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观察·纵深 NJ032022年10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凯 版式：李长春

□ 周敏 喻华轩

早上9点，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76岁居
民钱玉兰，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她先把
衣服送进“福奈特·洗衣”，然后到羽毛球馆
打球，中午花12元在“银发爱心餐厅”解决午
饭，临回家前又去“态冉”便利店买了菜。

在“家门口”满足一站式生活的背后，是
区、街、社三级将最大空间让位民生服务的生
动实践。这座3000多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居委会办公空间仅剩下70平方米。

创造高品质生活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
能治理的最终指向。2019年，雨花台区率
先启动“幸福三圈”民生服务体系建设，构建
5分钟社区商业圈、10分钟文化体育圈、15
分钟健康服务圈。雨花台区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期间，在南京市打造“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基础上，建设升级版“幸福三
圈”，把便民服务做得更丰富、更优质、更智
慧，以“圈圈相融、环环相扣”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分钟，氤氲精致烟火气

“茶颜悦色”要在雨花客厅开店的消息，
最近刷屏了朋友圈。

奶茶界“顶流”重磅落户，因为雨花台区
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潜力，逾
32万软件人才在此集聚，他们平均年龄全
市最低、年平均收入全市最高。

过去，雨花台区城市配套和功能品质相
对短缺，多年未能形成有规模的消费市场。
直到2012年9月，全区第一家大型商业综合
体虹悦城开业，这一状况才缓解。往后十年，
高歌猛进：南京南站引进证大喜玛拉雅，铁心
桥集齐雨花客厅、楚翘城、世茂52+、宜悦城，
山姆超市开出南京首店……雨花人“家门口
逛商场”的梦想逐渐成真。前两年，地理位置
最偏的“大板桥”也盼来了商业地标——雨花
吾悦广场，开业首日客流突破18万人。

大型综合体折射区域的消费能级，离百
姓更近的社区级商业更能体现百姓的消费活

力。雨花台区坚持规划先行，梳理出9个社区
作为试点，通过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手
段，洞察居民消费习惯，完善商业基础设施。

社区级商业火爆的关键，是要满足居民
的“微需求”。由低矮门面房改造而来的雨花
邻里荟在招商时，雨花街道直接在小螺号广
场摆出擂台，14家运营管理公司挨个上台路
演，近千名居民投票选出最佳方案。“走访了
99栋居民楼，发现老人占比高、购物单价低。”
最终胜出的南京建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婷说，锁定周边一公里居民日常所需，邻
里荟重点引入平价商店、餐饮、药店等业态，

“居民百姓得实惠，人气不输大商场！”
网点全域布局，业态不断丰富，雨花台区

23家农贸市场成为5分钟社区商业圈的重要
空间。走进焕新的阅彩智慧农贸市场，早餐
铺、文具店、理疗室一应俱全，日均人流量翻了
近4倍。干洗店老板方芳感触最深，菜场成了
邻里中心，每到换季，小店一天接单超百件。

立足雨花软件产业先发优势，疫情催生
的“社区微商会”，让5分钟社区商业圈有了
全新打开方式。“从人不出街到足不出户，油
盐酱醋、蔬菜瓜果、网红零食，统统都能送上
门！”翠竹园“烟花的精选美食群”群主说，群
里团购一接龙，起码大几十号人。

10分钟，乐享品质文化餐

最近，西善桥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里，表演培训班学员旷声宁逢人就问：“你还
看很火的《底线》啦？”

“老旷有戏份，还是跟主角对戏。”中心负
责人郑磊说，旷声宁是表演班的“老红人”，

“毕业”后先后参与了《落花时节又逢君》等影
视剧拍摄。作为“家门口的文化大学”，中心
日常开设瑜伽、声乐、国画等课程，已培养出
1200余名文艺骨干。从岱山新市集到无车
嘉年华，全部节目均由居民团队自编自导自
演。“给三天时间，岱山能办一台‘春晚’！”

这份底气，源自雨花台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10分钟文化体育圈打造为抓手，深入
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强区”建设的探索实践。

