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卢维阳 编辑：王 宁
版式：刘文燕 校对：蒋颖蕾年 月 日 星期三

一手筑防疫屏障，一手抓创
新发展。昨天上午，位于遥观镇
的哈焊华通，“云敲钟”创业
板，成为全市混改上市第一股。
哈焊华通，由此成为今年常州市
首家、累计第 82家，常州经开
区第 12家上市企业。

至此，面积仅 45平方公里
的遥观，拥有了 5家上市企业。
平均每 9平方公里，就有一家。

据了解，哈焊华通前身为常
州华通焊丝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
熔焊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民
营企业。2015 年，企业和中国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哈尔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家
发改委第四批混改试点单位。第
二年，哈焊华通就从哈尔滨焊接
研究所引进了全国首条焊接智能
化生产线，开始进军高端铝焊丝
市场。

“混”是手段，“改”是目
的。哈焊华通总经理周全法说：
“在汇集了央企的先进技术和民
企的灵活机制后，企业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目前‘钢铁针线’已
应用到港珠澳大桥、三峡水电机
组、华龙一号、白鹤滩水电站、
煤化工超大加氢反应器等国家重
点大型工程项目。”

哈焊华通本次 IPO 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4545.34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 15.37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6.98 亿元。募集资金将
用于高品质焊丝智能生产线建设
项目、特种高合金焊丝制备项
目、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上市是新的起点，未来是新
的征程。看着上市首日一路上扬
的数字，周全法回忆起参加遥观
第一家上市企业庆典仪式的场
景，充满信心。“我们要为成为
世界一流的焊接集团而努力奋
斗，树立中国的民族品牌。”

2011 年 3 月，长海玻纤成
功登陆创业板，成为遥观上市第
一股。借助上市募集的资金，长
海 2012年“蛇吞象”———成功
重组天马集团，成为全市兼并重
组的典范。此后，全球电子产业
链条的关键材料供应商———强力
新材，全球微特电机行业前三
强———江苏雷利，轨道交通配套
装备行业中规模最大、品种最多
的企业之一———今创集团，纷纷
扬帆资本市场。其中，江苏雷利
更是成为中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三项试点开展以来，全国首家以
出让方式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并实现沪深 A 股
IPO上市的企业。
在 2018 年出版的 《窑光》

一书中，今创集团俞金坤、长海
玻纤杨国文、强力新材钱晓春、
江苏雷利苏建国，以“先行者”
的身份，讲述了一个个向资本市
场坚定奔赴的故事，成为遥观新

生代企业家的“案头书”。
意识的“启蒙”，还远远不

够。遥观镇副镇长沈钱巍介绍，
遥观镇“专班化”推进纳税超千
万元、高新技术、股改上市、智
能制造和绿色企业“五大培育”
行动。深入实施工业企业绩效评
价，培育更多“税源型”企业。
依托宋剑湖商学院、宋剑湖论
坛、青商会“青蓝工程”等品牌
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裂变
发展。
“众创空间 +科技企业孵化

器 + 产业园”的孵化链条，扶
持和培育上市“新苗”；国家级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
科创资源，为集群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上市小镇”活力四射
的背后，是政策加码与服务优化
的“双管齐下”。

在寸土寸金的遥观，政府的
“有形之手”将土地等优势资源

向股改企业倾斜，倒逼更多企业
走上资本之路。去年以来，遥观
镇启动园区更新工作，宋剑湖创
新智慧港项目一期于今年上半年
全面开工建设，东方环保科技产
业园“绿岛”项目预计 9月份建成
投产。近年来，该镇积极整合低
效用地，已盘活土地 1000余亩。

上市一批、培育一批、储备
一批。目前，全镇累计已有德励
达新材料、森鸿装饰等 34家企
业完成股改。“‘十四五’期间，
遥观将力争培育 10家主板上市
企业。”沈钱巍透露。

企业上市，小镇“流金”。
最新数据显示，遥观镇上市企业
的总市值达 295 亿元，是 2021
年全镇 GDP的 131%。

哈焊华通“云敲钟”，
遥观迎来第5家主板上市
企业———

□ 刘懿 记者 张可馨 诸丽琴

“不好意思，中午遗漏
了，现在把物资给您放门口
了。”“没事儿，特殊时期，
你们辛苦了。”这段对话发生
在牛塘镇红星爱琴海花园小
区 1幢 18楼某户业主和牛塘
镇卢家巷村委第二网格网格
长王珏之间。

