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
萍）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
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对战美
国队，获亚军。至此，第17
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代表中国出征的两名
无锡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完
成使命。她们参与的三个项
目共夺得1枚金牌和2枚银

牌，展现了中国残疾人奋勇
争先，勇于拼搏的精神面貌。

在本届残奥会上，无锡
运动员姚娟最先开始的比赛
是女子F64级铁饼项目，她
以 41.98 米的成绩摘得银
牌。这个成绩对她来说，多
多少少有点遗憾，因为在今
年5月的世锦赛上，她还曾

以43.09米的成绩夺得了金
牌。“成绩没有投出来，外界
又很看好”，姚娟表示，内心
当时是有点压力的。不过，
她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投入
到下一项的铅球比赛中。在
随后的女子F64级铅球项目
中，她投出了 12.53 米的成
绩，夺得了金牌。

7届残奥会，姚娟拿下
了6枚金牌，是三大项（铅
球、铁饼、标枪）的世界纪
录保持者。她在奥运舞台
上，从16岁走到了40岁，
可谓是田径场上的“长青
树”，背后付出了巨大的艰
辛。她表示，还会不会参
加下一届残奥会不好说，4
年的周期还很长，要看自
己的体能等各种因素。不
过，有一个目标她很明确，
希望能为残疾人体育事业
尽一份力，培养更多的中
国运动员走向世界体育的
大舞台。

在本届残奥会的女子
坐式排球比赛中，教练盛

玉红和运动员唐雪梅都来自
无锡。在小组赛中，中国队
一路过关斩将，无锡选手唐
雪梅发挥出色，多次首发出
场，是中国队主攻手，在多场
比赛中拿下关键比分。中国
队以全胜的成绩进入决赛。
她们与上届残奥会冠军美国

队争夺冠亚军，面对更高更
壮更年轻、技术不断精进的
老对手，中国运动员紧追不
舍，比分接近，虽然最终1比
3不敌美国队，获得亚军，但
她们身残志坚的每一次搏击
都让人感动。

（无锡市残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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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一场以
“爱心接力 幸福暖居”为
主题的公益演出在经开区
举行。活动通过线上和线
下多维募集的方式，为锡
城困难残疾人打造安全的
家庭环境，集合各方力量
推动公益助残事业发展。

当天，广益街道带来
的舞蹈《相约长白》显得唯
美而灵动，萨克斯表演吹
奏得深情悠扬，残友表演
的架子鼓则激情四射。来
自太湖街道的悦动舞蹈队
带来了表演“阿婆的幸福
生活”，举手投足间让人忍
俊不禁。该舞蹈队队长张
金华表示，团队规模不大，
约有20名成员，当天有一
半队员参与了义演。他们
除了用表演为大家带来欢
乐外，还参与了捐款，用自
己的爱心向残友们表达一
份爱。

无锡市志愿助残联盟
的多家单位来到现场。江
苏有线无锡分公司党群工
作部的高洁表示，作为国
企，他们一直很注重承担
社会责任，会定期号召员
工献血，内部也有关爱基
金，帮助遭遇困难的员
工。在助残方面，他们每
年会参与各类活动，奉献
爱心。来自无锡市无偿献
血志愿者服务队红蚁分队
的负责人袁党明介绍，团
队有百余人，他们从去年
开始已连续两年参与9月
的公益活动，为残友们捐

款。当天，有的老人带着
现金，有的则通过扫码，共
同为“给他一个安全的家”
项目捐款。

无锡市汇爱助残服
务中心是该项目的实施
方，负责人蒋晓俊本身就
是一位视障人士，深知残
友们的不易。他介绍，改
造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困
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包
括依老养残、一户多残、
高龄独居的残疾人等不
同的家庭。在改造的同
时，他们还会开展心理健
康疏导等服务，让残友们
生活更舒心。在这些家
庭中，存在着线路年久失
修等不同的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会通过入户走
访评估，帮他们进行改造
和更换，排除安全隐患。
内容包括智能开关设计
和安装、天然气安全检测
及安全设备维护、家庭用
水跑冒滴漏检查维修、家
庭用电安全及电器检测
维护、门窗维护及维修、
房屋、墙面等漏水处理、
室 内 环 境 改 造 及 美 化
等。去年，一共有6户残
友受益于该项目。今年，
他们期待能筹集10万元，
再为一些残友改造生活
环境。当天线上和线下
已募集了约2万元，后续
几天时间，各地还将通过
转发朋友圈等方式，继续
为残友们募集爱心款。

（黄孝萍）

近日，无锡召开全市制
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工作推
进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智
造强市。实体企业推进“数
实融合”，有哪些作为、遇到
怎样的痛点、有何良策？全
市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工
作推进会当天下午，70位无
锡企业家代表聚首参加由无
锡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办的“太湖湾思享汇”主题
沙龙，本期“太湖云享”主题
《推进“数实融合”锡企集思
“良策”》聚焦于此。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秦晓华介绍了无锡
在智能制造方面的资金投
入以及对中小企业转型试
点城市的支持，强调政策的
优化和对企业真实投入的
激励、服务商奖励、新技术
应用的鼓励，表示相关政策
措施还在拟定中，会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秦晓华希望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帮助企
业成功智改数转并形成核
心竞争力，从而推动无锡制
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超七成民营企业认为
营商环境得到改善，投资信
心回升，25%的企业打算增
加投资，31.43%的企业有出
海意愿。”无锡市工商业联合
会副主席蒋谊春结合省工商
联对营商环境的评估，详细
介绍了无锡营商环境的情

况。
面对数字化转型这样一

道必答题，无锡不同规模的
企业正在根据自身特点采取
不同的方式和路径持续推
进。在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贤
龙看来，在推动数字化的过
程中，流程专家、业务专家和
数字化专家这三个角色必不
可少。“我们在梳理业务流程
时，会由运营管理部牵头，把
相关人员组织在一起，以工
作坊的方式明确当前问题、
未来目标和设计后的流程体
系，形成书面化的业务流程
体系。然后再根据这个体系
去选择和推动信息化系统的
建设。”戴贤龙表示，对智改
数转，派克新材不遗余力：在
推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员工
的变革意识问题，派克新材
的做法是“不换思想就换
人”。

“企业无论大小，都可以
进行数字化。”无锡市华通气
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学
礼一开口就亮出观点。他认
为，数字化有深有浅，可以根
据企业需求逐步推进，从解
决具体问题入手，如管控物
料、了解生产现场和仓库情
况等。

工装自控工程（无
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奚烨峰坦言，工装
自控的产品是“多品

种、小批量”，对智改数转也
曾有过顾虑与担心。“实践探
索让我们认识到，在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为了解决前一
道工序影响后一道工序的问
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奚烨
峰介绍，工装自控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比如在ERP基础
上开发了MES系统，解决了
协调管理的问题；同时引入
仿真系统，避免系统出现差
错。工装自控还强调智能制
造不能解决一切，产品质量
才是关键，工匠精神和精益
生产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要坚持不懈。

“中小企业推进数实融
合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决
定。”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严奇认为，如
果企业要生存，短期内可能
需要优先解决战略、产品和
市场等问题，但从中长期发
展来看，数字化是无法回避
的。是否进行信息化、数字
化取决于企业的业务状况，
更取决于企业家对企业所
处时代与环境的认知，如果
要追求高标准、严要求的管
理，就需要进行信息化、数
字化；如果不想被时代淘
汰，就应该把握趋势、布局
人工智能、与时代共舞。

（孙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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