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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宜兴市刀
笔书法协会、宜兴市紫
荆科创企业商会等举办
的刀笔陶艺作品展在丁
蜀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举办，百余件风格独特
的刀笔陶艺作品亮相，
吸引众多市民观赏。图
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
守才（右3）、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邱玉林（右 2）等
名家到场与参展陶瓷艺
人交流。

（范晓龙、丁焕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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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非常感谢你们热情专业的
服务，帮助我们快速走完了备案手续！”近
日，宜兴市手牵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向宜兴市和桥镇行政审批局工作人
员表达了谢意。

为解决群众和企业不会办、不懂办、办
事慢等问题，去年，宜兴市和桥镇组建了一
支“帮代办”服务队伍，在全镇20个村（社
区）便民服务站设立代办点，为市场主体和
办事群众提供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医保
报销、社保退保等服务。

近日，吴先生来到和桥镇行政审批局
大厅办理退休申请手续。经确认，吴先生
在苏州缴纳的27个月医保尚未转入宜兴
市。按照办理流程要求，他必须先取得参
保地苏州出具的医疗参保凭证，再办理医
保转入手续，随后再办理医保退休。而获
取医疗参保凭证，要到苏州向当地医保部
门提出申请，或登录医保网上服务大厅自

助打印。听到工作人员的解释，吴先生面
露难色。该局“帮代办”成员潘翀见此情景
立即上前提供帮助，为吴先生顺利取得了
医疗参保凭证电子版。随后，潘翀将吴先
生的医疗参保凭证连同退休材料一起交到
了宜兴市行政审批局。在“帮代办”成员的
服务下，不到一个月，吴先生的医保就顺利
转入宜兴市，退休手续也顺利办结。

为群众、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化的
“帮代办”服务，是和桥镇行政审批局贴心

服务群众和企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
更快速地解决群众和企业所需，当好企业
和群众的“店小二”，该局着力打造“办事不
求人、审批不见面、一次就办好、全程有保
障”的政务服务新环境。同时，该局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走访调研企业所
需所盼，收集企业存在的困难和诉求，真正
做到了办实事、解民忧、暖民心。截至去年
底，和桥镇行政审批局“帮代办”服务已为
群众、企业解决各类困难978件。 （尹焱）

在20个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设立代办点

和桥镇和桥镇““帮代办帮代办””服务让群众服务让群众““少跑腿少跑腿””

本报讯 经过近3个月的精心打造，近
日，宜兴市屺亭街道东郊社区基层治理中
心正式投用。据了解，这一平台融智能化
综合管理、共享书房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居
民提供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

东郊社区是由4个农村拆迁小区与5
个商品房小区组成的混合型社区，具有区
域大、人员杂、治理难度较大的特点。近年
来，东郊社区积极探索网格化治理体系，不
断擦亮“微光成炬、幸福东郊”基层治理品
牌。目前，东郊社区按照“一网格一特色”
的标准，构建了9个特色网格片区，设立了
9个红色网格联络站，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
群众的最前沿。”东郊社区党委书记陈爱民

介绍说。多年来，东郊社区聚焦基层治理
重点，根据每个片区居民不同的需求，打造
富有特色的服务平台。目前，社区已在东
郊花园A区、东郊花园B区、辰华氿府等9
个特色网格片区，分别建立了以理论宣讲、
扶老助残等为主题的红色网格联络站。东
郊社区周边企业众多，有很多员工居住在
辖区各个小区。为了进一步加大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力度，满足群众就业服务需求，东
郊社区在融域片区红色网格联络站打造了

“人才驿站”，建立了网格大数据管理平台，
精准对接群众创业就业需求，成为企业和
居民之间就业的桥梁。

更为精准的对接，直抵人心的服务，东
郊社区不断提升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
性。为进一步满足居民多层次文化需求，

在社区的支持下，东郊花园A区红色网格
联络站组建了一支“初心”宣讲团队，吸引
了众多热心居民、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小
学生的参加。目前，宣讲团队已有30余
人，开展了近30场宣讲活动。不仅如此，
宣讲团队还结合社区治理，设立了“东郊夜
谈会”，每期邀请相关负责人现场与居民进
行交流，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记
录，并在下一期的夜谈会上汇报整改和落
实情况。迄今为止，“东郊夜谈会”共举办
六期，收集民声民意68条。此外，社区深
入开展“东郊好人”系列评选活动，在居民
中树立道德榜样和家风典范。迄今，社区
共评选出“五好文明家庭”3600户、“好儿
女”家庭120户、“好婆媳”家庭200户、“好
邻居”家庭150户。 （梅玲）

构建特色网格片区 设立红色网格联络站

东郊社区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2022年8月13日，无锡市古运河船模
工作室来了一群少先队员。他们是无锡市
隆亭实验小学四（2）中队的孩子，他们要在
这里成立“章桂兴中队”，并邀请章桂兴老
爷爷担任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最近，天一
中学等校邀请章桂兴担任指导老师，一起
开设“非遗船模”课程。他表示会一直坚持
做下去，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传承和创新江
南木船文化。