3 月 21 日凌晨 1 点，该
楼栋首批 89户居民离开集中
隔离观察场所后进行居家隔
离。由于中午发放生活物资
时遗漏了这户人家，下午 2
点，王珏和同事开始在楼道
内张贴居家隔离标识，他们
率先来到这户，补发了物资，
并表达了歉意。
“到凌晨 2点，同事就给

这 89户居民的大门安装上了
居家隔离磁吸门锁，现在要
逐门逐户张贴标识。”下午 2
点 20分，补发物资后，王珏
与同事率先来到楼栋最高的
34 层，从上至下展开该项工
作。楼高层多，每换一层光
等电梯都要耗费大量时间，
王珏选择爬楼梯。准备工作
做得很充分，每张标识背面
早早地贴好了双面胶，王珏
和同事配合着将其贴在门上
或墙上，井然有序。楼道里，
伴随着簌簌的雨声，只有王
珏和同事防护服摩擦产生的
声音以及轻微的脚步声。

这项看起来简单的工作，
于下午 3点 40分完成。走出
单元楼，脱下防护服，王珏
早已肿胀的双脚，终于得到
了放松。

红星爱琴海花园小区属

于卢家巷村委第二网格，共
有 14 幢单元楼、4000 余名
居民。由于 1 幢楼内有阳性
确诊病例，网格长王珏于 3
月 14日早晨 6点不到就进驻
到这个管控区，带领 14 名物
业人员组成了一支队伍，做
起了小区里的“万能充”。防
疫物资缺了，他联系调配；
居民生活物资缺了，他及时
向上反映，叫来了“流动超
市”；如果有腿脚不便等特殊
情况的居民，还与管家一起
负责为其“代购”。其间，小
区内有一名孕期 38周，即将
临盆的孕妇向他求助，王珏
用半天时间与定点医院完成
了对接，并确定了接诊方案，
一旦有“发动”迹象，他便
第一时间通知定点医院，及
时帮助该孕妇顺利生产。
“小区没有特殊任务时，

我就四处巡查，或者为居民
做现场解答和心理疏导。”王
珏说，作为一名网格员，
“脚力”早就要比一般人强，
平常日均步数就在 1.5万步左
右，这几天达到 2.5万步，最
高时超 3 万步，于他而言，
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是最有效
的“消肿药”。

“da hao kei zao”（戴好口罩）、“da sen fen zen fen”（带
身份证了吗）、“sao gou ge mu”（扫那个码）是基层人员一直
挂在口边的提醒。现场广播与人工提醒在核酸检测现场相互交
织，成为区域全员核酸检测独特的背景音乐。深夜下班躺在床
上，发现一个名为“摒好则”（意为忍住）的短视频早已在朋友
圈刷屏，深入骨髓的乡音、乡情，在此时仿佛能把一天的疲惫褪
去，这也许是我听过的最温暖铿锵的常州话。

核酸采样点有很多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由于口音很重，
需要基层工作人员不断揣测，反复沟通，甚至要加上丰富的肢体
语言才能帮助他们录入准确的信息。在帮助他们完成所有步骤
后，听到他们说一声感谢与辛苦，一切也就释然了。

什么是封控区，什么是管控区，什么是一级防护，什么是二
级防护，如何扁平运行与属地处置，如何 1比 10混检和封管封箱
转运样本……这是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掌握的疫情防控专业知识，
弄清楚这些细节也是为老百姓提供疫情防控指导的底气所在。

不论是熟悉的常州话、不标准的普通话，还是网络上加油的
话……疫情当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浸润着温情与力
量，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房。愿疫情早日散去，我们再一起畅游龙
城，品麻糕酥香。

目前，盛健在前
黄镇前进村挂职，任
该村党总支副书记。
此次，他冲锋在抗疫
一线，做好排查摸
底、布置核酸检测场
地、维护现场秩序、
宣传引导等工作。在
前进村，和盛健一样

奔赴抗疫一线的有 50
多名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在这段日子里，
他们学到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秘诀”，
也感受到了“疫”线
的温暖与力量。
整理人：记者 史莲寅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爱与温暖、热血与付出再一次让我们动容，

一个又一个战斗日夜值得铭记，一篇又一篇动人故事值得书写。本报今起推出

“‘疫’线日记”栏目，由奋战“疫”线的年轻干部、先锋党员等抗疫工作者，亲笔书

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网格员王珏：

日均2.5万步
与疫情比“脚力”

阴 记者 吴梦婷

抗疫语言传递温暖和力量

记者手记

前黄镇经济发展局科技创新科科员 盛健
2022年 3月 20日

盛健（右）动员居民出门做核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