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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源 李嘉斌
本报通讯员 王靖

用脚步丈量城市的供水管网、用耳
朵倾听管道中细微的漏水点，仅凭手中
简单的工具和灵敏的耳朵，便能精准地
找出供水管道的漏水点所在，他们就是
地下供水管线的“听诊医生”——管道
侧漏工人。吴时锋是镇江市自来水有
限责任公司测漏队的一名测漏员。一
根听音杆、一台听漏仪，是他最亲密的

“伙伴”，他的工作就是像医生用听诊器
给病人听“心肺音”那样，一处处检测寻
找地下供水管网的“病灶”。

“城市庞大复杂的地下供水管网就
像是血管脉络，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精准
地找出哪里有漏点。”吴时锋介绍，城区
地下埋着各种口径的供水管道，这些管
道使用时间长了就会老化，老化的供水
管道会出现暗漏，成为安全供水的隐
患。“比如‘丝丝’声，是水管里压力较大
而漏缝较小时发出的声音；听到‘呼呼’
声，则表明这段水管漏失量较大，必须
及时处理。”

由于测漏工作的特殊性，吴时锋大
多时候是在夜深人静时才开始工作。3
月 17 日晚上 10 点，吴时锋和他的队友
带着听音杆、听漏仪出现在金谷家园小
区的门口，他一边看着仪器显示的数
值，一边仔细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对地下管道有无漏水进行排查。“这下
面有‘传音’，把窨井盖打开看一下。”吴
时锋说。

吴时锋和队友用铁钩钩住窨井盖，
使足了劲才将井盖抬了起来。井盖打
开后，吴时锋立即对井下的水管阀门处
进行探查。他用听音杆仔细聆听阀门

内微弱的水流声，判断
管道是否破裂漏水。只
有避开白天川流不息的
车流和人流，漏水点才
能听得清、找得准。而
实现精准探测的办法，
只有专注、反复的用心
听。

“听到的声音频率
越大、越尖锐、水流声越
明显，就说明越接近漏
水点。”吴时锋侧耳细听，十多分钟后，
漏水点确认。测漏主要靠耳力，白天人
流车流的干扰声音比较大，漏水的声音
听不清。所以他和队友们一般都要到
晚上才开工，主要对居民楼下、街道两
旁的自来水管、窨井边的路面进行测
听。“老小区的供水管网都比较旧，是我
们的重点巡查对象。特别是冬天和夏
天，管道因为天气原因容易出问题。”越
是寒冬酷暑，吴时锋越忙碌。常年的工
作习惯让吴时锋养成了到哪儿都“盯着
路面”的习惯，但凡路面稍微有些积水
出现，他都会上前看一看，听一听。

挪步、蹲下、倾听、记录……吴时锋
和队友每天都要沿着城区大街小巷对供
水管道进行“体检”，查找管道暗漏点。
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测漏队共有8名
队员，近年来队员们为全市供水管网的
暗漏检测做出了让人由衷赞叹的业绩，
共检测出大小漏点2200余处，节省供水
成本百万元。

“我们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很枯燥，
但是特别有意义。”吴时锋说，“能及时
找到供水管道的漏水点并且修复它，保
障大家的用水，想想就觉得很有成就
感，再苦再累也值得！”

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阚堪

民生实事重在一个“实”字。今年，我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民
生福祉，围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愿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
能、推进共同富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日前，一批提升市民出
行及服务品质的举措被列入全年实施计划。

农村公路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底部基础，也是农村发
展的先行基础。着眼农路与国省干线、城市道路有效衔接，交通
运输部门围绕“跟着产业走、建设富民路”的方针，实现农路与产
业园区、旅游景区的配套组网并开展品质工程创建，强化质量监
管，建设精品农路。今年，我市计划提档升级农村公路 70公里，
改造危桥12座。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已开工17条，危桥改造有
9座桥梁开工建设。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总体推进完成 25%，超额
完成月度序时任务，其他项目均稳步推进，确保年内完成建设任
务。

在优化出行方面，交通运输部门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通过
公交信息调度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并结合城市发展和公交
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全市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初步方案，新辟
优化公交线路 20条, 推进丹徒大学城公交停保场建设和檀山路
公交信号优先调整，提高公交车的通行速度和通行效率。

