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周建
权深感责任重大。深耕文化产业多
年，他发现，武进区拥有许多行业
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但知名度却
不算高。

品牌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关键资
源，企业塑造品牌和良好形象，市
场竞争力可得到相应提升，还能提
高产品附加值，创造商机，降低营
销成本。

今年区两会中，周建权提交了
《如何加强和促进民营中小型企业品
牌发展》的提案。“我在分组讨论中了
解到，泰州靖江走出了许多国际知名
品牌，学习地方发展经验，我认为可

以从品牌塑造入手。”周建权说。
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全区

打造更多叫得响的企业品牌，周建
权希望能带领团队及时了解新政
策、关注行业热知识、多与本地企
业打交道，找到更多“用武之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

比较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这关系
到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周建权
表示，强化责任担当，做到“服务
为民”，带领企业走在行业前列的
同时，将主动聆听企业、群众声
音，积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反映
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做好政府
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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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擦亮“中国品牌”助推企业“出海”
———记区政协委员、瑞鸿文化传媒常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权

□ 记者 周洁茹

翻看广播电视节目，找寻提升空间；阅读政府工作报告，情系地方发展。区政协

委员、瑞鸿文化传媒常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权，深耕文化事业 10余年，梦想是弘

扬更多民族品牌、积极传播为民履职好声音。

在本地公交车、地铁移
动数字电视上，常能看到一
档微纪录片《龙城匠心》，讲述
着“龙城”常州中小企业家匠
人匠心的故事。传播企业品
牌强音的，正是周建权团队。

周建权最早在互联网行
业发展，2010年来到常州创
办企业，2015 年企业转型，
开始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承
接各类国内广告业务。

为提升全民族品牌意识，
自 2017年起，我国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
日”。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借

助央视平台资源，参与制作
《纪录品牌》栏目，周建权担
任制片主任，从前期选题到
后期制作，全程参与。
“为有提升品牌知名度、

吸引潜在客户等需求的本地
企业提供舞台，‘大屏 + 小
屏’联动融合，用影像力量
助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周
建权说。
制作两档栏目之外，周

建权发力全媒体平台，为企
业擦亮品牌。与专注自动化
线材成型设备研发与生产的
常州市辉廷机械有限公司合
作 10年，不仅在抖音平台为
辉廷机械策划拍摄 《工厂那
些事儿》 系列短剧，还引导
企业以短视频形式打造产品
说明书。
“以往企业需要分派员工

上门介绍产品性能、安装流
程等，我们参与拍摄制作的
短视频，能帮助企业免去部
分人力成本，带来极大便
利。”在周建权看来，做品宣
就像是在为企业打造线上小
型博物馆，利用好抖音、小
红书等新媒体平台的同时，
更要做好内容。
“输出好内容，人才是关

键。”周建权更看重员工实战
经验，企业招募的多是制作
型人才，“很多员工都是从
北京过来的，有丰富的编剧
编导经历，产出过很多优秀
作品。”

制作文化墙、运营新媒
体、承办线下活动……周建
权计划着，结合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优势，赋能更多企业，
助其走得更远。

做品牌建设的“推动者”

当履职尽责的“代言人”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在《中国
城市 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4》榜单中，常州
位列全国第 18 名，较 2023 年上升三个位次。
作为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武进打造
了一批青年发展友好单元，并通过场景链接举
措，服务青年成长发展。截至目前，全区
14~35周岁青年常住人数已达 52万人，占
总常住人口比例超过 35%。

□ 记者 朱桓霈

近年来，团区委全面落实
青年发展主体责任，积极践行
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着力完善
青年“引育留用”生态闭环，
不断推动青年与武进高质量发
展同频共振。在过去的一年
里，联结“青”“城”发展支
撑点，通过校地共建研学、创
新创业活动和常态化来武访学
研学活动，全年吸引了 400余
名海内外高校青年来武，累计
有 300 余名创业者、投资人、
专家学者集聚武进，8 个优质

项目达成落地意向，实现了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实践类课程
教育基地双挂牌。同时，依托
“嘉壹度”青年数字工场的建
设，为更多项目转化落地武进
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
还计划通过搭建在武各高校校
友圈，摸排全区校友企业，建
立更有活力的校地引才机制。”
团区委书记周铖表示，将用更
广阔的创新创业空间吸引青
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感
召青年。

要想让青年人才真正留下
来，解决“安居”问题是关键。
今年 22岁的颜涵是一名应届毕
业生，想来常州寻找实习机会，
她的第一站便是西太湖创客工
寓内的青年驿站。“在青年驿
站可以享受短期的免费住宿，
这对刚毕业的我来说很友好。”
颜涵说，在驿站能遇到很多同
龄的朋友，大家一起交流面试
经验，共同成长。

据了解，由团区委打造的

青年驿站是 2024年区级民生实
事项目———只要是非常州户籍，
在本地无自有住房，且是毕业
前后各一年内的应届毕业生，
都可以通过“武小栖”小程序，
申请 3~15 天的免费住宿。截
至 2024年底，我区已建成青年
驿站 25家，覆盖了 5个乡镇街
道和 2 个开发区，共收到申请
921人次，通过审核 234人次，
累计为青年提供免费入住时长
1063 天，留武转化率最高达

30%。除了免费住宿外，团区
委在服务上持续加码，2024年
4 月开设的首期武进青年夜校
咖啡课程就吸引了超 1000人关
注，现已开展 6期 14场次，累
计服务青年 700余人次。此外，
团区委创新打造“青年小店”
15家，集结“社群主理人”11
位，涵盖了骑行、户外、咖啡、
露营、低碳、滑板等多个潮流
生活领域，全方位满足青年所
需所盼的城市体验。

在青年人才聚集的产业园
区，团区委持续依托场景配
置，满足分众赋能。2024 年
9 月，全区首个园区青年之
家———“菁研汇”青年之家在
工研荟科技产业园启用。启用
以来，成功开展了 company
walk、“新”研学之旅、交
友联谊等多场活动，成为了园
区内青年职工们休闲充电的

“新营地”。“后续我们将进
一步发挥整合引领作用，为
园区内的创新创业青年提供
全时期、全方位、多层次、
一站式的服务赋能。”工研荟
科技产业园团支部书记金泽
豪表示，将通过 5~10 年，把
园区打造成上市企业新高地、
科创界的新苗圃、人才培育
的新沃土和‘专精特新’的

孵化器。”
面向未来，团区委将继续

推动“试点”向“常态”全面
升级，打造服务青年发展的全
场景，将青年友好、科技创
新、宜居宜业等元素刻入城市
筋骨，打造八方青年近悦远来
的梦想启航地，实现从“青年
成长”到“青年有为”的蝶
变。

精准“引人”
让产业与青年“双向奔赴”

精心“留人” 让城市与青年“合拍共鸣”

精细“育人” 让智慧与活力“竞相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