。刚开始，虞嘉晔把山联皇菊
的精美图片配上简短文字，有时还会拍
一些幽默风趣的小视频，试着在朋友圈、
微信群、QQ群、微博推广山联皇菊。没
想到，朋友圈零售当月就产生了几万元
的销售，微信好友迅速达到5000人上
限。尝到甜头后，为了随时随地有素材
可拍，他养成了“人到哪，山联皇菊就带
到哪”的习惯，不仅带着山联皇菊参加过
各类综艺节目，还上过全国大学生村官
论坛，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了“菊花哥”和
他的山联皇菊。

至于挑战，让皇菊成为山联的标签也

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全面经营全村旅游
资源，虞嘉晔亲自上阵，形成了观光车、讲
座、菊花销售一条龙旅游服务，日均接待
团队5批次，最多时一天20批次，经常没
空吃午饭，几乎是365天全年无休。他兼
任司机和导游，可以将2小时的冗长讲解
词打磨提纯成半个小时的精彩贯口，不少
回头客再次来到山联，就是为了感受这种

“熟能生巧”所带来的爽利与活力。
在开发旅游之余，虞嘉晔把主要精

力放在了产品开发上。如今，一朵一杯
皇菊花茶、菊花伴纯植物饮料、菊花纯手
工麦芽糖、菊花米酒、菊花黄酒、菊花芝
麻片、菊花生片、菊花润唇膏、菊花护手
霜等菊花系列衍生产品相继出炉。山联
村原来是个贫困村，如今以发展农村生
态休闲游为主，在无锡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乡村旅游模式。

靠一朵小菊花，山联村富了。富裕

起来的山联村，开始将菊花富民的模式
尝试对外推广。2016年，作为国务院扶
贫办选中的12个优秀村之一，山联村和
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的干乍村结对扶
贫，虞嘉晔去实地考察发现，干乍村常年
气候干燥，利于皇菊生长。产业外移，弥
补了村里土地不足的缺陷，能进一步扩
大皇菊产量，改变山联皇菊供不应求的
局面，是一种双赢。于是，虞嘉晔在试种
获得成功后，将干乍村菊花种植面积扩
大到200亩，还为干乍村义务培训技术
员，组织村民到无锡来学习皇菊种植、烘
烤、销售，让干乍村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最近，虞嘉晔与其他人共同合作创
作了一首《菊花村》的村歌，让山联村更
火了。而他为村里打造的“物联网开心
农场”也即将竣工。把科技、文化手段和
一朵小小的菊花嫁接到一起，虞嘉晔一
直在创新“玩法”。

山联村的“菊花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