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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琼霞
本报通讯员 高梦雅

农用车、收割机、无人植保机
……偌大的仓储厂房内，各类农用设
备应有尽有，像农用机械展览室，这
是日前记者走入位于镇江新区姚桥
镇石桥村 105县道附近欣瑞家庭农
场看见的一幕，该农场的创始人是一
辈子都与农业机械打交道的张国平。

张国平是距离石桥村不远的华
山村人，1988年，23岁的张国平从某
职高学校农机专业毕业，被分配至家
乡附近的农技站成为一名维修工，在
农机站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拖拉机、收
割机等农业机械的认识也更加透彻，
也渐渐与它们成为了“朋友”。

2009 年，姚桥镇大力推广机插
秧，张国平决定从农机站辞职，加入
到农业服务创业大潮中，并购买了第
一台属于自己的农业机械——插秧
机，为姚桥周边的农田提供插秧
服务。

因服务专业贴心，不到 3年，张
国平的客户不仅遍布姚桥，还延伸到
附近的扬中市，客户的大幅增长让张

国平决心将此项事业做强做大。张
国平继续购买机器，扩充团队成员，
2012年成立兴达农业机械服务专业
合作社，提供育秧、收割、插秧一条龙
服务。

“合作社成立时已拥有 12台插
秧机、6台收割机、8台拖拉机，同时
雇佣了四五十名村民。”张国平回想
当年很是自豪。刚开始的几年，合作
社每年为 3000 多亩的农田提供服
务，合作社除去机器保养维修及人工
成本，一年算下来的利润在 20万元
左右，在农场工作的村民每年也能有
4至5万元的收入。

2013年，随着机插秧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人转行从事农田服务，同质
化竞争压力倍增，合作社服务的育秧
面积逐步减少。张国平开始人生中
的第二次转型——成立“欣瑞家庭农
场”，在提供一条龙农田服务的同时，
自己承包农田，实行水稻和小麦轮换
种植。

自行承包不同于提供农田服务，
需要承包人全程参与，投入的心血更
多。一开始，张国平承包了几十亩农
田，随着水稻种植经验逐步丰富，张

国平的家庭农场承包的农田面积也
在不断扩大。自去年开始，张国平承
包的农田面积更是接近 800亩，农田
遍布姚桥镇华山、仲宝、石桥等自然
村，一年利润大约为 40万元。几年
间赚取的利润，张国平又盖厂房买机
器投入再生产。

如今欣瑞家庭农场里随处可见
各种样式的农业机械，除了农业机
械，农场门口更是停满了家用小汽
车，张国平的妻子朱国梅笑着对记者
说：“如今家里4口人，一人一辆车。”

今年 3月份，考虑到长期依靠道
路晾晒导致的安全与粮食品质问题，
张国平投资一百余万元在农场附近
建设烘干房，目前烘干房已完成主体
建设，后续将购买设备进行安装，预
计年底投入使用。张国平说：“如今
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只要我们的大米口感好、品质高，我
相信投资很快就会有回报。”

张国平说这句话的背后是其对
“农艺+农机”的坚守，这也印证了其
心里对农场的发展构想——实现生
态优先、安全优质、农耕技术与现代
科技兼容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姚桥水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
之美誉，像“欣瑞”这样的家庭农
场一共有 23个。“姚桥镇水稻种植
面积高达 4万多亩，大部分由家庭
农场承包。”新区姚桥镇农业服务中
心技术员冷九红告诉记者，在每年
的重要时间节点镇里都会召开会

议，给予种植户技术指导，技术员
会到田间地头查看农情现场指导。
镇里还将种植户列入扶持名录，对
他们的购机补贴、厂房建设给予政
策扶持，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让

“家庭农场”成为姚桥人“奔小康”
的重要通道。

圌山论坛丁岗板块
专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葛亚萍 潘俊）近日，圌山
论坛丁岗板块专场活动在银山人才第
四空间举办，新能源企业、招商四局及
板块相关工作人员参会。

论坛围绕国内外新能源电池行业
的形势和机遇，邀请了上海领顺研究院
相关专家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系
统发展趋势进行了解读，对锂电池技术
和发展方向进行了专题授课，并进行现
场交流。据了解，新能源汽车具有长期
向好的发展态势，电池作为电动汽车最
主要的成本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整车
的经济性；电池技术发展的导向，也将
带动整个中上游产业链的发展。

如何把握2020年国内外新能源电
池行业新形势，此次论坛通过专家授
课、企业探讨和思维碰撞，进一步加速
了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意识，助力新
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张健 周衡）“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近日，新区丁卯街
道戴家巷社区“老娘舅”志愿者和丁卯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一起走进餐饮店，
倡导社区居民节约粮食，让每个人都
成为节约粮食的坚定践行者（见图 张
健 摄）。

