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1江苏专版202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责任编辑：钟 巍

　　非凡十年，筑牢人民幸福之基。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正在北
京举行，江苏单元中，一幅幅精彩
图片、一件件实物展品，让络绎不
绝的现场观众生动感受江苏十年发
展“百姓富”的丰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切实保
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以高水平全面小康成果，让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
续增强。“十年来，江苏居民收入
迈上新台阶，2021 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4.75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2 年的 2.37 ∶ 1 缩小至 2021 年
的 2.16 ∶ 1。”近日，记者来到江
苏展区，观众正认真聆听讲解，充
分感知江苏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的故事。
　　顺着讲解员的指引，展墙上的
图片定格着一幕生动瞬间：2020 年
1 月，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
山村的农民正在年终按股分红。张
张笑脸如在眼前，洋溢着充沛的感
染力，让观众仿佛亲临那热火朝天、
幸福洋溢的现场。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江苏坚持把 75% 以上的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投入到民生领域，持续保障
和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七有”，交出
更有温度的民生答卷。在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一
个个创新举措、一项项富民政策不
断落地，展示的图片吸引众多观众
驻足观看：无锡返乡创业青年展示
领到的家庭农场营业执照；南京江
宁黄龙岘村民房焕然一新；全省校
园生活缤纷多彩……一个个精彩瞬
间，定格了江苏人的幸福生活。
　　展厅中，一座镇江市丹徒区世
业镇卫生院的模型，更是形象地折
射出民生发展大变迁。过去，全镇
村民大病小病都指望着这座小小的
“岛上卫生院”，如今这里有 6 个
联合门诊，疑难杂症可以视频会诊，
建立了慢性病精细化管理模式，真
正实现“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世业镇卫生院院长胡小忠自豪
地说，“这些年，我们把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谨记在心，努力建设现代
化卫生院，让镇上的老百姓享受到
更好的基本医疗服务。现在，我们
把这个成果带到北京，向全国人民
展示汇报。”
　　美好生活，意味着更高的生活
品质、更深层次的民生福祉和更丰
富的精神生活。展厅里的一座玻璃
展柜中，来自徐州马庄的香包，组
成一个鲜艳的“富”字造型。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州香包
展现出当代百姓的红火生活，同样

　　点、线、面，光与影，在绘图
纸上交织错落，构成一幅幅建筑素
描。
　　来自美国的建筑师和来自哈萨
克斯坦、伊朗、刚果（金）的建筑
系留学生，相聚在开放包容的江苏
并得以结识。缘于对建筑的共同热
爱，他们组队行走在江苏大地，
“Home Story in Jiangsu”是调研小
组的名字，也是他们共同决定的项
目名称：围绕 “家”与“人”与“社

会”，研究江苏各地“家”的形态
变化，继而观察中国城乡建筑空间
再造与人的生活及社会治理之间的
良性互动。
　　来自伊朗的尼雅已经顺利完成
博士论文，即将拿到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城乡规划学博士学位，尼雅的
目标是留在南京工作，此次涉及江
苏城乡营造的调研，将给她的学生
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叶烈泽，这个来自刚果（金）
的小伙子今年成为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的博士生，一口流利的中文使得
叶烈泽很快融入当地的环境，他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调研之行，
我得多积攒江苏各地建筑的素材。”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伊优娜，东南大
学建筑学硕士在读，正在思考毕业
论文选题的她欣然加入调研小组，
期待在江苏大地汲取一些灵感。
　　美国建筑师亚当·布里尔哈特，

是本次调研小组的领头人。他曾在
中国美术学院师从著名建筑学家、
建筑设计师王澍。2017 年以来，亚
当一边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
教学，一边参与苏州古城保护工作，
逐渐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居
住空间的认知。
　　亚当在苏州市姑苏区买下一间
老式民居进行改造翻新。从绘制设
计图纸到全程监工改造，他都亲力
亲为，确保大件小件建筑材料顺利
进入“迷你工地”。去年夏天，亚
当终于与太太搬入自己打造的温馨
小家。改造过程中再多不易，也抵
不过与爱人一起安居于此的满足。
　　现在，他和调研小组的成员终
于可以仔细研究别人的“家”，并
且了解“家”变化背后的故事。接
下来的故事，交给亚当来一一讲述。
　　（尤健 沈峥嵘 陈澄 朱娜 钱盈
盈 付岩岩 张迪）

　　2022 年 9 月， 美 国 建 筑 师 亚
当·布里尔哈特（Adam Brillhart）
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三位留学生漫
步南京小西湖街区，透过南京城市
微更新故事，洞见江苏这些年来守
护百姓幸福生活的巨大努力。
　　小西湖街区是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确定的 22 处历史风貌
区之一，也是南京明清风貌特征保
留较为完整的居住型街区之一。曾
经的小西湖，人口密集，建筑空间
残破落后，地处繁华的老门东周边
却像个棚户区，一些历史文物建筑
被淹没在高高低低的民房与工厂
中。
　　2015 年，原南京市规划局会同
秦淮区政府发起三所在宁高校研究
生志愿者行动，探索小西湖街区保
护与再生策略，经专家评审，确定
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团

