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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宋祎凡
记者 徐梦超） “在破产重整过
程中，企业将沿用机械制造老品
牌，逐步转型升级为研发、生
产、销售一体化的科研型企业。”
走出武进法院，江苏某电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重拾信
心。经武进法院牵头推进破产重
整救治，陷入困境的“病危企
业”脱困重生，目前电机齿轮、
清洁产品等多板块联动预估产值
达 1.2亿元。

江苏某电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由一家具有 70年历史的老
国企改制而来，是常武地区家
喻户晓的老牌民营制造企业，
其旗下某品牌起动电机拥有一
定的市场知名度。但因经营不
善，2019 年，该公司向武进法
院申请破产清算。
“考虑到该公司主要资产尚

未处置，存在重整可能，从维
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并遵
循‘债权人意思自治’原则，
我院同意该公司由破产清算转
入重整。”武进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宋文良表示，服务优化营
商环境，保市场主体很关键，
在法院的牵头联系下，地方政
府承诺对企业在财政以及“智
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
面进行政策扶持，助力困境企
业重生。

如果说破产重整是助力企
业涅槃的一剂良药，那么合作
共赢则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道。
处理涉企纠纷案件时，武进法
院坚持“调解优先、活封活扣”
的原则，化堵为疏，致力于提

升办理破产及执行合同质效，
持续营造安商惠企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

在签订了一份《工业品买卖
合同》后，某纺机有限公司与某
经编有限公司因产品质量、维修
等矛盾，双双向法院提起诉讼。
考虑到双方长期合作，且发生纠
纷的主要原因为沟通不畅，法院
多次组织双方公司进行调解，最
终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武进法院通过发挥
“府院联动”机制效能，运用执

行、破产等司法手段，积极落实
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法院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部署，紧扣“执行合
同”“办理破产”两项指标，以
“红、绿、蓝”三色为底色，启
动“红色”应急响应，民生实事
惠企暖企；开通“绿色”服务通
道，便捷服务助企兴企；凝聚
“蓝色”工作合力，履职尽责护
企安企。下阶段，我区将继续聚
焦聚力解决民营企业“急难愁
盼”，营造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

武进优化营商环境三十七计⑨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
10 月 11 日，2022 年度江
苏省水利优质工程名单出
炉，我区太湖流域永安河拓
浚整治工程上榜，系全市唯
一获此荣誉的水利工程。

永安河拓浚整治工程
位于太湖流域武澄锡虞区，
地处武进中心城区东部，
整治河道 19.39 公里，新
建 （加固） 堤防 36.78 公

里，新建堤顶防汛道路
32.95 公里，加固桥梁 12
座，进行水系调整，推进
影响处理工程等。依照
“还河于民、还景于民”的
景观设计理念，经过 4 年
建设，这条纵贯武进南北
的骨干河道脱胎换骨成了
一条生态绿廊，成为了
“流动的森林”。

在拓浚整治过程中，
区水利部门同沿线镇 （街
道） 联合，关停了周边的
重污染企业，大力推进污
水截污纳管，从源头改善
永安河生态环境。践行绿
色生态建设理念，创新采
用生态挡墙技术代替硬质
混凝土直立墙，并使用生

态水工保护毯保护坡岸稳
定，打造极具景观效果的
护岸生态带。建设永安河
水利党建生态园，不仅为
周边群众带来“春可赏花、
夏可乘凉、秋可赏叶、冬
可踏雪”的水景花园，也
为广泛开展红色教育、节
水爱水宣传活动提供了亲
水阵地。

据悉，永安河拓浚整治
工程已先后荣获“省生态河
道建设样板”“省水利风景
区”“省水利优质工程”等
省级荣誉。下一步，区水利
部门将多措并举维护河道整
治成果，将永安河打造成为
功能丰富多样的“幸福河
湖”。

