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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五益菜场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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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蒋盼盼
记者 张可馨） 4 月 19
日，“江南燕”校地
联学送学活动走进潞
城街道，打造理论宣
讲工作新模式与校地
共建新样板，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走入基层、
走进群众。

活动中，潞城街道
与常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签署了联学
共建协议，并聘请学校
思政教师担任街道“江
南燕”荣誉理论宣讲
员。双方将围绕“江南
燕理论宣讲”“时光读
书乐名家讲坛”“青春
有我 社区报到”三大
项目，共同开展 10场
联学送学活动，将理论
宣讲送到街道各社区、
企业，实现组织联建、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随后，常州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常有
师说”理论宣讲队成员

分别围绕“以习近平文
化思想为引领自觉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以声引人、以事感人、
以情动人”两大主题，
进行授课。

据悉，“江南燕”
是 市 委 宣 传 部 结 合
“四下基层”，重点打
造的理论工作品牌，
把持续推动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下
基层与推进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开展紧密结
合起来，组织各类面
向基层的导学、讲学
活动，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的志愿服务，实
现服务实践促发展。

下阶段，“江南燕”
校地联学送学活动课
程将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城市文旅、传统节
日等内容，在潞城书
院、公园壹号花园社
区、曙兴社区等地举办
多场活动。

“筷子和骨碟中心线平行，与
骨碟相距 3厘米，与筷架呈 90度
垂直……”上周，记者来到中天西
太湖度假酒店看到，员工休息间
里，服务员们正跟随酒店前厅主管
戴红学习餐桌摆台。

大家口中的“红姐”, 出生于
1998年，是个“95后”，今年还获得了
常州经开区总工会颁发的“经开工
匠”称号。
每天早上9时，戴红穿着修身整

洁的工作服，脚踩高跟鞋，安排员工
工作、巡视酒店卫生情况。从服务员
到前厅主管，从入行时的慌乱茫然
到如今的应对自如，戴红付出了异
于常人的努力。
“服务员的工作大多是重复性

的，比的就是谁的速度快、质量
高。”不到 30秒，戴红手中的餐巾
就被叠成了一只孔雀。
“红姐向我们证明，只要肯努

力，‘快’工也能出细活！”酒店
服务员朱鹤华从戴红身上学到了很
多，如今她已顺利出师。

“做服务工作要耐心、细心，
让顾客宾至如归。”戴红透露，一
次宴会散场后，一名醉酒的女顾客
单独留在了包厢，戴红一直照顾这
位女顾客到次日凌晨，直到她的家
人前来。

2021 年，戴红代表酒店参加
常州经开区“经开先锋”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获得了一等奖。“我们
都觉得实至名归。”中天西太湖度
假酒店总经理王金梅说，大家常常
能看到，戴红在休息之余不停琢磨
和设计参赛内容。

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工作
之余，戴红还考取了高级茶艺师资格
证书和高级餐厅服务员资格证书。戴
红告诉记者，不久后，自己还要参加
酒店安排的外出培训，以提升沟通技
巧和增强管理能力，为顾客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戴红比

以往更加忙碌，开始提前谋划小长假
的工作。晚上11时，她终于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换下工作服，揉揉肩膀和
腿，笑着说：“当然有些事情是快不了
的，比如说找个男朋友。”

4 月 17 日早上 8 时多，阴
雨连绵，位于戚墅堰街道工房北
区的五益菜场却依旧熙攘。不少
居民挎上菜篮，就涌入菜场。
“老王，早上刚从地里摘的

苋菜，要不要来一把？”摊主李
旺云推荐道。
“行啊，再来两条丝瓜，中午

做丝瓜炒蛋。”58岁的王芳，2000
年搬家至工房十区。因为要操持
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一周时间
里，她至少要到五益菜场 5趟，和
摊主们也熟络起来。

即使外面下着雨，菜场人气
旺，也不影响王芳“享受”买菜
的过程———菜场内部铺设了地
砖，地面干净整洁，瓜果时蔬、
鱼虾肉类按区分布、统一有序，
新装的地漏便于污水排放，还有
市场管理员打扫。“半年前，菜
场还是另一番光景。”

2001 年元旦，作为工房北
区的配套工程，五益菜场应运而
生，成为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重
要载体。在王芳的记忆中，菜场
曾有过两次整治，虽然“水泥
地”换成了“瓷砖地”、盲区死

角都装上了摄像头，但效果仍不
尽如人意。
“尤其是下雨天，带有鱼腥

味的水四处流，到处都是泥脚
印，又脏又滑。”王芳回忆，
“马路边挤满了摊位，居民和摊
主还会因为缺斤少两吵架。”
去年，随着工房北区综合提

升项目启动，五益菜场也被列入
了改造名单。
菜场更新，始终坚持一个原

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改造前，相关社区召集居民代
表，鼓励他们提出合理建议。”
戚墅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
人员尤俊清透露，“累计收集近
20条意见，让居民既是受益者，
也是参与者。”
历时 3个月，五益菜场焕新

升级，集聚民智：原本的瓷砖更换
为防滑地砖，老年居民不用担心
摔倒；下水管道重新布局铺设，排
污、漏水彻底解决；改造顶部喷
淋，增加风机排烟系统，更新应急
照明灯，消防安全得到保障。
菜场改造了，环境提升了，

菜价会不会随之上涨？
“菜价不仅没上涨，反而更加

便宜。”五益菜场负责人吕广付介
绍，“考虑到不少经营户是周边群
众，菜场特别开设自产自销区，不
收租金，只收卫生费。”
“核算下来，每天只要付 2

块钱左右，基本没有经营成本，

所以菜价相对低些。”家住遥观
镇勤新村的李旺云，打理着摊位
上水灵灵的蔬菜，“改造后，摊
位扩大了，铺上了干净锃亮的瓷
砖，顾客多了不少，都夸我的菜
新鲜好吃！”

不只是菜价惠民，不少摊位
前统一安装了电子屏，只要扫一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摊主姓名电
话、营业执照、进货渠道、检测信
息等一目了然。“除了电子屏，电
子秤还可打印‘追溯小票’，随时
查询商品信息，大伙儿都买得放
心。”王芳说。

漂着气泡的水缸内，鱼虾鲜
活跳跃，摊主周林凤兜起一网，
接过话头：“最初我们家摊位是
用水泥砌成的砖垛，现在升级成
店面房了。过年那段时间，每天
青鱼的销量是平时的几倍。”

五益菜场外围，烟火气同样
精彩。粮油生面店、炸鸡店等小
铺遍地；公共厕所、垃圾分类亭
配套建设，便民又暖心。

改造，焕新环境、带旺人
气、升级服务。“菜场后方，正
在修建大型停车场，预计可提供
100余个车位。此外，非机动车
充电桩已投入使用。”尤俊清说。

拎着满满几袋子菜，王芳笑
着和相熟的商户告别，感慨万
千：“过去，在这里买菜只是图
个方便；现在逛了还想逛，生活
真是越来越幸福了！”

在“王芳”们看来，五益菜场的改造，是生活愈加幸福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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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益菜场，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是工房北区居

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家老菜场并没有在时代变

更的洪流中消失，而是坚持因地制宜，不断改造升级，

成为周边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

五益菜场的改变，是戚墅堰街道民生建设的缩影。

随着各处环境改善、业态升级、服务多样，幸福感正顺

着烟火气，在不经意间飘进老居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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