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江排污口普查展开
本报讯 近日，新区环委会组织成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各镇（街道）和园
区的环保负责人，安环局相关科室成
员，专题推进入江排污口普查工作，要
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沿江生态保护
行动，进一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此次，新区落实国家省市要求、结
合区域实际，组织全区相关属地和责
任单位在以长江岸线为基准向陆地一
侧延伸 2公里的范围内，以所有通过
管道、沟渠、涵闸等直接向河流排放废
水的排污口，所有通过河流、滩涂、湿
地等间接排放废水的排污口为对象，
开展排查工作，建立相关名录，为“一
口一策”整治工作提供依据。

新区明确通过“查”“测”“溯”“治”4
个步骤落实好入江排污口普查、整治工
作，进一步推进区域沿江岸线保护行
动。其中，在排查工作中，新区将采用
无人机监察与市级部门巡查工作形成
联动，力争为今年9月底的全面徒步排
查工作做好准备，为明年的全面整改工
作厘清底数、夯实基础。（顾宗侠 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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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专题推进
团结河综合整治

本报讯 5月27日，新区管委会主
任薛峰带领安环局、城乡建设局等部门
负责人，现场督查团结河整治工作并召
开专题推进会，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当天，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姚桥镇
团结河补水泵站、团结闸、港中路污水管
网工程、赵声路桥团结河生态修复项目、
团结河河道南侧环境整治现场，现场察
看截污纳管、河道整治工程进展情况。
督查组指出，要切实加强河道岸坡维护，
打通河道卡口，确保河网水系畅通；同时
要精细施工，快速推进，确保各项整治工
程按时保质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去年 3月，新区全面打响团结河
整治攻坚战，组织城建、环保等 12个
部门协同作战，对流域污染源进行全
面追根溯源、限期整改修复，大力实施
团结河水质提标工程，实现了国考断
面河道水质的实时稳定达标，群众获
得感显著提升。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推进会上，安
环局、丁岗镇等牵头和职能部门责任
人分别汇报了团结河水质提升项目的
工程进展情况和相关问题。

听取汇报后，薛峰指出，团结河综
合整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攻坚
全年全面达标，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常
态化调度，切实解决困难。

针对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各部
门要狠抓项目建设推进快见效，将治
污目标任务项目化、清单化，逐个抓推
进、抓落实、抓见效，同时对去年实施
到位的工程进行“回头看”。要狠抓源
头污染管控治根本，紧盯污染源，不断
加强对雨污水井、团结河沿线排口、截
污纳管重要设施的监管和巡查。要狠
抓巡河治河制度落实严考核，充分发
挥河长治河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推进
巡河、治河、护河等工作。要狠抓协同
联动履职不懈怠，建立健全应急措施，
人防技防相结合，推动常态长效监管，
坚决打赢团结河综合整治攻坚战。

（张燕 柳加加）

秧好一半稻。正值水稻育秧
集中期，新区举行新型农业机械
现场观摩会，引入“农机联盟”来
助力。采访当日，记者观察到，在
规模生产地块上，集中育秧俨然
成了新型农业机械的竞技场。

在种粮“老把式”周胜利家
的田头上，一条集铺土、洒水、
播种、覆土等功能于一体的新
型水稻育秧流水线引起了种植
大户们的围观。据悉，这套嵌
入“叠盘暗化出苗”技术的自动
化流水线，只需 3 个人配合作
业，每小时就能制作700个水稻
秧盘。“这相当于传统作业模式
下，18人每小时的工作量。”新
区农发中心农艺师闫发宝介
绍。机械化不仅将育秧效率提
升了近 80%，还极大地减轻了
人员作业辛苦程度。

周胜利一边演示作业一边
向围观的人群介绍，在新区农
业部门的推介下，他采购了这
条水稻育秧流水线。流水线作
业能更好地控制播种量和均匀
度，确保底土和覆盖土厚薄一

致，让育出的秧苗均匀粗壮，保
证水稻生长质量。

当人们称赞流水线作业省
时省力时，一台高大的拖拉机
已经一头扎进了地里，在它身
后的泥土被深深翻起。现场的
技术人员介绍，这是目前国内
自重最轻的圆盘动力犁，它以
不易深陷、拐弯半径小、能深翻
等的集成优势，可为秧苗生长
做好“温床”。

