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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超 朱婕

丹阳被誉为“中国眼镜之都”，
今年 1至 10月，丹阳眼镜制造业销
售 收 入 9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8%。

司徒镇谭巷村作为丹阳眼镜核
心生产基地，全村有眼镜企业 400
余家，用 40多年的时间，把“一副眼
镜”做成了一个大产业，走出了国
门，走向了世界。“戴丹阳眼镜看美
丽中国，透过眼镜，我们也看到了电
力赋能带来的变化。”村党委书记谭
来训如是感慨。

1976年，长期在上海、浙江等地
眼镜厂务工的十余名谭巷村村民回
到村里，成为当地首个村办企业——
丹阳县眼镜二厂的技术“带头人”，

以师带徒从事玻璃镜片加工。靠着
简陋的切割机、磨片机，将圆柱体玻
璃切割成片，凭手艺一点点打磨，慢
慢培育了一批技术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部分
技术工自主创业，采用作坊模式加
工镜片。丹阳司徒供电所台区经理
许小平介绍，当时用电由政府管辖
的水电站负责，村民用电很少，全村
仅依靠一台 180千伏安综合变供应
着日常用电。“到了 1995年，村里引
进了 3家眼镜架生产企业，村里又
新架了一台 100千伏安变压器，奠
定了丹阳眼镜产业的基础。”

从 5个人手工操作的小作坊起
步，如今的丹阳市恒峰光学眼镜有
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年产值达 4000
万元的企业。“2007年，我们这里建

起了中国（丹阳）眼镜产业创业园。”
企业负责人徐松年回忆，当年他们
就租了创业园厂房建立了生产线进
行生产，2条生产线共有 12台磨片
机，但是经常遇到磨片机转速缓慢
的问题，随之带来更大的麻烦，由于
长期缓慢，电机被烧毁。

“经过测量，我们发现用电存在
低电压情况，经排查确定是 25平方
毫米的裸导线造成了低电压。”许小
平对此记忆犹新，随即丹阳市供电
公司结合农网改造，优化了电网网
架布点，新上 6台变压器，累计增加
600 千伏安容量，供电半径缩短至
500米以内，同时将 400余根 7米的
低压电杆改造成 10米，提高了供电
可靠性。“晚上提前挖杆洞，天一亮
就竖杆，登杆架线，当年底就完成了
所有工作量，保障了眼镜企业的高
效运转。”

随后，树脂镜片替代玻璃镜片
成了新趋势。谭巷村的眼镜企业逐
渐从加工玻璃镜片转型为生产树脂

镜片，电力需求也再次升级。
徐松年介绍，恒峰光学新增了3

台镀膜机、6台清洗机、10台烘箱，
他们向供电所咨询了增容手续，很
快就得到了响应，“供电部门为我们
开了安装专用变压器绿色通道，25
天就完成了接电。”此后两次增容保
证企业可靠用电，如今恒峰光学的
树脂镜片年产量达到 800万副，远
销20多个国家。

近年来，丹阳市供电公司从电
力接入手续、时长、成本、供电可靠
性、服务便利度等方面，持续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今年 10月，丹阳眼
镜电商产业园在谭巷村建成。”丹
阳市供电公司总经理赵磊介绍，在
产业园建设初期，供电部门就成立
了专项团队，提供“一户一策”服
务，超前评估产业园用电需求，
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如今产业园
只需通过业务受理、竣工检验装表
接电两个环节就可接电，接电时间
缩短1个月。

“镜”中看电力服务，暖心！

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赋能眼镜产业
本报记者 冯芙蓉

用烙铁作画，你见过吗？烙画最
早出现在汉代，古时候叫“火针刺
绣”，近代也叫“火笔画”“烫画”等，是
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一种稀有画种，至
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近日，记者采
访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烙铁
画”代表性传承人盛珏，感受焠笔烙
丹青的奥秘。

