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民所盼 完善社区配套设施

□ 潘曙东 记者 赵铠烨

聚焦主业 做好豆制品

兼得“副业”传播“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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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夏墅街道南苑社区：

扬企业发展风帆 担文化传承之责
———记区政协委员、常州市津津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丽英

□ 记者 周洁茹

“大豆古称‘菽’，在中
国已有 5000 多年栽培历史，
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作为一家豆制品生产企业，
我们有必要做些什么。”于
是，向孩子们传播大豆文化，
成了姜丽英的“副业”。

2019 年开始，津津乐就
成为了横林实验小学、横林
小学、南塘桥小学等学校学
生的“第二课堂”。姜丽英带
孩子们了解古代和现代制作
豆腐的工艺，实地参观豆制
品生产车间，教给他们与豆
制品相关的知识。多的时候，
企业 1个月要接待 7批学生。

2021 年，津津乐挂牌
“常州市中小学生食育实践基
地”。“既然获得了这一殊
荣，就要全力做好科普、教
学工作。”彼时，作为武进区
政协委员的姜丽英，在认真
履行委员职责、为行业“发
声”外，将食育工作纳入提
案，提出“怎样来完善中小
学食育教育基地”。

今年 5 月，姜丽英投资
近 600 万元，腾出企业内
300平方米闲置土地，建设食
育文化体验馆。体验馆内部，
不见一句企业介绍，处处呈
现大豆文化。
“原本，企业没有专门的

空间供孩子们学习，可以进
车间参观的人数也有限。”指
着墙上的展陈，姜丽英道出
规划：“未来，孩子们不仅
可以看着模型、影像学习大
豆知识、了解大豆文化，还
能利用豆制品食材制作美味，
食育形成闭环。”

随着体验馆建设进入收
尾阶段，姜丽英盼望着，待
年底正式开放，孩子们能徜
徉大豆文化，对大豆发展演
变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有更深
层次的认识。

豆制品，是常州人饭桌上的
常客。“20 多年前，常州多数
豆制品都来自小作坊，卫生和安
全得不到保障。”姜丽英回忆，
当时，本地豆制品市场拥有巨大
潜力，但豆制品生产却不成规
模。让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的豆
制品，2004 年，津津乐正式成
立，规模化生产内酯豆腐、百
叶、素鸡等。
捍卫“舌尖安全”，津津乐

一马当先：成为全市首家使用塑
料筐、一次性无纺布进行豆制品
生产的企业，碱水清洗生产器
具，以保证产品质量；严格选用

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材料，只做
“健康豆腐”；产品不添加任何防
腐剂，内酯豆腐、素鸡等产品采
用巴氏灭菌工艺，在口感、新鲜
度上和同类型厂家拉开差距；引
进成套流水线，所有生产器具均
为不锈钢材质，主要生产车间全
封闭操作，用科技手段管理生产
全过程……

2019 年，借助苏陕合作的
契机，津津乐引进魔芋项目，
对口扶持陕西安康地区农户共
同增产、增效、增收，今年又
投资 600 万元引进了鲜面条项
目。目前，津津乐已成为常州、

无锡地区最大的豆制品生产企
业，占据着周边市场近 40%的
供应量，销售门店也扩大到了
300 多家，产品涵盖八大类 60
多个品种。

随着产量提升，企业污水
处理的成本急剧上升。“污水
中的有机物成分不正确处理，
会导致藻类等迅速繁殖，引起
水质污染。”姜丽英在企业内划
出场地、购置设备，对生产废
水进行预处理后再排至污水处
理公司，花费了近 700 万元，
“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不给环
境‘添麻烦’。”

常州市津津乐食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有近 20 年历史

的豆制品生产企业。在总经

理姜丽英的带领下，企业获

得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常州市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称号，正朝着

“做好企业、做强文化”的

方向扬帆起航。

作为武进区政协委员，

姜丽英将政治责任、社会责

任和企业责任有机结合，积

极建言献策，服务社会大

局，为我区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积分可以兑换实物，大家的
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日前，
南苑社区“阳光存折”项目上线，
社区居民潘柳秀用志愿服务时间
换取“存折”积分，再用积分兑换
了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