看“硬件”，1.8万平方米综合性文化大
厦建成启用，6个文化空间入选省“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打造对象；27.35公里健身步道
改造完成，梅山体育公园、永盛奥林匹克公
园等荣膺省“最美乡村健身公园”。2019
年，全国首批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在嘉业社区
试点，江苏唯一。“部分器材甚至不需要自己
动，也能达到锻炼效果。”运营负责人张利霞
说，辖区“银发族”纷纷来尝鲜，还有栖霞、鼓
楼的老人倒公交来健身。

看“软件”，雨花美术馆举办与中国美术
家协会合作的国家级书画展——“雨花满
天”“诗意雨花”等10余场高品质名家作品
展，梦想剧场推出历史话剧《长明》等原创作
品；全区310支群众文艺团队，年均开展参
与文化活动600余场；区、街每年开展群众
性体育赛事活动800余场，包括板桥亲子动
漫跑、莲花湖航模锦标赛等。一处处“看得
见、摸得着”的精彩，不断提升雨花“看不见、
摸不着”的魅力与活力。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
变……”暮色下，梅山街道梅清苑小区广场上，

“‘遇见’街头音乐汇”拉开序幕，黑T少年用歌
声传递能量，路人停下脚步、跟唱摇摆。两年
来，雨花台区把219场音乐会送进街头巷尾、
送上直播“云端”。这一品牌被省文旅厅推荐
参加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评选。

“软硬结合”的高品质文化供给，丰富了
市民精神生活，提升了群众文明素养，转化
为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在疫情防控、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期间，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们
穿上红马甲、涌向第一线。

15分钟，当好健康守门人

9月24日，省妇幼保健院总部暨省人
民医院雨花分院项目在“两桥”地区开工，雨
花台区没有三甲医院的历史即将结束。从
医疗“洼地”到卫生强区，该区经历了一场怎
样的嬗变？

医疗资源曾是雨花台区最大民生短板，
居民过去拔颗牙都要进城。新一轮医改之

后，该区提出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通过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把常见病、多
发病患者留在基层。近年来，雨花台区新改
扩建一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家庭医生工作室；又与省、市三甲医院
合作共建医联体，建成4个省级特色科室和
31个市级特色科室。

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德春
清楚记得，7年前，中心的门、急诊量只有18
万人次，而且多数只是来拿个药。如今，就
诊量超过32万人次，近五年累计手术次数
超过1500台次，骨折、腹腔镜阑尾、胆囊切
除术等都已常规开展。

导入优质外部资源，提升基层诊疗能
力，一个健康服务圈破解了雨花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的痛点。2021年，雨花台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全市第一；基层
卫生工作连续两年获省政府督查激励表彰。

基层医疗机构不仅让“病有所医”，还实
现了“老有所养”。赛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在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率先实现医
疗床位和养老床位随时切换，24张养老床
位4年接待慢病老人超过千名。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破围墙、增功能”
的同时，居家养老也变得越来越“聪明”。

“24小时内，齐修社区独居老人刘爷爷没上
过一趟厕所！”9月3日，西善桥街道智慧养
老红外线感应系统，通过平台和短信自动报
警。10分钟后，社工、助老员赶到，迅速把
躺在床上呻吟的老人送往医院。应对人口
老龄化，雨花台区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医养
融合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雨花台区的“幸福三圈”，既是商业圈、
文体圈、健康圈，也是共建圈、共治圈、共享
圈。翠竹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三楼原是闲
置空间，居民自发添砖加瓦：建筑系毕业的
揽下空间设计，在宜家工作的淘来共享厨
房，开西餐厅的拼凑桌椅沙发……南京市社
科院专家点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翠竹园给出了最具
温度的幸福范例。”

雨花台区构建“幸福三圈”民生服务体系

15分钟，美好生活圈圈相融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10月11日，沿着如公路般整齐的管道，记者来到蓝星安迪
苏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安迪苏）的灌装车间。这是生产
的最后一个环节，已制成的液体蛋氨酸沿着管道被送至这里，三
种封装方式同时作业，灌装、打包、装运，完成！一桶桶“营养剂”
将被送至世界各地的禽畜饲料厂。

坐标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这里供应了全球市场上一半
的液体蛋氨酸产品。

今年9月，蓝星安迪苏二期18万吨液体蛋氨酸项目投产，加上
此前的17万吨产能，目前，蓝星安迪苏年产能已达35万吨，成为全
球最大的液体蛋氨酸生产基地，是我国饲料生产领域的又一重大
突破。

