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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洁璐 发改轩）为提高政
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
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完善生活垃
圾长效处理机制，9月13日下午，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市城管局举行常州市市区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调整听证会。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
口规模扩大，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环卫部门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置压力
越来越大、处置要求越来越高，处置成本
也不断提升。我市现行生活垃圾处理费
征收实施细则已实施多年，其征收形式、
征收范围、征收主体等方面，已不能满足
我市生活垃圾处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为推进垃圾分类化、减量化、无害化处
置，健全长效处理机制，提高资源循环利用

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市发改委制定了
此次市区生活垃圾处理费调整方案。

记者从听证会上获悉，此次调整有
四个特色。

一是单位负担部分更加突出标准
化。对于餐饮业等产生垃圾比较集中的
特殊行业，取消原先单独核定的较高收
费标准，与其他单位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二是个人负担部分更加突出科学
化。由原先的“按人收取”调整为“按户
收取”，减少了大部分在职职工家庭的缴
费支出。同时，考虑到存在独立居住的
离退休人员，不增加这部分对象的支出。

三是收费免收部分更加突出人性
化。在原先收费免收条件的基础上，扩
大了低收入群体的范围，并且新增了低

用水量住户部分。对居民用户每户2个
月用水量小于等于指定标准的，免收当
期生活垃圾处理费。

四是征收主体部分更加突出规范
化。根据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
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
要求，由城管部门组织征收生活垃圾处
理费改为由税务部门组织征收垃圾处理
费，并计划委托当地城市供水机构代收。

听证会上，参会人员围绕生活垃圾
处理费调整方案各自发表意见，基本认
可此次调整方案。大家表示，调整方案
中，生活垃圾处理费中的单位负担部分
基本维持不变；个人负担部分调整为“按
户收取”后，扩大了缴费覆盖面，体现了
缴费公平性；税务部门作为征收主体后，

有利于促进落实“污染者付费”“垃圾处
理费应收尽收”。参会人员还就扩大低
收入群体范围、加强收费政策宣传、落实
落细征收操作细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公开透明度、引导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等提出建议措施。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围绕参会人员
提出的意见建议，会同相关部门认真研
究、充分借鉴，进一步完善市区城镇生活
垃圾处理费调整方案。最终的市区城镇
生活垃圾处理费调整方案，将配套《常州
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修订实施。

此次听证会共有23名消费者、经营
者、专家及学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员
参加。

市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调整听证会召开

本报讯（叶平 秋冰 胡平） 9
月 21 日下午，我市举行“慧链她创
质联新生”常州市巾帼创新创业服
务联盟成立仪式。副市长蒋鹏举出
席并讲话。

活动提出，巾帼创新创业服务
联盟要搭好赋能平台，发挥联盟作
用，深化女性创业服务体系，实施

“慧链她创 质联新生”“青春留常
‘寓’爱在常”等工作品牌，提供多元
化的女性创业创新服务；要推进科
技创新，全力推进“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资本链”深度融合，全方位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着力构建人才

集聚的“强磁场”，助力城市发展；要优
化创业环境，培育创新文化，不断丰富
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为更多女性创业
者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场，10 对女领导干部、女企业
家、女科技工作者举行“三方结对共
建”仪式，并给初创女企业家及女科技
工作者赠送政策宣传包。江苏先诺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德珍、常
州六边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弓
晓晶、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实验室主任盖建丽、江苏创健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凡孝
菊分别作精彩分享。

巾帼创新创业服务联盟成立

本报讯（董心悦 财宣） 台风
“贝碧嘉”和“普拉桑”走了，农险理
赔仍在继续。记者 22 日从市财政
局获悉，连日来，我市发挥政策性农
业保险防灾减损、助农惠农的作用，
帮助受灾农户挽回损失、恢复生
产。截至9月20日，各保险公司预
估赔损共计6078.6万元，完成定损
2529.06 万 元 ，已 完 成 赔 付 金 额
555.62万元。