转身看，植保无人机和无
人驾驶插秧机正准备陆空汇
演。操作人员介绍，在实际作
业中，一个技术员可以在2公里
的范围内操作 4台无人驾驶插
秧机同时作业。

当天，大展其能的还有播种
地龙——自走式水稻秧盘播种
机、施化小能手——自走式喷雾
机和手推式秧盘碎土机等。热
闹的展示场吸引着种植户的目
光，他们饶有兴致地询问着各类
新型机械的运行模式、生产效
率、操作要点等情况。

近两年，稻麦售价有所降

低，种粮户也存在老龄化现
象。为提高农户收益、保障稳
定生产，新区农业部门一方面
倡导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和农
药的投入；另一方面积极推广
新型农业机械，提高农作物生
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投入。

闫发宝告诉记者，今年全
区水稻种植面积在6万亩左右，
80%为机插秧，目前全区育秧
工作正有序开展。此次新区趁
着水稻集中育秧，组织区内 35

家种植大户举行新型农业机械
现场观摩会，来推广农业专业
化、机械化生产模式，希望以种
粮大户为带动，进一步为新区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据悉，新的农业机械化补
贴政策有望在今年 6 月初出
台。新区社发局将积极帮助区
内种植户对接政策，推广农业
生产全程机械化模式，提升全
区农业发展水平，为农户增收
致富出谋划策。

丁岗人社中心
开办SYB创业培训

本报讯 28 日上午，由丁岗人社
中心主办的SYB创业培训在平昌邻里
中心正式开课。

SYB全称为“创办你的企业”，是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群众开办的创业指
导培训。结合创业就业活动月，丁岗
人社中心协同新区人社局，集中了 34
名有创业意愿的群众，聘请专业老师，
从当前社会创业热点入手，讲解了几
大易创业、风险小、销路广的行业，并
且详细阐述了创业起步的注意事项。
活动中，老师对大家的疑问逐一解答；
在模拟经营的环节中，大家积极参与
其中，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张韬 张晓君）

近日，镇江航空航天
产业园大路通用机场迎
来一批小游客——中山
路小学一年级的小同学
们，在机场工作人员带领
和讲解下，他们体验了安
检流程并观看了停机坪
上的大棕熊飞机。同学
们还来到机库，近距离观
察飞机，并进入飞机内部
进行体验。

冯芸 摄影报道

无人驾驶！除了植保机，还有插秧机
——新型农机观摩会上“慧”种地的“神器”多

顾宗侠 龚江婷 徐迎春

图为部分等待“上场”的农机。龚江婷 摄

“听障小女孩”泱泱：

学画近两年，正挑战英语学习
雪白的皮肤、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很难将眼前的这

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和“一级听力障碍”联系在一起。无
声的世界让泱泱从小就很难与人交流，几年前通过残联
的一个公益项目，她装上了人工耳蜗，听力大为改观。

2017年9月21日，本报报道了时年9岁小泱泱的心
愿。经过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她如愿进入了小米
美院习画。“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她开心地表示。

29日下午，正读三年级的泱泱收到“六一”礼物——
牛奶、饼干、坚果，兴奋不已。与泱泱谈话，尽管她装了
人工耳蜗，还是需要将声音提高些。她说，现在学英语
了，有些困难，但“越困难，越要挑战，我要战胜自己”。

泱泱的奶奶告诉记者，儿子儿媳都是听障人士，几乎
不能在学业上帮到孙女，这个重任落在了自己肩头。“孙
女特别懂事，主动跟我提出来，‘奶奶，我喜欢英语，但觉
得学起来有些难度，可不可以帮我报一个英语辅导班？’”
孙女这么一提，奶奶就上心了，虽然家境拮据，还是去少
年宫帮孩子报了个暑期英语辅导班。奶奶表示，很感谢
两年前“心语心愿”栏目牵线，市妇幼保健院公卫支部与
小米美院共同为泱泱实现了微心愿，“你看，这是孩子的
作品。”奶奶拿出手机，自豪地翻看着孙女作品的照片。

当记者向泱泱表达节日祝福时，她报以一个灿烂的
微笑，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这美好的世界。