家住锡山区东亭街道柏庄一村社区的
章桂兴出生于1944年，15岁开始跟着师傅
学习造船技艺，与船打了一辈子交道，造船
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退休后，章桂
兴潜心于江南地区常用木船的模型制作。
在他的古运河船模工作室内，摆满了西漳式
木帆船、米包子船、绍兴乌篷船等十多种大
小不等、模样各异的木质船模。所有船模按
古法造船工艺制成，一刀一斧，一锯一凿，体
现出深厚的工匠精神。

章桂兴是“江南木船制造技艺”传承
人。在他的船模中，“红船”船模特别引人
注目。章桂兴一开始是根据书里的图片制
作“红船”模型的。看到相关资料介绍，停
泊在嘉兴南湖的“红船”系无锡工匠打造，
他决定要制作一艘微缩版的“红船”。2016
年，他专门去了嘉兴，除了观看南湖畔的

“红船”，还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和嘉兴
船文化博物馆。章桂兴决定用停泊在南湖
的“红船”作样本，大到全貌、小到细节，一
一记录下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努力，一
艘长1.54米、宽0.25米、高0.3米，按10：1
比例制作的微缩版南湖“红船”顺利完工。
船模和南湖“红船”一样，放置了三根橹、两
根挂帆用的把杆和三根撑船用的篙子，船
舱中还有小方桌和几把小椅子。

章桂兴把传统工艺制作和红色文化传
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2016年，他制作了
两艘“红船”模型，一艘捐赠给了东亭街道

党工委，另外一艘捐赠给了无锡方志馆，作
为红色教育用具。从2016年到现在，章桂
兴前后制作了12艘“红船”模型，都无偿捐
赠给了相关单位。

积极带徒传授“江南木船制造技艺”这
项非遗文化，章桂兴创建了无锡市古运河
船模工作室，深入学校课堂宣传江南木船
制造技艺和船文化。他将自制船模捐给了
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等单位。他的木船模
型先后在无锡博物院、无锡市图书馆等地
展览。

受聘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后，章桂兴
多了一份向孩子们传授“非遗文化”和“红
船”文化的义务。2022年11月，章桂兴带
着孩子们来到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船文
化科普基地，队员们在生动有趣的互动实
践中，直观地了解和感受船文化，激发了
对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船科技的好奇
探索。 （辛小玲）

自制船模弘扬“红船”精神

本报讯 日前，在滨湖区河埒社区“一
米农园”开园仪式上，孩子们有序排队抽
签，认领自己的“小小自留地”。

早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
的荒地。到了夏天蛇虫鼠蚁多，荒地上又
堆积了不少建筑垃圾和废料，对周边居民
的生活环境造成不小的困扰。去年，根据

前期的走访调研，社区将这片荒地进行了
改造，建设了“一米农园”。为了做好“一米
农园”后期管理，社区帮助孩子们建立了

“七彩童声”儿童议事会，由孩子们共同协
商制定相关管理运行规则。

农园虽小，却能播种无限希望；一米
不长，却可拉近邻里关系。在开园仪式

上，孩子们戴上手套、拿上锄头，在社工
的指导下，与家长一起拔草、松土、播种、
浇水，体验劳动的快乐与艰辛。据了解，
未来，河埒社区将不断完善“一米菜园”
的建设，通过开展各类体验活动，让更多
的孩子和家长参与进来，共同收获幸福
的果实。 （朱亚贝）

荒地变菜地

河埒社区“一米农园”收获劳动快乐

本报讯 近年来，锡山区鹅湖镇进一
步加大对乡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形
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单位负责、社
会参与”的立体化乡贤文保工作新格局。
目前，钱伟长旧居、王莘故居、华蘅芳故居
等一批乡贤文化场馆已经完成修缮，并对
公众开放。

鹅湖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
史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许多乡贤遗迹
已是无锡文脉、江南文脉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元素。据统计，目前，鹅湖镇拥有各级
文保点43处，其中约一半属于乡贤名人
文物遗迹。“这些先贤遗产不仅生动述说
着过去，也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优秀
地方文化资源。”据鹅湖镇副镇长钱玮介
绍，近年来，该镇出台了乡贤文化保护修
复相关政策与资金使用办法，加大对乡
贤文保建筑的保护和传承利用，修缮了
华氏义庄、悟真道院、华氏始迁祖祠等一
批省市文保单位。同时，该镇通过组建

“小导游”讲解员队伍、制作廉政视频、排
练舞台剧、开展文化讲坛等形式，进一步
弘扬乡贤文化，营造出珍爱文物、传承文
明的浓厚氛围。

让文保建筑“活”起来、用起来，更好地
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美化生活。鹅湖镇在
修缮建设月溪书院时，重启了拥有80多年
历史的甘露书场，书院内定期开展阅读分
享、交流座谈、亲子手工等文化活动，并依
托区、镇两级书画协会以及甘露学校版画
协会等资源，开展公益书画教学、版画制作
等活动，已成为全镇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
重要阵地。“下阶段，将通过运用数字技术
和举办各种互动体验活动，让流转千年的
古风古意从名人故居中穿透而出，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荡口古镇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汤若茗说。 （鹅轩）