安迪苏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动物营养添加剂生产商之
一，2006年，安迪苏加入中国中化集团旗下的中国蓝星集团。
蓝星安迪苏于2009年落地新材料科技园，建设了中国首座液体
蛋氨酸工厂，填补了国内液体蛋氨酸生产领域空白。

“近年来，公司的快速发展，与我国养殖业的发展壮大密不
可分。”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茹成军介绍，随着项目
投产，南京工厂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竞争力最强
的液体蛋氨酸生产平台之一。

我国是世界第一的饲料生产国，每年的工业饲料总产量近
三亿吨。蛋氨酸是合成蛋白质的重要氨基酸，但畜禽无法自身
合成，只能通过饲料摄入。而在动物饲料的加工过程中，可以将
液体蛋氨酸喷洒进去，方便禽畜摄入。

蛋氨酸不仅可以提高营养价值，饲料使用量也可以大幅减
少，实现饲料用粮的减料增效，并且可节约大量耕地。“按照我国
禽畜饲养规模测算，如果都能在饲料中合理添加蛋氨酸产品，可
节省耕地700万—1000万亩。”蓝星安迪苏研发总监李峰介绍。

一个世界级的现代化一流工厂什么样？除了一流的规模、
技术外，当今最关键的标志就是“绿色”。

在蓝星安迪苏二期项目的建设投入中，对绿色环保的投入
占了不小的比重。与此同时，以二期建设为契机，企业还对一期
项目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提升。当35万吨的产线全面启动，工
厂做到了“增产增效不增排”。

一个绿色工厂是一个绿色园区的生动缩影。“政府引导，企
业主动，园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向绿’的氛围。”茹成军说，企业订
购的一批太阳能板已在路上，要为实践“双碳”贡献一份力量。

走进全球最大液体蛋氨酸工厂——

一桶“营养剂”可省地千万亩

本报讯（葛鑫 盛文虎）近日，位于浦口高新区的“雨山网
虹汇”异常忙碌，网红主播八仙过海，逐浪数字经济蓝海。作为
南京首个5G短视频+直播基地，浦口高新区将统战工作融入直
播产业，凝聚和发挥网络统战人士力量，把新媒体代表人士“网”
起来、思想“统”起来、力量“聚”起来、品牌“树”起来，聚力画好

“同心圆”。
相关负责人介绍，“雨山网虹汇”自创办起，就将产教商三

者紧密结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积极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进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贯通。为不断拓宽产教商融合思路，浦
口高新区积极举办短视频与直播实战训练营等培训，深度链
接短视频、直播行业核心资源，采用“在线直播课程+小团队实
操+1对1辅助运营”的方式，不断培育网络人才，为实用型人
才搭建成长“立交桥”。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是浦口高新区的主导产业，近年来，园
区聚合在线教育、在线娱乐、在线办公、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企业，
先后组织开展“奋进小康·网来助力”、“为爱甄选”求雨·MCN
机构网红选品对接会、“直播电商交流会”等活动，营造干事创业
氛围。同时，结合“求雨·直播空间”新媒体人才集聚、企业集聚
的特点，以阵地为载体，搭建联谊组织，进一步扩大新媒体统战
工作辐射圈，增强统战工作的凝聚力、向心力。

在统战综合阵地基础上，浦口高新区依靠“雨山网虹汇”力
量，搭建党建、孵化、办公、服务、活动、直播等平台，建立“统战+
群团”“阵地+基地”有效互补互助的载体利用模式，成立求雨直
播电商妇女联合会，定期组织开展直播行业创新创业女性座谈
会、培训会、交流沙龙等活动，充分利用园区现有的各阵地平台，
发挥“孵化代表人士、孵化活动、孵化组织”三方面作用，进一步
促进园区直播电商产业服务融合，让“统战+”成为园区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新助力，成为园区统战工作的新特色。

浦口高新区“统战+直播”
共绘“同心圆”

本报讯（记者 仇惠栋）10月15日，江苏恒安锌溴液流储
能电池项目一期试生产活动在江宁开发区举办。该项目仅用半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签约到投产目标。