“轮椅男孩”小宇：

“课堂梦”难圆，这个节日不孤单
今年 13岁的小宇因患杜兴型肌营养不良症，小学

三年级便辍学在家，终日与轮椅为伴。去年“六一”前
夕，“心语心愿工作室”记者与红光社区“爱心妈妈”志愿
者团队共同为小宇庆祝节日。

小宇父母离异，他患病已有5年，一直由爷爷奶奶照
顾。去年5月28日，《12岁“轮椅男孩”希望重返课堂》的报
道刊发后，镇江文杰美术培训中心愿免费提供了绘画课
程。小宇体验完课程后很是喜欢，但终因身体变差、出行
不便等客观原因，短暂圆了“重返课堂”梦之后的小宇，没
有继续去上课。

又是一年“六一”到来之际，记者与红光社区的志愿
者们再次来到小宇家中，为他带来新衣服、书籍和零
食。这让常年一个人卧床在家的小宇十分开心，很快从
床上坐了起来。小宇的爷爷笑着说，小宇现在 110斤，
上厕所需要由他抱到马桶上，他都快抱不动了，今年春
节还闪了腰。为了带他出门，家里买了辆三轮车，老夫
妻俩没事的时候会带他去南山晒晒太阳。

由于常年没有玩伴，小宇已不太想与陌生人交流；
但对于早已熟悉的“心语心愿”记者姐姐和社区“爱心妈
妈”们，他却一边翻看着礼物一边与大家轻松地聊起
来。小宇说，这个节日他过得很开心。

本报“心语心愿”栏目开办两年来，不
少孩子成为圆梦当事人。又是一年“六
一”到来之际，“心语心愿工作室”的记者
兵分数路，回访了其中的4个孩子，了解他
们的近况，再次倾听他们的心声。

“呆萌男孩”王强：

成绩很不错，还是老师好帮手
还记得两年前也是今天，本报心语心愿“六一特别

报道”《把心愿悄悄告诉“记者姐姐”》中，那个手中只有
其他孩子淘汰下来旧玩具的 9岁“呆萌男孩”王强吗？
王强有些听力障碍，就读于市特教中心，凭借极其微弱
的听力和认真的学习态度，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

时隔两年，记者再次见到王强时，小家伙长高了不
少。“还记得我吗？”经班主任老师李昂手语翻译，王强表
示，“认识”，他还记得当时的“六一”礼物是套乐高玩具。

李昂老师告诉记者，他当王强班主任 7个多月以
来，发现这是个热心、懂事的男孩，成绩相当不错，同学
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他都会热心帮助。课堂外，王强还
是老师的好帮手，打扫教室、收发作业、搬运东西……只
要老师需要，王强总是积极帮忙。

翻开王强的课本、作业本，记者看到，大都是优秀、
100分。记者问他有什么兴趣爱好，王强说喜欢画画。
说着，拿出他近期画的一幅画《变形金刚》，色彩丰富、形
象生动。“王强还是挺有画画天赋的，肯钻研。”李昂老师
说，其他孩子课后就不画了，但王强有自主进步的意识，
只要教给他方法，课后他就自己摸索钻研。

“新市民”王小蕊：

笑言已“超龄”，正全力冲刺中考
王小蕊是回访“嘉宾”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她也是两

年前特别报道中的主人公之一。小蕊当时的心愿是和
爸爸妈妈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她很快如愿以偿。

记者再次来到市第六中学，走进王小蕊班级时，她
正在埋头做题。“还有 20天左右就要中考了，现在复习
非常紧张。”她的眼神和两年前有所不同：更自信、更勇
敢。小蕊说，爸爸妈妈在朱方路批发市场工作，很辛
苦。她几乎每天起床时，他们已出门干活了，她都是独
自吃完早饭去上学。

得知是记者此前是“六一”回访，小蕊笑了：“我已经
没有资格过节了，是‘超龄儿童’了。”她笑着告诉记者一
模考试的成绩，“中考志愿已经填报过啦，我心仪的学校
是省镇中。如果能考上就好了，在最后的冲刺时间里，
我要加把劲！”说着，她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王小蕊的班主任告诉记者，这孩子非常刻苦、努力，
从不在培训机构上小课，成绩却稳定在全班前几名。接
过“节日礼物”，她惊喜万分地感慨：“这可能是我最后一
份儿童节礼物了。虽然年龄超了，但希望能永葆童心。”

泱泱

小宇 王小蕊

王强（前）

小学生机场
触摸飞天梦

带着儿童节礼物
“记者姐姐”又来啦！

本报记者 胡冰心 王露 杨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