走进盛珏的家中，只见工作室、客
厅、餐厅、过道里挂满了他的烙铁画作
品。盛珏以烙铁为笔，以烙痕为墨，创
作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栩栩如生。
盛珏6岁开始学习绘画，在几十年的烙
画经历中，坚持传承与创新，将色调单
一的烙画，赋予亮丽的色彩，使古老的
烙铁画艺术焕发出时代的风采。他的
多个作品获得国家、省市级奖项，受到
众多书画爱好者好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盛珏创作的
烙铁画作品有数千件。他的作品层
次丰富，形象逼真，充满生活情趣。

盛珏表示，喜欢把自己的生活、人生
融入画作中，从老街小巷到高楼大
厦，从亭台楼阁到绿水青山。他也把
镇江的变迁留在了画里，创作的《镇
江老街小巷》，历时 200天在宣纸上
完成，共绘制镇江大西路一带的老街
小巷 50余处；《古城镇江新面貌》是
盛珏近期的一幅新作，涵盖镇江金
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等众多名胜
古迹。“这是我近年来创作构思最长
的一幅画，我想用手中有温度的笔

‘烙’出我们城市的发展、文化的繁
荣，同时希望将来能把烙画技法、技
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烙痕为墨绘丹青 城市变迁入画来
——盛珏和他的烙铁画

镇江非遗之美

本报讯（记者 单杉 通讯员 朱
敏）应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邀请，
近日，江苏省特检院镇江分院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奇美化
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培训，普
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提升企业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能力。

“作为我市龙头化工企业，奇美
化工共有 760多台容器、46000多米
管道、80余台叉车、36台锅炉、25台
电梯、12台起重机械，从事特种设备
相关工作的人员也比较多。”镇江分

院承压检验室检验师张伟告诉记者，
考虑到企业特种设备种类和数量都
较多，了解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
备管理、使用规范以及安全注意事项
将有助于企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奇美化工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
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企业员工
进一步增强了红线责任意识、风险
意识，也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特种
设备，另一方面也为全体员工敲响
了安全生产的警钟，筑牢企业安全
生产底线。

特检院送教上门
助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本报讯（陈志奎 郑国庆 刘玉
宝）近日，第 5批次共 420名水手、机
工考生走进考场，分别进行实操考
试。镇江海事局考官为方便船员顺
利参试，提供上门服务。据统计，今
年 1-10月，该局共组织海船船员考
试 154期、6337人次，较 2021同期，
期数增长266.7%，人次增长201.9%。

为防止船员考试中断，方便船员
及时参加考试，镇江海事局秉承“优
质服务船员，推进高质量船员队伍建
设”的宗旨，积极协调主考学校，认真
做好疫情精准防护，想方设法为船员
考试提供方便，以优质服务保障船员
考试不断档。

疫情影响下，船员考试期数和人
次仍然呈大幅增加态势。海事人员
从市场和数据分析得知，船员考试需
求旺盛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受疫情影
响，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航运市场
船员需求量不断升高；海事部门对船
员配员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对严重
配员不足影响航行安全的船舶要求
按规定配齐合格船员；船员待遇和地
位也相应有了提高，增加了船员的吸
引力。

考试虽然频繁，但考场纪律丝毫
不松懈。镇江海事局严格落实地方
防疫政策，并从抓理论考试环节入
手，严格考场秩序和纪律。

海船船员考试需求旺盛
前十个月参考人数同比翻倍

本报讯（笪伟 吴欣桐）日前，“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革命故事忆光辉
历程”活动在万科社区举行。本活动
由市文广旅局、市妇联共同主办，市
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润州区妇联、七
里甸街道万科社区党委和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茅山校区党总支联合
承办。来自农林学院的傅浩兰老师
给社区居民带来了精彩的红色故事，
将红色种子播撒在群众心间。

据介绍，傅浩兰老师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张派相声）传承人、中国曲艺
家协会会员，曾获得江苏省曲艺最高

