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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工商筑新梦

虽然身处常州，但常州微亿智造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潘正颐的微信上，地区一栏写着“上海杨浦”。这

不仅是他的家乡情结，更是创业之源。“我的父母辈都

在杨浦工厂工作，记忆中工厂前总是挤满来自全国各

地的厂商。”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

气厂……杨浦诞生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十三个“第一”。

同一时期，距离上海180公里之外的常州，得益于上

海“星期日工程师”带来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乡镇企

业迅速崛起，与兄弟城市共创“苏南模式”。

“当工业造就的荣光以最平凡的方式出现在生活里，

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了我与工业一生的羁绊。”潘正颐

2018年创立微亿智造，公司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质检机器

人，填补产品表面缺陷检测的市场空白，是国内唯一一家

将人工智能设备大规模应用在工厂现场的企业。

大屏幕上，5G+AI质检示范车间跃然眼前，从人工肉

眼识别到智能化AI检测，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检测

准确度从95%提升至99%。“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技术赋能制造业，帮助中国工业‘换道超车’，用工业人工

智能+人机结合场景应用，降低生产劳动强度，同时收集

并分析生产大数据，从数据中找到生产最优解，从而真正

解放生产力。”

提及研发中心设在上海，企业总部放在常州，潘正颐

形容：“缺了生产场景，工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不可

能发展，这就好比植物离开了土地，鱼儿离开了湖水，来

到常州就是为新技术找到了生长环境。”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常州拥有完备的产

业体系，工业企业超过6万家。国家工业41个大类，常州

有33个，207个中类常州有189个，666个小类常州有598

个。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八大高成长性产业链拔节

起势。

今年，常州出台《关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若干政策，推动地标产业强链、新兴产业拓链、未来

产业建链，“智改数转”成为“超级马达”。

其中，常州深度融入上海产业链，为上汽集团、特斯

拉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配套，承接上海产业转移，实现优

势互补、协同发展，更好推动两地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的高端攀升。

一江清水向东流

站在常州长江大保护展示馆门口，抬眼可见一抹红

色的标语雕塑，书写着生态长江的治本良方，“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将视线望向远处，雕塑的背后，一家

大型环保公用及循环经济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厂房矗立

于蓝天白云之下。

长江滋养着长三角广袤之地，推进长江污染治理、

生态建设，确保“一江清水浩荡东流”，需要各地协力共

奏。一个多月前，随着常州亚邦化学有限公司生产设备

被拆除，常州长江岸线1公里内已拆除28家化工厂。

长江常州段岸线总长25.8公里，虽然岸线最短，却

曾是功能布局最全、“化工围江”特征最明显的区域之

一。2013年，常州滨江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达到127

家，集中了常州全市45%的重大危险源。每家企业到江

岸线的距离，都在1公里内，它们所在的江、河岸边的总

长度近10公里。

这些企业产值可观，仅亚邦公司去年产值达14.3亿

元，但长江沿岸“去疤疗伤”刻不容缓。常州“砸笼换

绿”，加快“退”的速度，近五年来先后累计投入165亿元，

大力实施沿江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能淘汰、生态

治理修复、监管能力提升等四大工程，解决环境突出问

题。截至去年底，企业数压缩至47家。既要留白，也要

增色，关停腾退后实施复绿，目前长江常州段生态岸线

建成比例80.6%，居江苏省第一。

常隆化工是一家60多年历史的老农药厂，位于沿

江1公里内，处于藻江河入江口。常州将其作为腾退

的第一家化工企业，并在原址上建成长江大保护展示

馆，如今工业遗风的场馆内，保存着上世纪50年代的

化工厂手绘图纸，展陈着沿岸化工企业拆除前后的影

像对比。

各在水一方，共饮一江水。长江上下游水土相连，

在常州岸线边顺流而下200公里，位于长江“门户”的上

海崇明，也经历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阵痛”。20年

来，上海推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使崇明岛成为鸟类的

天然博物馆、候鸟的天堂。

走出长江大保护展示馆，沿岸的工厂码头正化身柳

堤苇岸，日渐清澈的江水里，江豚活动明显增多，这是常

州与上下游城市共同谱写的新时代“长江之歌”。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

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盛夏时节，走进常州溧阳庆丰村，

稻田花海一望无际，农家小院荷花满池，呆萌青蛙雕塑点

缀其间，红黄蓝三色描绘的“彩虹公路”溧阳1号公路穿村

而过。眼前美丽乡村的图景，将常州名家赵元任的乡愁之

曲化为现实。

这份乡愁，也根植于赵璐心里。虽然从上海回溧阳老

家小住一月有余，但这样的景色她还是看不腻。“这次在老

家待得久，四周都去逛了逛，感觉变化真大。以前读书时

路过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赵璐指了指远处的庆丰小火车

站，“现在不仅有精品民宿，还能买到特色米酒馒头，自然

景色也更美了。”

庆丰村的变化，不止于此。破猪圈成了美术馆、旧房

子成了咖啡馆、空房子成了电影院……通过打造“金色庆

丰、艺术田野”农旅项目，举办丰收节、田上风筝节、稻田音

乐节等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乡村，亲近大自然。文化项

目的引入也打开了当地优质农产品的销路，去年丰收节，

村民自创品牌庆丰馒头意外“走红”，一天售出3000只。

依托良田沃野独特优势，打造农文旅新业态，庆丰村

从经济薄弱村变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58万元的网红村，

年接待游客量100多万人次。

庆丰村的故事，如珍珠般点缀于溧阳1号公路。这条

全长365公里的彩虹路，从乡村小土路变身网红景观道，蜿

蜒盘亘在溧阳山水间，串联起312个自然村和220多个乡

村旅游景点，带动溧阳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越来越

多的上海市民选择到溧阳旅游康养。

常州位于长三角居中位置，26年前沪宁高速公路建

成，作为“串线”中的一点，常州见证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崛

起。如今，常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公铁水空管”运输方式

齐全的地级市，机场、高铁、高速、水运能在15分钟左右快

速转换，常泰长江大桥、常泰铁路的建设正构架起联通京

沪杭的全新快捷通道，成为左右逢源、承东启西、连南接北

的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与上海、南京、杭州三大都市圈实

现无缝对接，常州“朋友圈”逐步扩大。

再过几天，赵璐和丈夫就要开车返沪，她计划下回带

上海朋友来玩，“开车不到3小时，高铁更快，只要48分钟，

特别方便。希望家乡的美好，能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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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几个带着常州口音
的人找到上海华通开关厂技术员刘
忠云，一见面就直奔主题：“我们出
20万买你这个人，再给你一个厂和
一套房。”刘忠云婉拒了，但承诺只要
碰到技术问题他愿意帮忙解决。此
后，利用星期天，他来往上海与常州，

经常为乡镇企业提供指导。
改革开放初期，借力上海“星期

日工程师”，常州乡镇企业迅速崛起，
成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在全国
掀起“大小城市学常州”的热潮。
常州与上海，有着“一衣带水”的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更有着“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相通、脾气相投。如今，
常州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与
势”，加快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
角中轴枢纽，全方位接轨上海、融入
上海。记者跟随“奋进新常州 建功
新时代”全媒体新闻行动，探寻常州
与上海的新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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