9月中旬的台风天气造成了我
市在田农作物倒伏、设施大棚毁
损、果树被淹等影响，给农户带来
较大经济损失。据初步统计，截至
9月20日，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累
计接到报案 2156 件，受灾面积达
5.6 万 余 亩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预 计
6274.6万元。

面对灾害天气，市财政局有力有
序推动农业保险参与防灾救灾工作，
指导承保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开通案件绿色受理通道，简化理
赔手续，提高理赔效率，加快理赔进
度，确保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快速到
账。同时，市财政局督促各承保机构
开展防灾减损、群防群治、生产自救
知识宣传，切实增强广大农户防灾减
灾救灾意识，力争将相关损失降到最
低。

目前，我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已涵
盖种植业、高效设施农业等 38 个险
种，1—8 月保费收入达 1.77 亿元，为
全市11.9万户农户提供53.04亿元的
风险保障。截至 8 月底，各级财政共
承担政策性保险保费1.63亿元，农户
的综合负担率仅为7.79%。

支持灾后修复

政策性农险
已赔付555.62万元

本报讯（朱雅萍 张志成） 9月
11日，我市召开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座
谈会，就“提升老年助餐服务水平”听
取意见建议。该提案由副市长夏思
军领办，市政协副主席吴新法协办。

2021年以来，我市连续4年将
老年助餐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密集
出台了多项促进老年助餐服务发展
的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全市共建
有老年助餐点417个，日均供餐2.7
万人次，其中1.79万为老年人。

会议指出，提升老年助餐服务
水平是实现“常有颐养”的有力抓

手。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端好“小饭
碗”，撬动“大民生”，始终把“社会认
可、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
重要标尺，让老人吃得方便、吃得安
心；要注重市场化，保证可持续，通过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市场主体、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
展；要实现“优服务”，体现“强保障”，
进一步做好点位布局、质量监管、宣传
引导等工作，让老年助餐成为家喻户
晓、津津乐道的方便事、舒心事。

活动中，委员们实地察看了常州
经开区横林镇社区食堂横省心餐厅。

我市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座谈会

提升老年助餐服务水平

本报讯（杨成武 沈玉珊）近日，长三
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发展“最佳实践案例”

（第二批）名单公布，由金坛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参与的

“深化南京都市圈放心消费创建”入选。
近年来，金坛、溧阳两地全面推进长

三角地区美丽乡村放心消费，构建宜居
宜业宜游美好家园；同时，将放心消费行
动工作与全域旅游创新和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行动相结合，紧紧围绕乡村旅游、乡
村特产、乡村创业，引导重点行业和经营
主体在消费安全度、舒适度、诚信度、满
意度等四个维度上下功夫。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我市一项目入选
“最佳实践案例”

本报讯（李青 肖云 朱杰） 9 月
18 日上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手术
室，胃肠外科主任钱峻坐在中控台，
目视裸眼 3D 显示屏，手指碰触操作
器，左脚踩镜头键，右脚踩能量平台
键，向机械臂系统发出指令。一台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的 4 只“手”伸入患
者腹腔，精准地接受指令开展手术。
据悉，这是我市首例达芬奇机器人辅
助下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完全
腔镜下消化道重建）。

本次手术的患者是一名老年女
性，近 3 年来总感觉胸口闷闷的，近
期越来越难受，还浑身无力，到常州
二院进行详细检查后，被确诊为胃窦

癌，需手术治疗。医院结合患者个人
情况，经过术前多学科讨论后，决定
为她施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下远端
胃癌根治术。

手术当天，在胃肠外科首席专家
汤黎明教授的指导下，团队用时 3 个
多小时圆满完成手术。目前，患者已
顺利转入病房接受进一步治疗。

钱峻介绍：“相比传统手术，这种
机器人手术有很多优势。首先，它与
腹腔镜（二维视觉）相比，三维视觉可
放大10—15倍，使手术精确度大大增
加，术后恢复快，愈合好；其次，它使微
创手术指征更广，带来多重利好，如术
后疼痛减少、住院时间缩短、失血量减
少、术中的组织创伤和炎性反应导致

