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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墅堰街道：老城焕新貌 幸福“ ”
阴 王羽柔 记者 戎易

阴 钱力 记者 戎易

走进改造后的牌楼巷，房屋白墙
黛瓦，小店错落有致，大运河景观步道
韵味十足。集市上，既有六角亭包子
铺、复兴卫民点心店等本地商家，也有
积分兑换、法治政策宣传等各类展位。

与集市同时“开场”的，还有群众文
艺晚会。“想通过自编自导的节目让更
多人了解戚墅堰的运河文化。”来自河
苑社区阳光艺术团的朱丽芳和伙伴们
带来了戏曲节目《大运河》。

今年以来，戚墅堰街道举办“大运
河之夜”“老辰光之旅”等活动 10 余

场，选址在火车站、牌楼巷、花溪公园、
东方广场等时代地标，吸引居民约 5
万人次。

围绕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万
安桥，街道新建 220米长的万安河亲
水空间，串联起万安河、东街、牌楼巷、
延陵东路，打造运河文化、老街文化和
漕运文化“一站式”运河景观带。
“明年，街道将继续探索以文塑城

复兴路径，策划开展‘戚’彩四季集市，
让居民记得住乡愁，也找得到未来。”戚
墅堰街道党工委书记赖岩松说。

“听完这堂课，我对企业如
何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
作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今后我准
备多了解国际经贸方面的规则。”
近日，江苏省轨道交通装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在轨道交通产业园
开展专题标准化知识培训，作为
听众之一，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事业副总裁刘文表示受
益匪浅。自去年10月落户常州经
开区以来，该标委会大力推进江
苏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相关标准
制修订工作，已获批江苏省地方
标准1项。

标准制修订工作是常州经开
区“质量强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以来，常州经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锚定“四特三新三潜”产
业体系，依托打造质量品牌、引导
标准研制、提升计量服务，持续深
化“质量强区”建设。

一年来，经开“质造”硕果
累累。全区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20 项，辅导 1
家企业获评国家企业标准“领跑
者”；3 家企业申报省级标准化
试点，其中防静电地板标准化试
点实现全市绿色家居产业标准化

项目申报“零”突破；7家企业
产品获“江苏精品”认证；中天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倍得福机械
科技 （常州） 股份有限公司等
16家企业共获得省、市、区级
质量奖奖励资金 466.2万元。
“我们一共拿到了 200万元

奖励资金，将用于产品质量提升
以及标准化战略推进，形成良性
循环机制。”中天钢铁特钢办公
室主任助理高婷告诉记者，集团
的 3项产品获得了“江苏精品”
认证，这些“金字招牌”正助力
集团不断占领市场份额。

助推“质量强区”，计量引
领同样是关键。今年 9月，常州
经开区获批筹建全国轨道交通产
业计量领域唯一一个国家级计量
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秘书处就
设在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
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由来自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法定计量技术机构、
企业等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主
要负责为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
业提供计量测试、人员培训、
技术帮扶等系列服务，架起了一
座‘政产学研用’协同桥梁。”区
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与标准计
量监管科科长顾荻介绍，依托各
类优势资源和“计量伙伴计划”，
经开区已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超
800 家，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
1.4亿元。

“驱动产业创新升级，‘质
量’与‘知产’共为引擎。”区
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晓
青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该局一
手抓“质量强区”工作，一手抓
“知识产权强区”工作，“两个
强区”齐头并进，为高质量发展
聚势赋能。
一系列“组合拳”正打通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服务全链条———

通过常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快审通道”，服务全区企业提交
发明专利申请619件，同比增长
96.5%，其中已授权452件；发放
知识产权创造奖励资助470余万
元，涉及发明专利授权、高价值专

利维持、知识产权保护等9个项
目；开办多场知识产权主题沙龙，
传递“知产好声音”……

当“知产”变“资产”，
“真金白银”为企业发展注入
“强心剂”。3月 6日，常州经开
区发行全市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
产品，11 家企业总计获得 1 亿
元融资款项，直接节约融资成本
150余万元，为智能电机、新材
料等知识产权高密度产业有效融
资提供了新思路。

