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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婕 吴启超

春意浓，茶飘香。在丹阳市丹北镇
管山村海燕生态茶园里，错落有致的茶
树沐风呈秀，嫩芽纤毫裹着晨露，在茶农
的指尖跳跃。

“入春以来，雨水适量，茶叶产量足、
香气浓。现在大批客户采购下单，每天供
货约600斤。”4月10日，海燕生态茶园负
责人管海燕，与前来服务的丹北供电所台
区经理殷水平分享着产销两旺的好消息。

海燕生态茶园成立于 2012年，由原
先20亩扩大至如今150亩。3月中旬至4
月底是采茶加工的黄金时期，要在最好
的 50 天里抢出新鲜茶叶。每逢采收旺
季，管海燕都会聘请70余名工人采茶。

管海燕介绍，以往加工茶叶都是人
工搭配老式设备通宵运转，“比如早晨采
摘的茶叶表面有露水，全是放置地面散
发，地面有潮气，不仅不利于茶叶干燥，
还可能影响口感；去除水分后要立即杀
青，杀灭茶叶活性酶，避免茶叶氧化变
色，需倒入高温的杀青筒进行翻炒，杀青
筒超负荷运转后容易发生温控失灵故
障，翻滚的茶叶会因设备超温导致脱水，
辛辛苦苦采摘下来的茶芽会全部报废，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老式设备容易发生故障，管海燕曾
多次向供电所求助。义务抢修次数多
了，殷水平摸清了设备故障的原因，于是
为茶园制定了全电化生产方案，“不仅用
电可靠性高，茶叶质量还稳定。”

今年3月底，海燕生态茶园的加工车
间新增3台摊凉机、2台恒温杀青机、1台
回潮机、2台烘箱等。从摊凉到杀青、理
条、成形、烘干，所有加工步骤实现电气
化，“全电制茶”一气呵成。

设备增加了，加工对电力的连续性、
稳定性依赖度提高。4月 6日，供电所测
算发现：茶园总体用电容量达到 120 千
瓦，超出茶园100千瓦的容量，急需增容。

当天，殷水平主动联系管海燕，帮助
她通过“网上国网”客户端提交增容申
请，结合茶叶加工高峰期用电需求将其
原先的 100 千瓦用电容量扩增至 160 千
瓦。第二天，收到增容申请后，丹北供电
所技术员蒋利平就前往现场勘查、确定
供电方案，特别将原先茶园生产和居民
生活用电使用同一块电表计量，改为茶
园用电单独使用电表进行计量，防止因
为用电量大，发生电表故障。

同时，考虑到茶园加工车间因当地
拆迁进行移位后距离台区变压器较远，
为确保供电可靠性，供电所为茶园架设2
档 400伏低压线路。而从增容申请到验
收接电，全程仅用2天时间。

“春茶采制关乎茶农的经济收益，丹
阳全市共有茶叶种植面积1.5万亩，涉及
茶企 380家。”丹阳三新供电服务公司负
责人陈宏彬介绍，为保障生产用电，当地
12个供电所一方面对涉及生产的台区线
路进行巡视维护，同时组织人员主动上
门服务，了解客户用电需求，检查客户的
用电设备，建立24小时联动机制，随时处
理用电故障，“服务发展电力先行，我们
提前收集茶农新装增容等用电需求，全
力保障茶季供电。”

海燕生态茶园里，茶农们手挽茶兜，
将茶芽收入其中，随后送上全电生产
线。“以前一天最多加工100斤茶叶，炒出
来的成色参差不齐。现在通过全电化生
产线加工的茶叶叶形整齐美观，色香味
俱全，根据订单，一天加工 600斤。”管海
燕的笑容里盛满了收获的喜悦。

本报讯（庄瑜 顾辉 曹璐
庆海）从上个世纪 80年代的手
工作坊起步，句容白兔镇一直
坚守在以帽袜、围巾、手套等为
主营产品的针织行业。目前，
该镇有各类针织企业 150 多
家，从业人员 9000 余人，年产
值超过 10亿元。去年以来，受
大环境影响，许多企业出口针
织订单大幅下降，在相关政策
支持下，该镇以出口为主的针
织企业纷纷调整方向，用技术
改造与创新设计激发产业活
力。

面对新的困难，生产怎么
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是唯一的出路。投入资金实行
技改升级，提升针纺企业市场
竞争力。在生产端，一些企业
购进先进的织造设备及计算机
管理系统，大大提升了针织服
装产业技术水平，助推产业从

“制造”向“智造”转型。进入 4
月，新邦针纺制品厂负责人邹
效玉格外忙碌。一方面新引进
的24台电脑提花横机全面投入
生产；另一方面厂区内 1500平
方米的储存仓库在加快建设。
同时，作为白兔针织行业商会
秘书长，他还要与白兔镇对接，
筹备组织行业企业参加广交会
的有关事宜。在刚刚过去的一
季度，新邦完成了500万元的生
产任务，订单量较往年有所下
滑，利润率也下降不少。