的术后粘连减少等，使手术创伤更小。
对于手术医生来说，机器人增加了我们
的视野角度，也减少了手部颤动，它的

‘内腕’较腹腔镜更为灵活，能在有限狭
窄的空间内以不同角度在靶器官周围操
作。此外，在机器人的辅助下，我们的工
作环境相对更为轻松，疲劳减少后，术中
精力也更加集中。”

南医大三附院（常州二院）副院长刘
芳介绍：“达芬奇机器人可以开展腔镜下
的复杂手术，是我院开展的一项重大技
术。它代表了一种创造力，即通过人工智
能这一新工具，创造出新的手术方式，甚
至是一种新的理念来达到更好的手术效
果。未来，此项技术将被应用于普外、胸
外、妇科、泌尿外科、肝胆等更多科室。”

全市首例

达芬奇机器人“进行”胃癌根治术

本报讯（李垚 何青勇 周洁茹） 历
经一个月的管道铺设、废水提升泵安装
工作后，总投资40万元的常州经开区遥
观镇郑村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于日
前完工。村民家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将通
过提升泵被收集起来，经由市政污水管
网送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为高标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常州经开区印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规划（2021—2025）》，目标到规划期末，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
100%、设施运行达标率100%。

据悉，常州经开区共有 61 个行政
村，各乡镇结合污水管网、美丽乡村、覆
盖拉网式整治建设等项目，已完成绝大
部分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当前，横山桥镇梁家桥村生活污水治理
等工程正有序推进，年底完成后，该区将
提前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
率100%的目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分靠建、七分
靠管。不少村里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了10多年，存在设备损坏停运、管网堵塞
破损等问题，给设施运维增加了难度。对
此，常州经开区打造排水管理信息化监管
平台，逐步完成对9625处污水管网窨井、
234座排污泵站、92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的标记，同步完善设施监测方案，及时掌
握排污泵站及设施的处理水量、设备启停
等情况，有效防止污水入河、外溢。

常州经开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提前一年实现
行政村全覆盖

拥抱人形机器人发展“黄金期”本报讯（周洁 周逸敏） 9月21日，
讲座《教我如何不想他——说不完的赵
元任》，拉开了文亨讲堂“常州地方文化
系列讲座”的帷幕。

常州市语言学会会长、常州市翻译
协会名誉会长戎林海，长期致力于赵元
任先生的研究，当日他在常州图书馆从
赵元任生平、家庭、教育和语言、音乐、翻
译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解读，让听
众对常州走出去的大家赵元任先生有了
全新的了解，受到了热烈欢迎。

长期以来，常州图书馆、常州市语言学
会、常州市翻译协会和常工院老科协等机
构，十分重视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
承，同时，注重创新利用，提升常州文化的
知名度和显示度，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地
方文化品牌，成绩斐然。此次，他们经过精
心策划推出了“常州地方文化系列讲座”。

据了解，他们将围绕常州历史文化
重点领域，紧扣实际、突出主题，每月一
次推出一期。讲座内容涵盖江南文化、
运河文化、地名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
化等，精彩纷呈。

每月一期 精彩纷呈

“常州地方文化
系列讲座”拉开帷幕

以“月见山海，味美新北”为主题，9月12日，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外国友人学做常州菜活动在新北区举行。来
自美国、德国、菲律宾、韩国、法国、巴基斯坦、卢旺达等国家的20多位外国友人齐聚一堂，亲身感受“舌尖上的常州”。

新北区是江苏外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此设立了超2100家外
资企业，吸引了千余名国际友人在此工作和生活。近年来，新北区相继举办国际家庭日、国际美食文化节、啤酒节等
活动，让外籍友人领略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宜居宜业的魅力。 吴燕翎 新商 朱臻图文报道