当天上午 9点多，在“老娘舅”志
愿者的带领下，学生们走上街头，向沿
街商户发放节约爱粮公益宣传台卡，
倡导居民拒绝餐饮浪费，合理点菜、适
度消费。

学生顾昱泽介绍，这次发放的节

约爱粮的公益宣传台卡，全部都是他
们自己手绘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主要画的是一个农民的手，捧着一些
稻谷，画出农民伯伯们种粮的不易。
想让他们，让客人不要点过多的菜，不
然的话吃不下就会浪费。”

戴家巷社区“老娘舅”志愿者团队
成立三年多来，积极组织参与烟花禁
放、疫情防控、人口普查等工作，辖区
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老娘舅”们忙碌
的身影。成员王富祥说，下一步，“老
娘舅”还将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新区召开宣贯会议

算好环保账
赢得经济账

本报讯（记者 张琼霞 通讯员
蔡浩 蔡俊）近日，为贯彻落实我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会议精神，进一步帮助
企业了解环保政策，强化企业生态环
境主体责任意识，提升企业治污自觉
性，新区生态应急局召开“算好环保
账，才能赢得经济账”宣贯会议。

宣贯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分别宣讲了绿色金融、环境信用
等环保政策以及典型执法案例，从政
策背景、双向政策等方面，详细介绍了
助推守法企业发展的环保红利和触碰
环保政策高压线的严重后果。

会议指出，高效能治理作为开创
“三高一争”新局面的目标之一，要求
各责任主体尤其是谋求长远发展的企
业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
势和巨大挑战，严格落实责任，狠抓治
理效能，牢固树立节能环保、污染防
治、资源循环利用等意识，在算“经济
账”之前，先要算好“环保账”。

本报记者 林兰
本报通讯员 崔世林 梅永生

“身体再向后伸展一些，手臂要
抬得更直更挺，步子再快点但不能
跑，迅速形成圆圈然后身体向后打开
呈花瓣状……来，跟着我做；很好，就
是这样……”14日，在“丽人舞蹈队”
排练现场，队长戴芸正在指导队员们
排练舞蹈《大运河》。

“大病初愈后，我不能与姐妹们
一起登台表演了，因为精力够不上
了。但我要尽自己所能感恩这个温暖
的世界，因为很多善良的人在我重病

时伸出了援手。”戴芸说：“我现在主
要负责编排、教导姐妹们跳舞、旗袍
走秀等，以舞蹈义演回报社会。去年，

‘丽人舞蹈队’义演近 20场，其中去
敬老院义演就有4场；今年以来，‘丽
人舞蹈队’参加的义演更多了，仅本
月，就要参加10场义演。”

今年 57岁的戴芸，从小酷爱唱
歌舞蹈，50岁时，自己花钱参加舞蹈
培训，掌握了众多舞蹈技能。2012
年，戴芸组建了镇江“丽人舞蹈队”，
任队长，目前队里有18名队员。队里
无论什么事，戴芸都亲力亲为，从舞
蹈设计、编排，到舞蹈教学、领跳，都
是她，可谓是全心全意地付出。戴芸
多次带领姐妹们参加各种社会公益
演出，部队、敬老院、社区，到处可见
她们的身影，她们的足迹甚至遍布北
京、新疆、内蒙古等地。从 2012 年-
2018年 6年多来，戴芸带着“丽人舞

蹈队”义演 300多场。别人教舞蹈课
一般收200元10节的课时费，戴芸不
仅免费教队员跳舞，还免费教社区居
民跳舞……

2018年 10月 15日下午，戴芸被
查出患了急性白血病，而当天上午她
还带着姐妹们在社区参加重阳节义
演。2018年 11月 7日，本报三版头条
以《她带着“丽人舞蹈队”曾义演 300
多场 如今她突发白血病，队友们向
社会求助》为题，呼吁社会各界向戴
芸献上一份爱心。

“自从我生病以来，民政部门、慈
善总会以及亲朋好友、爱心人士都伸
出援助之手，我前后共收到捐款
76000多元，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温暖
的大家庭。”戴芸介绍说：“在大家的
帮助下，我于2019年8月完成了 7个
疗程的化疗。在化疗期间，我就一直
挂念着舞蹈队，在病床上也进行着舞

蹈设计、编排。化疗结束后，我就到排
练现场，与姐妹们一起努力。”

队员张岚去年加入“丽人舞蹈
队”，她告诉记者：“我是募名而来的，
戴队长在退休人员文艺演出团队中
很有名。我非常佩服戴队长坚韧不拔
的意志，她勇敢战胜病魔，积极乐观
向上，值得人学习。她化疗结束刚归
队的时候，上楼梯都喘、爬两步就要
休息，我们就扶着她上楼，帮她拎包。
但她对我们的排练一点也不放松，每
一个动作都要求很严格，她要带领我
们跳出最好、最美、质量上乘的舞蹈。
有个好的带头人，我们团队很团结。
有队友骨折、腰肌劳损，队长带着我
们捐款、上门慰问；我们还每月去慰
问京口路社区一户困难家庭。”

队员王玉梅说：“我到‘丽人舞蹈
队’已经 6年了，戴队长的为人非常
实在，没有一点私心。她对我们要求

非常严格，我们也努力跳好舞蹈，回
报她。戴队长带着我们一起做公益，
我们感到生活更有意义。”