太湖流域永安河拓浚整治工程
再获省级荣誉

10月 12日下午，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开展“强国有我新
征程”主题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进“两湖”创新区规划展示馆，围
绕生态文明建设，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图为学生们正在参
观“两湖”创新区规划展示馆。 何晓丹 摄

本报讯（记者 黄雅婷）
昨天下午，我市举行“奋进
新常州 建功新时代”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十年
来城市建设情况。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市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城市基础
设施日臻完善，城市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广大市民乐享
城市建设的可喜成果，幸福
感、获得感显著增强。

十年来，城市建设品质
实现新跃升。城市发展实现
了从“建形态”向“优品
质”的跨越。截至 2021 年
底，全市城市道路达 3092
公 里 ， 较 2012 年 增 长
32.31%。九洲花园大酒店、
凤凰谷（武进影艺宫）等 3
项工程荣获“鲁班奖”，常

州现代传媒中心、常州创意
产业基地二期等 5项工程荣
获“国优奖”。
十年来，安居宜居水平

得到新提升。全市新增保障
公租房 （含廉租房） 家庭
1.1 万户，新增经适房家庭
约 0.45 万户。积极探索四
个“+”的老旧小区改造模
式，在解决拆违治乱、管线
整治、交通序化等一批群众
“急难愁盼”基础上，延伸
完善一老一幼、物居联动等
生活圈配套服务，让老旧小
区“出新”更“出彩”，有
“颜值”更有“品质”，能
“安居”更“宜居”。

十年来，公用保障能力
取得新突破。截至 2021
年，全市供水 211 万吨 /
天、污水处理 153.95万吨 /

天、管道天然气年供气
20.14亿立方米，共有路灯
44 万盏，城市服务能力、
公用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十年来，行业服务管理
呈现新气象。我市首创的建
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得到住
建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
广，在全省率先试点建设工
程综合监督执法改革。

十年来，乡村建设行
动获得新成效。全市累计
建成 25个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点、1414 个美丽宜居乡
村，创成 5 个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34 个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获评中国传统村
落 3 个、省级传统村落 29
个。溧阳市、武进区成为
全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

从“建形态”迈向“优品质”
安居宜居水平显著提升

本报讯 （记者 黄雅婷）昨天
下午，我市举行“奋进新常州 建
功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聚焦十年来全市交通发展的举措和
成效。

十年来，长三角交通枢纽优势
明显跃升。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 734.6亿元，年均保
持 18%的增长速度。全市公路总
里程达 8499公里，每百平方公里
公路密度达 194.4公里，位居全省
第二。青洋路快速化改造、茅山旅
游大道等项目建成通车。“两湖”创
新区的“开篇之作”———腾龙大道智
慧快速路工程于上月开工建设。

十年来，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
著增强。地铁一、二号线先后建成
运营，市区加快形成以轨道交通为
骨架、公交为主体、出租车和公共
自行车为补充的多形式、一体化城
市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市公共交通
领域满意度位居全国第三位，市民
出行更加体系化、多样化、便捷
化。扎实推进全国“四好农村路”
市域示范建设，我市被评为全省首

批“四好农村路”示范市。
十年来，智慧绿色平安交通

发展亮点纷呈。“常州·行”
App、公交移动支付系统、出租
汽车服务管理平台等全面建成。
“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常州试
点示范工程通过省级验收，在全
国率先建成交通控制网的实体原
型和应用示范基地。

十年来，行业治理体系现代
化进程明显加快。全面推行道路
运输电子证照，在全省率先实现
道路运输人、车、户电子证照全
域全覆盖。

下阶段，常州市交通运输系
统将紧紧围绕“国际化智造名城、
长三角中轴枢纽”的城市发展定
位和常州市“532”发展战略，加
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
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着力提升综合交通体系覆盖广度、
通达深度，畅通现代化常州的
“主动脉”，为建设能级更高、支
撑更强的现代化常州当好“开路
先锋”。

畅通交通“主动脉”
为高质量发展“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