江苏恒安锌溴液流储能电池项目总投资5亿美元，规划产
能4.5GWh，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0亿元，税收3亿元
以上。其中，项目一期规划产能1.5GWh，预计年产值15亿
元。项目拥有锌溴电池微孔隔膜、双极板等关键材料的专利技
术和全套生产工艺，并自主开发了电堆加工集成工艺，实现了从
电池材料、电池产品、储能系统到储能电站总包的全产业链。

这一项目顺利投产是江宁开发区项目攻坚突破的重要成
果。该项目抢抓国家“双碳”重大机遇，于今年上半年签约落户，
利用闲置厂房嫁接改造，在开发区和企业双方紧锣密鼓合作推
进下，仅用半年时间实现试生产，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目标，
充分体现了恒安速度和江宁效率。开发区还将加快恒安二期项
目建设推进，争取明年实现全面投产达效。

江宁重点项目签约半年即投产

本报讯（吴珊）日前，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板桥社区向阳雅
居小区72个单元公共楼道灯全部更换完毕。1300余盏节能环
保灯，优化了老旧小区用电环境，点亮了群众回家“最后一米”。

这是区、街两级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共学共建”常态长
效、提升党建惠民实效指示精神，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具体行动，也是通过“一社区一案例”行动，解决基层治理难
题的有益尝试。

此前，板桥社区通过网格走访、圆桌会谈等形式，广泛征求
居民需求，认真梳理突出问题，列出具体需求清单。社区挂钩的
雨花台区级部门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先后4次对小区楼道
环境、照明效果等开展微调研，最终确定将向阳雅居小区单元公
共楼道节能灯更换项目作为“一社区一案例”主要内容。截至目
前，72个单元累计更换1300余盏节能灯，照亮了居民绿色回家
路，节省了公共区域用电量。

1300盏节能灯照亮绿色回家路

近日，南京海底世界再度
“上新”——一万余尾黄金鲹和
身着霓虹华裳的“美人鱼”共
舞，在碧蓝色“大海”中自由遨
游 ，宛 如 海 底 起 了“ 黄 金 风
暴”。身着美人鱼服装的表演
者在水中舞动，身旁围绕着不
断游动的黄金鲹。随着轻音乐
不断变换着绚丽多彩的颜色，
黄金鲹上浮、下潜、翻转、交织，
或聚或散，画面尤为壮观。

本报记者 邵丹 摄

村集体领头发展产业，农民增收有盼
头、有保障；科技力量运用到农业之中，产
业发展更时尚、更精准；从微小处着手乡村
治理，“微治理”“微网格”织牢基层服务一
张网……

这是高淳农村综合性改革的一系列成
果。2021年5月，凭借长三角一体化、宁杭
生态经济带等战略交汇点和南京都市近郊等
良好的区位要素，高淳区成功入选全国农村
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区，目的在于交出一张

“基层组织活力强、党建引领产业兴、科技支
撑质量高、农民增收有路径、生态文明环境
美、治理机制管长远”的改革“答卷”。

接下重任，高淳目标清晰，结合实际选
取砖墙镇、阳江镇、东坝街道、漆桥街道双
游村、固城街道花山村等地作为试点区
域。结合高淳现有基础，通过试点街镇改
革目标探索乡村全面振兴的机制和模式。
一年多以来，这块“试验田”里一批改革落
地见效结硕果，“强富美高”新高淳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党建红”照亮“产业兴”

最近几天，漆桥街道双游村农民创业
园里一派忙碌的景象。园区外，11辆冷藏
车满载包装后的瓜果蔬菜开往高淳城区和
上海等地；园区内，电商中心的几个直播间
里，主播们在镜头前热情介绍着本地的农
产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中间离
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和开拓，这也是农村综
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的目标和要求。双
游村农民创业园就是一个由村集体领办、
高层次发展经济的一次成功实践。园区自