队承担规划设计，南京历史城区保
护建设集团负责项目实施。政府部
门、设计团队和实践团队共同努力，
充分听取每户居民意见，小西湖改
造探索出一条“自我更新、有机更
新、持续更新”的保护新路径。
　　堆草巷 33 号刘光纪家后院是
小西湖改造中的一次大胆创新，此
前这里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院
墙摇摇欲坠。改造团队与刘光纪商
议，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将私人
空间进行分享，刘光纪索性主动提
出邀请游客走进来看，小西湖第一
个“共享院落”就这样诞生了。每
天都有人慕名来此参观，节假日更
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马道街 39 号居民许庆家有一
棵陪伴他们 40 余年的枇杷树，许
庆家先后七代人住在这里，改造前
的房子年久失修，但“根”在这里，

不愿离开。改造团队充分尊重老人
的情感需求，想方设法将树保留下
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
和学院助理研究员董亦楠先后 10
多次与许庆探讨房屋改造方案。许
庆的老房子被评为 D 级危房，根据
改造政策，政府补贴 60% 的费用，
许庆自己支付 40%。这次翻建，他
们只支付了不到 25 万元。
　　尊重保留原住居民，留下街区
传统文化，小西湖‘小尺度、渐进式’
微更新实践，每一处改造都透出情
感和温度。”亚当把感悟记录在笔
记本上，深入访谈使他读懂建筑空
间改造背后的故事内涵。
　　小西湖引进了秦淮灯彩国家级
非遗传人顾业亮大师工作室、精品
民宿、虫文书局等多种行业形态，
原住民与新业态共生共荣。
　　占地面积仅 4.6 万平方米的小
西湖被誉为“老城保护的美丽样
本”。2021 年 11 月，住建部将南
京等 21 个城市列为全国首批城市
更新试点城市。2022 年 4 月，《南
京市城市更新试点实施方案》正式
出台，南京深化有温度的城市更新
更加有据可依。2022 年 9 月，南京
小西湖街区保护更新二期被列入江
苏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名单。更
多这样的更新变化，正在江苏大地
展开。
　　（尤健 沈峥嵘 陈澄 朱娜 钱盈
盈 付岩岩 张迪）

　　10 月 9 日，30 万 吨 级 原 油 船
舶“远金湖”轮顺利靠泊连云港盛
虹炼化港储码头，标志着盛虹炼化
一体化项目原料进口通道全面贯
通。
　　此次靠泊的“远金湖”轮全长
330 米，船宽 60 米，体积与航母旗
鼓相当，是江苏首次靠泊的 30 万
吨 VLCC 级原油船舶，也是徐圩港
区 30 万吨级深水航道 9 月正式开
通后，迎来
的最大型油
轮。徐圩新
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远
金湖”轮的
成功靠泊标
志着徐圩港
区具备了 30
万吨级油船
全面通航的
条件，徐圩
新区开辟出

了一条安全、畅通、便捷的海上物
流新通道。
　　据了解，盛虹炼化一体化配套
港储码头已建成投用 1 个 30 万吨
级原油泊位和 4 个 5 万吨级液体散
货泊位，码头岸线总长 1670 米。
盛虹炼化码头作为盛虹炼化一体化
项目最重要的配套之一，将为项目
生产运行提供稳定、充足的原料保
障。（刘慧洋 王文）

      走进“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

致力“百姓富” 美好生活看得见

也是江苏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的生动缩影。
　　如今，小香包早已变成“金荷
包”，2021 年产值超过 800 万元，
带动 3000 余人就业致富。马庄村党
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侠告诉记
者，曾经的香包只是摆件，如今的

马庄香包增添了各种各样的性能。
“比如说‘防疫香囊’，根据国医
大师周仲英教授的配方制作；‘防
暑香囊’，可以提神醒脑；还有适
合年轻人的‘国潮风’，颜色有所
创新的‘马卡龙色’等。”王侠介绍，
现在卖香包，村里还在线上搞起了

直播，直播团队成员都是村里的年
轻人。
　　“走在展厅中，我切身感受到
江苏在经济和民生发展方面，实力
都很‘硬’。”现场，来自苏州的
观众张子安说，“作为一名江苏人，
我感到很自豪。” （吴雨阳 顾星欣）

　　近年来，海安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村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图为 10 月 10 日，无人机航拍海安市一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秋日美景。      （顾华夏 摄）

外国建筑师眼中的“家”在江苏
　　【编者按】 2022 年夏秋之际，
美国建筑师、西交利物浦大学设
计学院教师亚当·布里尔哈特领
队的调研小组走访江苏大地，观
察这十年来江苏人“家”的变迁，
观察中国城乡建筑空间再造与人
的生活及社会治理之间的良性互
动。跟随记录呈现，本报推出新
媒体产品“外国人眼里的‘江苏
这十年’系列”，敬请关注。

城市微更新 古居更宜居

　　南京森林音乐会自 2015 年起
已成功举办七届，成为南京城市文
化的一张名片。      （张全宁 摄）

江苏首次靠泊 30万吨级原油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