“面对东南亚代工厂的低成
本竞争，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邹效玉说，从试水电商销售到羊
毛衫等新品开发，这几年企业一
直走在创新求变的路上。今年，
企业还与浙江等地设计工作室
合作，在产品样式、排版设计等
方面进行创新。

“技术靠借鉴、创新靠模
仿、人才靠熟练工的生产经营
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白兔针
织行业商会负责人介绍，去年，
白兔组织针织企业到浙江和福
建等地考察，支持鼓励企业把
发力点放在技术改造上，以装
备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

“企业投入 500 万元更新

了 60台智能织袜一体机，现在
织一双袜子只需 5 分钟，和以
往相比，不仅生产工序少了 2
道、效率提高近1倍，成本也是
大幅下降。”宏安针织有限公司
生产负责人胡勤华介绍，目前，
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 6 月底，
预计全年可实现销售 7500 万
元。

小物件也有新创意，消费
者特别是年轻群体需求的多样
化、个性化，给予了企业更广阔
的创新空间。有世界杯采购商
授权的围巾、有迪士尼授权的
卡通儿童帽……在信谊针织有
限公司的产品陈列厅里，200
多种款式不同、颜色各异的针
织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最近，
公司总经理笪宝根一直在接触
中东客户，准备拓展中东市场。

“过去，我们大部分针织产
品都是出口到欧美，这两年，企
业一直在开拓新市场，努力摆
脱以往单一的市场依赖格局。”
笪宝根表示，产品创意是信谊
的优势所在，也是企业打开新
销路的“金钥匙”，而得益于公
司此前的设备更新、创新设计
等措施，他们对新市场开拓充
满信心。

一根细细的纱线，原料成
分不同、配方配比不同，影响的
不仅是企业成本，更与后续的
生产工艺和最后针织成品的手
感、花色、外观等有着密切联
系，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尝试。

从业 20多年，白兔镇的蓝
天毛纺厂负责人陈赛喜发现，
如今传统针织产业链的细分愈
加明显，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
从配方、设备、技术、功能……
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处处
皆学问、处处可创新，新的征途
才刚刚开始。

“未来，我们将全力推进白
兔针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创
意设计，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
力培育一批自主原创品牌，增
强针纺产品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实现针纺产业的再次腾
飞。”白兔针纺商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周伟艳 杨凯 林兰）4月 10
日，记者从京口区住建局采访获悉，今年
京口区将实施“旧城焕新”行动，排定8个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建筑面积 37.71万平
方米，涉及153栋4743户。

今年，京口区住建局围绕“五大行
动”，全面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在民生改
善上实现新的突破。首先，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如今征收拆迁进入新的“城市
更新”、微改造模式，京口住建今年将加
大拆迁扫尾力度，细致做好清租、交房、
审账、资金兑付等工作。其次，实施“基
础改造”行动。今年，京口住建初排市政
基础设施、城市宜居工程、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提升、历史文化保护 5大
类18个城建重点项目，其中，列入镇江市
2023 年市区城建项目计划的项目 12
个。第三，实施“旧城焕新”行动。除排
定8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外，京口住建今
年大力开展“物业管理强化年”行动，深
入开展“红色物业”示范创建活动，用党
建引领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与此同时，
京口住建还将实施“污染防治”行动与

“城市安全”行动。
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京口住建

将进一步强化目标意识和责任意识，明
确各项目开竣工时间点等关键节点，推
进城建项目真正“跑起来”。

“全电制茶”一气呵成，

排定8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初排18个城建重点项目

京口“五大行动”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袁增耀 于潇 古瑾）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广大人社
青年奋力续写新时代人社工作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4月 10日，团市委和市人社局
联合举办“金山青年说”走进人社活动。

活动现场，9名来自人社系统各条战
线上的团员青年代表，紧紧围绕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和切身感
受，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和真挚饱满的感
情，诉说青春梦想，畅谈奋斗之志，共话
成长心得，展现了新时代人社青年敢于

拼搏、创先争优，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和
青春风采，也让在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
情感共鸣，赢得台下阵阵掌声。经过激
烈角逐，共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3名。

演讲结束后，16名新党员代表进行
了集体入党宣誓。新党员代表整齐列
队，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字字
铿锵，表达了每一名新党员对党的忠心
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金山青年说”走进人社

技术改造降本增效 创新引领拓展新路

白兔针织产业“老树”冒“新芽”

4 月 10
日，句容市后
白镇的农民们
在田间忙着采
收 蒜 薹 。 据
悉，当地今年
种植的 300 多
亩大蒜迎来成
熟期。眼下，
正是蒜薹收获
的时节，当地
组织人员抢抓
好天气、采收
蒜薹，供应市
场。

杨志国
田馨 辛一
摄影报道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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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营商环境““镇合意镇合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