随着参与社区自治、志愿服
务的时长增加，居民“存折”内
的积分也相应增加，可兑换的奖
品价值也有所提升。社区建立

“积分量化—回馈激励”的机制，
用小奖品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工作
的大热情。积分，不仅是对优秀
志愿者的鼓励，更是在社区荣誉
评比中的重要凭据。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活动，满
足居民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南苑
社区结合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成立社区文化中心，打造了
舞蹈社、合唱团、乐器队、书画

社等一系列文艺团体。“新苑
说”宣讲团在进行日常宣讲的同
时，各文艺团体也参与其中，拥
有了展现才艺的舞台。

只有将民事理顺，才能将民
心聚拢。时进峰表示，下一步，南
苑社区将围绕“宜居、宜业、宜学、
宜养”的目标，从细处抓问题，探
索新实践，打造人人参与、人人享
有、和谐美丽“幸福南苑”。

1公里“阳光安全通道”，
人车分离，保障居民出行安
全；“面对面，心连心”，民
生茶苑给了百姓喝茶聊天、协
商议事的平台；内容丰富接地
气，“新苑说”宣讲团形成一
股传递正能量、传播好声音的

良好风尚……近年来，南夏墅
街道南苑社区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创新基层治理、营造社区
文化，不断“上新”新设施、
新服务、新活动，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为打造宜居宜业“幸
福南苑”提供助力。

南苑社区位于武进大道南
侧，南夏墅街道中心区域，拥
有最早一批拆迁安置小区，被
安置村数量达 11 个。社区总
面积 60万平方米，常住人口
1.2 万人，随着外来务工者的
涌入，社区人口众多、结构复
杂，也对基础设施配套提出了
更多需求。

停车难、停车乱，在两
年前还是南苑小区的民生痛
点和难点。“南苑小区一、
二期建成时间较早，配套停
车设施、场地有所欠缺。随着
私家车的增多，小区停车位不
足便成了常态。”南苑社区党
委副书记莫瑾介绍。为解决这

一难题，南苑社区自 2021 年
起，充分盘活利用小区内的
“边角地”“闲置地”，因地制
宜新建、施划停车场或停车
位。目前，南苑小区拥有 800
余个停车位，停车难彻底成
为“过去式”。

除机动车停车位外，南苑
小区还为非机动车打造了 140
余个充电桩、4个停车棚，防
止飞线充电、电瓶车入户，消
除安全隐患。40余次的修缮，
使得原先斑驳的墙面焕然一
新。龙城红色驿站的建成投
用，让在社区日夜奔波的外
卖、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有
了暖心歇脚之地。

绘制社区治理新篇章，创新
“枫桥式”工作方法。南苑社区
积极吸纳整合各类力量，形成了
“一个大调解中心、一个阵地、
四支队伍”的“114”自治工作
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
理格局。
“大调解中心集社区、法律

诊所、非诉讼服务中心三位一
体。”南苑社区党委书记时进峰
介绍，按照“一站式接待、一揽
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处理模

式，在涉及法律纠纷的释法说理
中巧解居民心结，真正实现“社
区事社区毕”。

在社区 4个网格内成立民生
茶苑，以点带面，成为社区百姓
自治的前沿阵地。“有烦心事的
居民，可以到所在网格的茶苑，
找网格员或志愿者进行民主协
商。”网格员花明表示，商议经
过、议事结果均向居民进行公
示，接受监督。

问题处理“诸葛亮”、纠纷

调解“老娘舅”、安全监管“平
安墙”、政策宣传“小喇叭”四
支队伍各司其职，为社区自治形
成闭环链条，问题从上报到受
理、解决，最快仅需一天时间。居
民张志平最近遇到一件糟心事，
因漏水，自家与楼上业主产生了
矛盾。无奈之下，张志平找到了社
区“诸葛亮”与“老娘舅”。在“老娘
舅”的调解和“诸葛亮”的修理下，
张志平与楼上业主握手言和，漏
水问题也得以解决。

为民所享 营造和乐文明新风尚

排民所扰 创新开拓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