外国友人学做常州菜

（上接1版）
昆剧《林冲》改编自明传奇《宝

剑记》，《夜奔》一折是全剧亮点。
演员在表演时几乎要从头到尾边
做边唱，既要动作漂亮，又要满宫
满调地唱出英雄末路之悲壮。一
场戏下来观众激动地集体起立向
演员致敬，掌声与喝彩声不绝于
耳。据悉，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在创
排《林冲》时，力求保持昆曲传统美
学，同时积极调整以适应现代剧场
演出和现代观众需求，大量起用年
轻一辈演员，整个舞台演绎也处理
得节奏明快、干脆利落。饰演林冲
的是国家二级演员、昆曲“振”字辈
殷立人。他在开演前的采访中说：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演员的唱、
念、做、打演绎出林冲这个人物的层

次感，包括他刚出场时的少年英气、被
陷害时的悲愤、逼上梁山的无奈，让观
众可以感受到昆曲武戏的独特之美。”

本月，由中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
厅、省文联主办的2024紫金文化艺术
节开幕。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
日”宗旨，艺术节设置开闭幕演出、新
创剧目会演、舞台艺术作品展览、优秀
艺术作品展览、“艺动青春”江苏优秀
青年艺术人才展示、紫金小剧场剧目
展演、大学生戏剧展演、群众文化活动
等板块，涵盖戏剧、戏曲、音乐、舞蹈、
美术、书法、民间工艺、群众文艺等多
类别超百场活动。其中，18部新创剧
目会演、10部优秀剧目作品展演、3部
优秀音乐作品展演，在省内主流媒体
进行全程直播。

王锐摄

2024紫金文化艺术节
新创剧目亮相常州舞台

（上接1版）
加快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手腕、脚腕、

脚踝等部位的六维力传感器研发，企业
目前已与多家人形机器人厂商展开合
作，并形成小批量生产。新业务的拓展
带动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同比增长145%。

采访中，多家企业表示，得益于在
协作机器人领域的较早布局，团队进
军人形机器人的步伐加快，更多零部
件正“跑”上全新的产业舞台。“虽然尚
未规模化，但人形机器人一定是趋势，
我们看好这个产业。”曹春林说。

谋篇布局，做好产业全链条
支撑文章

对武进而言，角逐机器人产业的
高端竞技场，是抓风口机遇，更是因地
制宜、顺势而为。

来自工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
武进年产各种类机器人超过 4 万台，

其中协作及六轴机器人产量超过3万
台，遨博、节卡、快克智能等一批重点
企业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占据主要市场
份额，这是人形机的重要前身之一。

产业集群的显著效应，使零部件
配套率持续上升。遨博（江苏）机器人
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裁助理洪帅表
示，在武进，原料供应链完成度可达
60%，扩大到全市能适配80%。尤其
是人形机器人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还可以共享许多相似的供应链，如电
池、芯片、传感器、控制器等，这也是武
进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加快机器人产业发展，武进携手
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产学研平台；建
成全国第一家获得CNAS认可及CMA
资质认定的机器人检测实验室，建设机
器人领域内首家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鼓励企业面向市场需求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出台并落实《武进区机

器人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试
行）》等政策，创新推出全省首个机器人产
业发展保险项目、领航保Ⅰ等金融产品，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撑。

抓项目“牛鼻子”，打协同“组合拳”，
武进正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加快布局。

“以人形机器人整机为龙头，结合重点关
键零部件，绘制产业招商地图。”武高新
是武进发展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周明俊表示，在加快产业
链招商的同时，将深挖本地资源、服务好
本地企业研发创新，同时积极对接大院
大所，为产业发展蓄力增能。

近年来，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基金布局撬动产业发展成效明显。
董事长徐亚娟介绍，将发挥基金“朋友
圈”优势，建立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项目
库，全力协助武高新等板块瞄准链主型
企业、强链补链企业等加强招引，助力打
造具有竞争力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