鹅湖镇
保护乡贤文化遗产

本报讯 近日，锡山区东北塘“禾塘”
党建联盟成立大会在东北塘街道梓旺新村
社区举行，来自税务、市监、财政等6家单
位的党支部与东北塘商会党支部、不锈钢
行业协会党支部携手，共同为进一步推进东
北塘街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为整合辖区各类党建资源，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此次，东北塘街道通过支部联
建、阵地共享、信息互通，切实加强共建单
位横向交流，形成机关、企业党建合力。当
天，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并通
过了“禾塘”党建联盟章程，签署了《“禾塘”
党建联盟协议书》。据了解，自去年以来，东
北塘商会、不锈钢行业协会积极发挥党委政
府沟通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全面推进规范化建设，有力促进了东北塘
街道经济社会发展。2022年，商会、青商会
会员企业完成工业产值37.6亿元，占全街
道规上企业工业总产值83.6%。 （东统）

东北塘街道

成立“禾塘”党建联盟

本报讯 4月15日，梁溪区广益街道莫
家庄社区网格员小庄在新民路巡查时，发现
一餐饮店正在更换门头广告。于是，他主动
督促指导施工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帽、系好安
全带、拉好警戒线，以确保施工安全。

莫家庄社区内有5家大型综合体和5
家专业市场，加上新民路、广南路、锡沪路
等沿街数千家店铺，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十
分繁重。为了确保辖区安全，莫家庄社区
建立了常态化的巡查制度，要求专职安
全员和网格员每天都要深入辖区开展安
全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当天，在国
药控股有限公司，社区专职安全员现场
检查了特种设备运行记录、维护保养记
录、人员持证、警示标志设置等情况，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操作人员作业时未戴安
全帽、未系安全绳等问题，安全员当场要
求企业进一步绷紧安全生产弦，立即进行
整改。 （李本华、朱昱汐）

莫家庄社区

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 近日，在梁溪区人大代表的
支持下，扬名街道滨河社区在悦禧家园建
立了“滨河之声”有声图书馆，进一步推动
全民阅读的开展。

不久前，梁溪区人大代表在滨河社
区开展“社情民意联系日”活动时，了解
到不少居民有阅读的需求。于是，人大
代表与滨河社区携手，在悦禧家园打造

“滨河之声”有声图书馆。为了把有声图
书馆建设成为贴近党员居民的阅读驿
站，人大代表与社区精心构思，围绕党员
模范、亲子教育、书香文化、志愿服务等
内容，建立了初心滨河、人文滨河、笔墨
滨河、志愿滨河四大模块，有针对性地为
居民提供分类阅读、展示交流服务，受到
了广大居民的欢迎。 （高晶晶）

滨河社区

有声图书馆助力全民阅读

为提高居民紧急时的自救能力，4月
11日，山北街道惠峰社区联合无锡市第二
人民医院开展了心肺复苏科普知识讲座。
图为医护人员指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
的动作要领。 （杨磊 摄）

近日，无锡市侨谊幼儿园老师来到梁溪
区城南社区开展0—3岁公益早教活动。活
动中，老师们通过做游戏、讲故事等互动方
式，帮助家长感受到亲子活动的乐趣，了解
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张璐 摄）

本报讯 “突发昏迷，生命垂危！”日
前，无锡市第二老年病医院急诊科里接诊
了一位从堰桥街道老年公寓送来的危急患
者，经检查后确诊为死亡率较高的基底动
脉闭塞脑梗死。随后，医院立即开通绿色
通道，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医生护士紧密配
合将患者送入导管室进行手术。由于送院
及时、抢救得力，终于将患者从“鬼门关”成
功拉了回来。

去年以来，堰桥街道以老年人需求为
导向，积极探索建立医养结合的专业化照
护服务体系，着力满足失能、部分失能老年
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升老年人获
得感和幸福感。

2022年，堰桥街道成立了由辖区无锡
市第二老年病医院与5家养老机构、5家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组成的惠山区首个医养
联合体。一年来，该医养联合体把医院、社
区和养老服务机构有效衔接起来，通过统
筹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全方位开展
健康教育、慢病管理、优先诊疗、特色医疗
和残疾康复等助老服务，基本实现了“小病
不出社区、大病不出街道”的目标。

“在紧急情况下，不少老人由于使用手
机不熟练，耽误了抢救的宝贵时间。现在，
紧急呼叫按钮就配置在老人触手可及的地
方，电话终端有24小时值班人员，可以及
时帮助老人联系子女，呼叫救护车等。”在
堰桥社区范惠珍老人家中，工作人员帮老
人安装好紧急呼叫设备后，还在现场向老
人演示了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医疗靠医
院，养老在基层。近年来，堰桥街道根据老
年人照护需求和居家环境条件，对经济困
难的老年人居家环境进行智能化、适老化
改造，为他们配置适老化器具、移动辅具、
紧急呼叫等设施设备。同时，堰桥街道还
不断延伸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触角”，为老
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
上门服务。“每个月都会有志愿者来看看我
们，帮我们打扫卫生、理发，蛮贴心的。”天
一社区居民高婆婆说。 （胡高、陈铭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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