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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见证了中国这30年强盛起来的过程”

2022年8月30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银城东樾府，停气

时间为2022年8月30日13：00

至2022年8月30日17:00，停气

时长4.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8日

“既然我的机器能够印钞票，
那为啥我自己不印钞票呢？”郑武
典自我调侃着解释了在锡开办第
二家企业的缘由。去年底，通过
朋友牵线搭桥找到了一批当地的
关联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在鹅湖
镇鹅湖工业园区开设了江苏圭宝
科技有限公司。机器启动后，3个
月内就实现了满负荷生产。眼
下，他每周至少四天在圭宝，忙着
筹备二期扩厂工程。

“我们做企业的，要看到社会

发展的大势，中国有这么大的国
土、这么多的人口，又遇上了这些
年经济这么快的增长，这就是机
遇。”郑武典说，大儿子大学一毕
业后就跟着他一起在无锡干，还
是台协篮球队的队员。二儿子、
小女儿还在“动员中”。“从上到下
对台湾同胞都非常照顾，就连台
生来上大学都有优惠政策。基层
干部的关照更是实实在在，如64
项惠台政策，他们拿着小册子来
宣传。疫情期间，政府还给我们

买单，送了每位台商两年的保
险。这次我们圭宝公司的成立，
更得到了滨湖区台办的帮助推
动。我相信，这一次我又会有幸
成为无锡乃至整个中国绿色、环
保发展的见证人。”

问及郑先生对自己未来的打
算，他坦承“退休后准备留在大
陆”，会在培养好接班人后，周游
祖国大好河山，拜会各地的新老
朋友。

（晚报记者 汪自力）

“遇见宜兴”成台胞子弟
校外课堂

本报讯 8月25日，“遇见宜兴”第二届
海峡两岸青少年陶文化体验营在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宜兴）举行。当天，宜兴陶瓷博
物馆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宜兴）的主
体，与来自苏州的两所台胞子弟学校签署
合作共建协议，“美林美育-两岸非遗体验
基地”同时揭牌。

来自苏州的昆山康桥学校、苏州燕园
港澳台侨联考学校与宜兴陶瓷博物馆开展
馆校共建，实现了资源共享，也成为无锡、
苏州两地台办开展协作的成果之一。苏州
燕园港澳台侨联考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批
准成为大陆首家正规的港澳台侨联考培训
学校。昆山康桥学校是一所由幼儿园到高
中十五年一贯制的学校，为广大学子提供

“厚植东方文化，深蕴西方思维”的国际化
双语学习环境。

据宜兴陶瓷博物馆副馆长褚迎军介
绍，根据馆校合作协议的安排，这两所学校
将在暑假和寒假组织师生到宜兴陶瓷博物
馆体验陶瓷文化，并与宜兴东坡实验小学
的少年儿童开展交流活动，从中培养推介
中华陶瓷文化的“小小讲解员”。宜兴陶瓷
博物馆方面将定期到苏州的两所共建单位

“送教到校园”，开展良性互动。（何小兵）

江阴推进“精网微格”工程

本报讯 昨天从江阴获悉，为进一步完
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江阴持续推进“精网
微格”工程。

“精网微格”工程是江阴推出的基层治
理创新举措。据悉，当前，江阴全市各镇街
园区纷纷开启了微网格建设步伐，通过定
网格、定人员、定职责、定流程、定奖惩“五
定”要求，共划分了6909个微网格，配备了
6909名微网格联络员和20733名志愿者。
按照50至100户左右的标准，因地制宜，将
现有综合网格再细分为若干个微网格，构
建镇（街道）、村（社区）、综合网格、微网
格、户（单位）工作体系，把微网格打造成采
集信息、发现风险的第一感知触角，化解矛
盾、消除隐患的第一前沿阵地。

近日，澄江街道运河社区第一综合网
格第一微网格联络员在“主动防”巡查中发
现，有一批从国内其他地区来澄的企业参
会人员入驻江阴某酒店，没有严格落实江
阴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在了解情况后，微
网格联络员第一时间向所属街道及派出所
汇报。经核实，该酒店有40余名从全国各
地坐火车或飞机过来的参会人员。有关部
门和主办方联系后，由主办方主动落实核
酸检测工作。 （宋超）

为切实做
好消防安全教
育工作，增强
学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近日，
梁溪区消防救
援大队出动消
防宣传车来到
胜利门社区新
华书店，给附
近的孩子们零
距离科普消防
知识。
（沈佳婧 摄）

郑武典：要做中国绿色发展的见证人

零距离科普消防知识零距离科普消防知识

郑武典，这位58岁的台
企老板，每天的工作实在是
太忙碌了。初识郑先生，他
头发有些花白、皮肤晒得黝
黑，一开口便是妙语连珠，无
论是听的人还是他自己都会
笑个不停。圈子里，他和弟
弟郑武明的知名度颇高，但
他还是坚称“要做个低调的
人”。

郑武典先生在弼伽公
司车间里介绍即将出厂的
设备。 （潘劼尧 摄）

▲

“我可是亲眼见证了中国这
30年强盛起来的过程。”郑氏兄弟
是漳州郑氏迁台的第十代后裔，
祖上郑用锡是台湾第一位进士，
被称为“开台黄甲”。“我们在新竹
的宗祠更是台湾的一处名胜，在
桃园‘小人国’主题公园里都能找
到。”提起儿时跟随父亲参加祭祖
的场面，郑武典满脸都是自豪。

正是这样的背景，他对大陆非但
没有隔阂，反而倍感亲切和神往，
早在1991年，他就来到了大陆，
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的销售。“那时
候的大陆还处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粮票、外汇券这些东西我当年
都用过，还有人借我的通行证去
侨汇商店买三大件的。”

和许多“60后”一样，郑武典

喜欢“忆苦思甜”。他说，现在一
些台湾人如井底之蛙，不知道这
些年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还总是拿三四十年前的过去
说事。近30年世界上变化最大、
进步最快的就是中国大陆。也正
是中国大陆的繁荣和强大，给全
世界带来了机会，也给许多台湾
同胞带来了机会。

“你不进步就要被淘汰”

与沉稳安静的弟弟长期深耕
造纸机械不同，郑武典大学毕业
后虽然也曾在这行做过，但更多
的时候是在各种行业间“跳跃”，
在中国香港、美国、德国先后办过
数家不同的企业。2017年，得悉
弟弟郑武明所在的无锡胡埭一家
台资造纸机械厂老板准备改行撤
资，兄弟俩一合计，决定盘下车
间，和愿意留下来的技术人员继
续经营，于是便有了这家弼伽机

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我的性格就是做每一样事都

要追求极致，一定要做到最好，你
不进步就要被淘汰。”兄弟俩仔细
分析了行业发展的趋势，觉得纸浆
模塑包装的替代品生产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弼伽公司顺势而为，成
了国内唯一一家由造纸机械设备
成功转型的纸浆模塑机械制造厂。

拥有先进的理念、完美的工
艺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市场。2017

年，弼伽是艰难的，在没有造出新
一代样机前，公司头一年里几乎
没有销售订单。“国内纸塑这一行
太新，设备没人敢用，怎么办？世
界上最先提出全面禁塑的国家是
印度，我就先把设备卖给印度
人。印度人的要求也很苛刻，你
得当着他们的面造给他看。”就这
样，弼伽终于打开了局面，订单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2019年营收就
达到了8000万元。

“退休后准备留在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