2020年5月开工建设，当年11月开园，是
一个集机械化种植、高效化养殖、休闲化观
光于一体的复合型农业园区。

“搞农产品种植最关键的是要打开销售
端，‘触网’无疑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双游村
党总支书记诸新良说，就在园区谋划搞电商
发展时，区财政局送来了“农综改”试点试验
项目建设的好消息，总投资1841万元，依托
园区现有基础，打造电商销售平台、完善农
产品处理配送体系，成立了南京双游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和江苏中通高淳联配中心，园区
每年的营业额增加了2000万元。

不只是双游村，党建引领产业兴的改
革试验在其他村子同样结出了硕果。由东
坝街道和睦涧村村集体领办的“国家级专
业合作社”淳和水稻专业合作社，今年上马
一批新的稻米加工设备，计划从过去单一
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延伸，进一
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阳江镇通过改善
基础设施，增加螃蟹产量、引进养殖企业，
实现了土地“再生金”的目标……

“土农业”触摸“科技范”

有机大米的种植要求高，不能用化肥、
不能打农药，如何及时把握大米生长情况？
淳和水稻专业合作社种植的“秘密武器”就
在于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走进和睦涧稻米文化和数字乡村服务
中心，一台VR体验机引人注目，游客可以在
此直观体验机械插秧、水稻施肥、机械收割等
场景，新奇又有趣。一旁的数字乡村（智慧农
业）综合服务平台上跳动着与水稻生长有关
的气象、水质、墒情等各种农业生产数据，正
值灌浆期，田里的水稻情况一览无余。

这是和睦涧利用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项目建设的智慧农业平台，村里拿出
500亩地专门做数字化农业试验。“该系统
通过田间应用远程信息化的各类环境传感
器，对墒情、虫情、苗情等进行智能感知，数
据能实时传输到平台，为农户提供精细到
地块的具体农事信息。”和睦涧村党总支书
记魏统田说，如果田里缺水，点一下绑定的
手机屏幕，稻田旁的水泵就能开机灌水。

从拼体力到拼智力，从“靠经验”到“靠
数据”，数字化农业带来的不仅是日益完善
的农业服务体系，更能促进农业提质增
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信息技术应用，这
是“农综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意义所在。

“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种、养、加、销等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深度融合，加快智慧农业发展，这是今
后农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努力的趋
势。”高淳区财政局相关人员表示。

拿固城湖螃蟹来说，今年6月，“江苏
省河蟹产业研究中心”和“南京固城湖河蟹
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区国家农业产业园区
挂牌成立。通过“一中心一院”平台建设，
进一步提升政产学研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推动高淳区现代渔业产业技术创新和转型
升级，促进长三角地区河蟹产业高质量发
展，有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数据助农，科技兴农，在这些力量的加
持下，高淳农业现代化的智慧画轴已然徐
徐铺开。

“微改造”带动“大治理”

说起村里的“微治理”服务中心，砖墙
镇周城村村民们纷纷点赞：“一站式配齐

了！既有老年人康养，也有卫生院和文化
中心，闲暇时有娱乐活动，看病也方便，对
我们来说简直太方便了。”

推进乡村治理机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工作的
有益尝试，也是重要一环。破题转型期的
社会治理，周城村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
手，围绕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等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探索基层治理
推动乡村振兴新路径，把乡村治理重心放
在村“微治理”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对周城村现有周氏宗祠、砖墙镇
老小学和原乡政府大礼堂等建筑进行“微
改造”，在保持其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
升级打造周城村“微治理”服务中心。项目
包含公共文化空间、卫生服务中心、残疾人
之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儿童之家、康复
室、图书室、幸福家园等服务功能建设。

阳江镇不断织密“微网格”，提高社会
治理精准度，将全镇19个行政村划分为
118个综合网格和3个专属网格，所有网格
均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实行动态化、全方
位管理。发动网格员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安保维稳、风险隐患排查、防汛抗旱、环境
整治、垃圾分类等各项工作，实现一“网”包
罗万象，一“格”消除盲区。

一块“试验田”，结出“振兴果”。一年
多来，高淳区利用“农综改”奖补及地方配
套、社会筹集资金等，大手笔投资建设一揽
子项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机制逐步健全，
乡村治理更加完善，农民增收渠道愈发多
元，农村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推进“农综
改”，让高淳农村大变样。

潘金铭 蔡伟

做好“改”的文章，摘下“兴”的果实

解题“农综改”，高淳农村大变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