江苏宏达数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 14 件。“公司以机床用夹
具、刀架等 6项专利作为基础资

产提供质押，获得 1000万元融
资款项，比平时找银行融资的利
率至少要低 30%。”宏达数控总
经理王小成说。

今年以来，全区新增发明专
利 授 权 910 件 ， 同 比 增 长
89.2%；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4007 件，同比增长 32.5%；每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93.9 件，专
利发展指数位居全市前列。

科技攻“尖”，产业向“新”。
“下阶段，我局将深化‘两个强区’
建设，大幅扩容质量品牌培育池，
持续提升高价值专利创造力，聚
力推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为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加分’。”赵晓
青表示。

步入工房北区，树荫
下是红白相间的崭新外墙、
宽阔平整的沥青小路。
“相比以前，现在有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73岁的居民
张汉明感叹。

去年 7 月，工房北区
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启动，
涉及住户 4996户、总人口
约 1万余人。“由于年代久
远，房屋主体、配套设施都
已老化。”戚墅堰街道建设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潘志

庚介绍，为了让改造更具人
情味，街道听取居民意见，
不断调整改造清单。
“以后爬楼再也不吃力

了！”住在 6楼的居民高学金
眼瞅着自己的建议被采纳，
楼道内新增了小板凳、加装
了智能监控和坡道扶手。
老旧小区整治提升也带

动了城市更新。贯通工房南
北区的小立交地道经过改
造，成了展现区域发展史的
“火车车厢”；家门口的花溪

公园被打造为集观光、休
闲、纪念教育于一体的综
合性社区公园；停车棚、
健身步道、景观座椅、活
动广场等配套设施逐渐齐
全……
“立足‘一心一带两立

交多点’的改造目标，我
们将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到
景观建设中，让城市更新
更具特色。”戚墅堰街道建
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蒋舒
敏说。

戴上特制耳机，一旁的电脑就会
显示出身体各个部位的健康程度。近
日，66岁的张乃平来到戚墅堰街道站
北社区康养服务站，体验了一次“高
科技”全身检查。

考虑到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近 40%，去年以来，戚墅堰街道推进
“康养幸福城”三年行动计划。今年 8
月，站北社区康养服务站正式开放，
主打“医养结合 +智慧养老”模式。

中午 11 时，走进街道首家社区
食堂恒惠餐厅，只见新鲜出炉的炖牛
肉、红烧鱼头等 30 余种菜品依次排
开。“满了 60 周岁，每人享受 4 元
补贴，人均 10 元就能吃一顿好的。”
居民杨客平说。

自今年开业以来，恒惠餐厅全年
龄段日均就餐量达 500 余人次；此
外，站北、东方、圩墩、花苑等社区
也设置了助餐点，基本实现老年人助
餐全覆盖。

如何让“养老”变“享老”？戚墅
堰街道康养综合服务中心定期开设老
年课程，提供理发、扦脚、居家上门
服务；各社区为空巢老人安装智能门
磁、智慧燃气、智能水表等智能化设
备，开展医疗社工陪诊服务，实现
“线上医生问诊、线下社工陪诊”的医
养结合新模式。
“环境更好了，活动更多了，每天

都过得很有劲！”戚大街社区居民潘雅
萍直呼自己过上了“向往的生活”。

有一种幸福，是养老在“741”

有一种幸福，是休闲在“741”
有一种幸福，是生活在“741”

改造后的工房北
区焕然一新，社区食
堂、助餐点、康养服务
站串成了“养老地图”，
“大运河之夜”“老辰光
之旅”等活动让时代
记忆重焕光彩……当
前，戚墅堰街道吹响
老城厢复兴的号角，
着力建设“品质宜居
地、康养幸福城”。在
老 城 厢 居 民 口 中 ，
“戚墅堰”被亲切地称
为“741”，如今，幸
福“741”的新图景
正徐徐展开。

“计量伙伴”签约仪式

日新月异的戚墅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