聚焦重点项目，持续精准发力。建成南沿江城际铁路句容段
和句容站综合客运枢纽。全力推进 312国道宁镇段快速化改造
工程主体基本贯通。完成京杭运河镇江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
治主体工程。建成长江首个水上通用机场。

提升“司机之家”便民惠民服务水平。今年，我市不断扩大
“司机之家”覆盖面，新建1个“司机之家”，打造1个行业综合性党
群服务中心。

以科技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启动镇江交通“智慧大脑”一
期建设，尽快形成行业数据汇集一张表、运行监测一张图、政务服
务平台一张网；创新公路智能电子巡查模式，实现全市普通公路
网实时可监测、可服务；建设应用重点车辆警戒识别区、水上安全
违法行为识别库，有序推进智慧执法单兵装备配备，为市域非法
营运整治、“两客一危”全过程监管、超限超载治理等提供数字支
撑。

加速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化学融合”，实现交通运输政务服务
事项100%“一窗受理”，实现普货、网约车、大件运输等“一件事一
次办”，公路、港口、运管等业务“一网通办”，进一步提升运输企业
申报效率和体验。

本报讯（庄瑜 谭梦楠 张凤春）时
下，正是草莓成熟季节。这个双休日，
句容市白兔镇徐村草莓基地迎来了众
多采摘客。“这里的草莓深受市场青睐，
走上精品化路线，得益于草莓种植新技
术的应用 ，‘智能化’更是为草莓生产
提供了有力保障。”省劳模、白兔镇柏生
草莓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社长王柏生
说。

走进徐村草莓基地的实验大棚，“智
能化”元素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棚门口
的显示屏实时显示着温度、湿度，棚内草
莓生长环境尽在掌握中，360℃全景摄像
头监控农户的每一个操作步骤，全面展
示白兔草莓高品质生产场景。棚内配套
了水肥一体化、高架草莓根部水加热、环
流风机、燃油加温、园艺地布覆盖等新型
生产设备、设施，让草莓的生产与管护变
得更加高效。

在高架草莓大棚里，王柏生向记者
演示，如何利用白兔智慧农业平台手机
APP 监控大棚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多
种草莓生产参数，“用上这个，我再也不
用天天守在大棚里，出去送货、在家休
息时只要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大棚的情
况，并通过手机来调节大棚里的温度、
湿度等。”掀开覆盖在钢架槽上的黑膜，

里面是生物菌肥，能让草莓无公害生
长；钢架槽旁是水肥一体化设备，省肥
省水省力，让种植更高效；钢架槽上方，
是补光灯，在长期阴雨天气时利用适宜
的光照促进草莓生长；不远处的空调柜
机和通风系统，能让草莓大棚始终控制
在一定温度，不再闷热。“相比传统种植
容易产生病虫害，影响草莓的产量和品
质，新技术的运用让草莓的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不断增强。”说起这几年草莓种
植技术的革新，王柏生深有感触。

作为省级示范园区，白兔镇徐村草
莓基地在建设中加大数字赋能比重，将
专业技术科研团队与草莓实际种植相
结合，围绕“一个中心+三个平台+Z个
应用”模式开发了智慧农业云平台，包
括农业物联、溯源管理、电商统计和标
准化生产等子平台。通过在大棚内配
备温度、湿度等多种草莓生产参数的传
感设备，草莓种植户可通过白兔镇智慧
农业平台手机App进行掌上控制，手机
变身“新农具”，实现了草莓绿色安全全
流程数字化管理，不仅增加了果品产
量，口感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同步借
助全流程溯源管理，严把质量关，形成
了“莓好白兔”公用品牌的新亮点。

手机变身“新农具”App上“种”草莓

白兔镇：数字赋能“莓”好产业

吴时锋：给供水管道“听诊”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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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交通领域
聚焦民生实事回应群众关切

近日，镇江新区丁卯街道城管办联合属地中队、戴家巷社区等相关部门对金之桥装
饰城内近600平方米的违法搭建进行助拆，对该违建安全拆除落地。丁卯街道城管办
将继续加强巡查力度、加大拆违力度，为城市文明护航。 任子悦 马镇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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