大病康复以来，戴芸带领“丽人
舞蹈队”排演了《大运河》《盛世欢歌》

《生命永不言败》等舞蹈。戴芸有一个
小本子，上面写着“丽人舞蹈队”今年
以来的重要义演：5月18日，参加“回
馈一线抗疫工作者全国助残日公益
演出”；8月18日，参加“敬老为善，助
老为乐”演出；8月21日，参加润州区
全国第四次“残疾预防日”活动……
戴芸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得了多重
的病，我的心态比较好。在归队与姐
妹们一起排练、陪同她们参加演出的
过程中，我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一
天天康复了起来。感谢镇江这座大爱
之城，感谢温暖的社会大家庭，我会
尽自己所能，免费教更多的人跳舞，
带领团队为更多的人义演。”

本报讯（青晨 心俊）“小心一
点，放正了……”日前，一辆铲车、四
五名施工人员正在扬中扬子路上，
对破损需要修补的井盖逐一安装井
圈，“今天已经安装了14个井圈了，
这次经过修补过后的井盖寿命会大
大延长。”镇江市兴达工程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王寒银表示。

井盖下沉形成“小坑”被人戏
称为马路“肚脐眼”，车辆碾压、
雨水浸泡、烈日炙烤等诸多因素都
会造成井盖下沉，小小马路“肚脐
眼”不仅影响行车舒适度，更会带
来安全隐患。扬中市政园林工程处
透露，为了全面提升道路“精细
化”管理水平，保障市民出行舒适
度和安全性，从8月28日起，他们

开始对部分道路的井盖进行修补。
“这次井盖修补包括雨污水井盖和
供电井盖，涉及到的路段有扬子
路、江洲路、同心路、春柳路、翠
竹路、新扬路、工会路、新民路等
道路。”

扬中市政园林工程处维修科
科长余俊介绍，为了保证市民出
行安全和便利，他们与交警部门
沟通，提前在各个平台发布道路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预计
此次将一共修补 100 余处下沉、
破损井盖，对下沉较厉害的井盖
周边会增加防沉降钢筋混凝土井
圈，“我们争取在 10月 1日前完成
施工，国庆节期间车流量大，不
能影响市民出行。”

社区成立环保志愿队
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孙轶文 孙晨飞）14日，润
州区七里甸街道七里甸社区联合童乐
乐公益中心成立“绿精灵环保志愿队”，
志愿者们将定期深入社区开展趣味环
保宣传活动，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在成立活动现场，“ 绿精灵”环保
志愿者们现场通过可操作性强的垃圾
分类指导手册、现场实物讲解演示等
方式，让居民清晰直观地了解到垃圾
分类的好处、如何进行分类以及如何
配合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现场还准备
了互动有奖竞猜、垃圾分类小游戏等
活动，巧妙地将垃圾分类的知识融于
其中。同时还发放了“环保活动积分
卡”，鼓励居民们将家里可废物利用的
物品拿到社区进行兑换，累计到一定
分值可以兑换绿植、图书等，大大提高
居民们的积极性。

社区修建围墙
方便居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 孙晨飞）“现在路
边西侧的围墙砌起来了，不仅环境变
美观了，居民们的出行也更安全了，下
雨天再也不怕泥泞了，感谢社区为大
家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14日上
午，在润州区金山街道红光社区王家
湾150号门前，社区居民徐广琪指着道
路边新修好的一道围墙对社区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

王家湾位于宝盖山麓，王家湾150
号门前的一条长约100多米的山坡道
路，是当地300多位居民的出行要道。
曾经每到下雨天，山上的泥水就会流
淌到到道路上来，造成路面湿滑，给居
民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此
外，还有个别居民经常往山坡上随意
乱倒垃圾，影响山体环境卫生。为消除
道路安全隐患，经过前期走访听取民
意，红光社区党支部经过半个月的时
间施工，在坡道西侧修建一道长约150
米的围墙，并对山坡上的垃圾进行清
理整治。

红光社区党支部负责人表示，通过
修建围墙，消除安全隐患和整治环境卫
生的同时又方便了居民出行，社区将加
大环境卫生的宣传引导，为居民们营造
了一个和谐干净的居住环境。

美丽镇江人

战胜病魔 回报社会

戴芸：用舞蹈感恩这个温暖的世界

扬中“问诊”问题井盖
预计10月1日前修补100余处

9 月 14
日，京口区残
联、正东路街
道在云时代广
场举办“惠民
生 助发展 创
实效”残疾人
惠残政策宣传
活动。活动通
过文艺表演、
现场咨询、慰
问、工艺品展
示等形式，向
市民宣传残疾
人康复知识和
就业政策。
王呈 孙喜梅

崔世林
摄影报道

“家庭农场”：村民奔小康的绿色新通道

图为张国平在展示农业机械。 张琼霞 摄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志愿者走进餐饮店倡导节约粮食

惠民生 助发展 创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