奖“芦花奖”。他在评书上的艺术造
诣十分深厚，同时力求将评书艺术和
红色文化相结合，给广大群众带去丰
盛的文化大餐。活动中，傅浩兰老师
用评书的方式，向群众讲述了革命先
辈江姐江竹筠的故事，歌颂了她机智
勇敢、敢于牺牲的红色精神。现场反
响十分热烈。

傅浩兰表示，润物细无声，愿意
通过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向社会各界
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将爱国主义情怀
传播到广大群众心中，让红色精神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

非遗传承人走进社区讲述红色故事

奋力争雄争强争优争光 把一号战略坚决落实到位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镇镇””合意合意

11月23日，京口区阳
光世纪花园社区内的便民
座椅安装到位，方便了居民
休息。在开展“文明进万家·
便民行动”中，京口区因地
制宜增设“五个一批”便民
设施，新增便民张贴栏68
处、便民充电点37处、便民
晾衣架23处，9月以来补
划非机动车停车线75处，
约万余米，设置便民休息点
33处，提升了居民家门口
的幸福感。

王呈 凌颖 摄影报道

便民设施便民设施
提升居民幸福感提升居民幸福感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
视频制作：李嘉斌 朱晶晶 冯芙蓉

（上接1版）全力推动水力发电抽水蓄
能机组智能制造集成基地及综合配
套、液压研发生产基地、镇江数字经济
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大项目落地，加
快集聚一批龙头型、基地型、引领型企
业，激活产业“乘数效应”。培育壮大
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做特海工装备

“一区一战略产业”，不断促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字创意、现代物流、高技
术服务业等产业集聚发展，大力支持
中船动力、柳工、丹佛斯等本土龙头企
业发展壮大，努力朝着全省有特色、全
国有影响的海工装备产业集群、长三
角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地的
目标迈进。不断强化数字赋能。深入
实施新一轮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
大力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生
产性服务业，把准“智改数转”主方向，
积极放大睿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软
通极客人才学院、中澳人工智能研究
院等重点载体作用，打造全国数字经
济发展新标杆。

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科创策源
地。牢牢把握“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求，打
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
人才链，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
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培育更
强创新主体。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
培育计划、深化产学研三方协同创
新，加快推进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
设计研究院实体化运作，大力建设
新型研发机构，健全完善“两个转
变”运营机制，立足高新区、服务长
三角。积极实施“ 揭 榜 挂 帅 ”“ 赛
马”等产学研合作新机制，打通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汇聚更多
创新资源。深度融入宁镇扬“小三
角”，全面对接长三角“大三角”，积
极引领 G312 宁镇产业创新走廊建
设，加快推进团山睿谷、通信及半
导体产业园二期等创新创业载体
和产业园区建设，深入推进产业园

区市场化运作，做好政策、平台、人
才等体系搭建，全力打造 3.0 科技
园区。深入推进“镇江高新区杯”
创新创业大赛 、科技成果路演对
接 、高校院所走进镇江高新区等

“双创”活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完
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构建“近悦
远来”的人才生态圈。构建更优创
新生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深化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做大做
强产业基金，积极培育天使风投创
投基金，推广“投贷联动”新模式，
加快形成创新+创业+创投的协同
互动良好局面。

强化发展保障，用心营造好环
境。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第一引
擎”，强化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以最
优的发展环境为走稳走好现代化之路

提供坚强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环境。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
线，凝聚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人才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工作任务、思
路举措和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的警醒，一体推进“三不
腐”，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营造宜居宜业
的园区环境。提升功能品质，加快推
进嶂山-东山片区系统开发，打造“亲
山”“滨水”独特风貌和宜居环境。深
化“智慧高新”建设，实现园区运行、社
会治理、政务服务“一脑统管”。营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和“一老一幼”民生问题。全
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

“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深入开展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筑牢安全
底线，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在镇江高新区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