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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钟志仁

“呦吼吼，去，去……”一大早，句容
市边城镇的种粮大户严秀林就“跑”进
稻田，沿着田埂边走边喊，不时捡起泥
块砸进稻田，惊起了一群麻雀。

从10月初以来，严秀林每天都要在
田里转十几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

“赶”麻雀。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为
了驱赶这些麻雀，要多跑2公里路，多喝
3-4杯水。”

是什么让严秀林如此热衷此事
呢？这还得从麻雀的“偷吃”说起。

时间进入 10 月后，水稻进入灌浆
期，一颗颗瘪小的稻穗逐渐膨大，淡淡
稻米香味就初步弥漫开来。作为鸟类

“食谱”中的“优等货”，逐步成熟的稻穗

就被不少鸟类盯上了。
“你来看，这块田的稻子，很多稻秆

上只有一半稻穗，特别是靠近田埂的周
边一圈，稻穗留下的更少，有些稻穗干
脆就剩根秆子了。”看着眼前的景象，老
严边摇头边叹气。

听老严说，有这样“遭遇”的稻田有
15亩之多，一个多月来已经损失了几百
公斤稻子，折价得有数千元。而据老严
介绍，被麻雀啃食较重的田块种植的都
是他“优中选优”的好品种。“这些麻雀
也是净挑好的下嘴。”

“这里有多少只麻雀？”面对记者的
疑问，老严扒开稻秆，指着根部的地面
说：“这些天我保守算了下，估计有 400
只。你看，田里都是散落的穗子，那些麻
雀降落下来后，用脚抓着稻秆，用嘴不停
地啄，每次吃一粒，但周边的穗粒在剧烈

晃动下，就会从稻穗上脱落，可以说，这
些麻雀是吃一小半，浪费了一大半。”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
瞒你说，我多少种办法都试过了，收效
不大。”老严掰着指头细数起来，最初是
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在稻田边缘
绑上驱鸟带，利用带上反光层，对麻雀
的眼部进行反光；后来是在田边放置能
发出鹰叫的仿生驱鸟装置；再后来是放
炮仗等。“这些手段都是一开始几天有
效。当麻雀发现没什么威胁，就又回到
我这个免费食堂‘就餐’了。”

老严坦言，其实，要真正想解决“雀
害”，也不是没有办法。但这种方法却
无法付诸实施。“对付这些麻雀，最好的
办法是在田间拉丝网，将麻雀隔离开
来。但这样会导致一些麻雀下来偷吃
时被缠住，挣脱不开，从而死在上面。

而按照目前的国家规定，麻雀是被列入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

‘三有’动物，捕杀超过20只就构成犯罪
了，那我肯定不能冒这种风险。”

其实，我市受“雀害”影响的种粮农
户，还不止老严一个。现场一位业内人
士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推进农
田建设的过程中，会配套建设农田林网，
顾名思义就是在农田边种树，再加上农
药化肥逐年减量，生态好了，鸟类就会集
聚。“这些以麻雀为主的鸟类，平时在树
上休息，饿了就到田里‘进食’，吃饱了再
回树上休息，十分‘惬意’，赶都赶不走。”

说话间，老严和刚来到基地的农业
农村部门工作人员商量，能否针对“雀
害”给予农民适当补偿，或者能否从保险
层面给予农民一定的“风险保障”……

稻田成了鸟儿“食堂”，平时树上休息，饿了下田“就餐”——

丰收时节，一些农户遭遇“生态太好的烦恼”

市交通执法支队开展
网约车行业“体验式”调研

本报讯（朱浩 吴振宏）为着力破解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面临的难题，持续提
升服务效能，自 10月下旬开始，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体验式调
研，亲身感受网约车司机的“酸甜苦辣”，
发现他们面临的“急难愁盼”，切实把调
研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破题之策，为
下一步制定行业发展政策和关心关爱举
措提供翔实的基础数据。

此次体验式调研通过细心“聊”、耐
心“访”、真心“查”，摸实情、找问题、谋对
策。“我们想通过近距离、沉浸式的体验，
真正弄清楚网约车行业现状是什么、网
约车司机们需要什么，从而寻求提升网
约车行业发展之道。”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本次调研持续至 11月中旬，
交通执法人员计划跟车体验 20 余辆，
打车体验近百辆次，完成线上线下问卷
近千份。

本报讯（朱秋霞 荣亮）11月12日
上午，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合举
办的“助力公益服务，一起来做慈善”
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召开项目评审
会，24个项目“现场答辩”，最终 20个
项目入围。此外，记者从评审会上获
悉，今年市慈善总会首次“注资”公益
创投活动，实现了“政府资金”“社会资
金”同向聚力。

为搭建社会组织成长成才的实践
平台，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的
专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全市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市民政局、市
慈善总会联合举办以“助力公益服务，
一起来做慈善”为主题的2023年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此次公益创投活

动，申报项目要求以服务城乡困难群
体、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为目的，紧紧围
绕“需求导向、创新导向、操作导向、成
长导向”的宗旨组织设计并实施，体现
公益性、广泛性、创新性、操作性、针对
性、可持续性、专业性。

今年公益创投活动共有 32家社
会组织申报，通过资格复审和项目初
审后，24个项目进入现场评审环节。
经项目路演及现场答辩，最终20个项
目入围，成为2023年公益创投活动的
中标项目，每个项目将获得4万元至5
万元不等的资金补助。20个获得资
助的项目中，社会组织宣传类项目 1
个，困难老人、困境儿童及残疾人服务
项目 12 个，乡村振兴及平安社会建

设、就业服务、居民矛盾调处等社会治
理类创新类项目7个。

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福彩公益
金，今年市慈善总会首次“注资”公益
创投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慈善资金在
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引导社会组织
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广泛吸纳基金
会、爱心企业等社会资金参与公益事
业发展，实现“政府资金”“社会资金”
同向聚力。

另据了解，我市自2014年开展公
益创投活动以来，今年是第10次举办
公益创投大赛，10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约 1200万元，先后有 220余家社会组
织获得资金扶持，惠及城乡居民近1.7
万人次。

“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同向聚力

2023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项目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陶立波 单杉）“供电公司真
的帮我们老两口解决了大难题。”近日，
一对年迈夫妇来到镇江日报社，说要点
名表扬国网镇江城区供电服务中心。

王老是一位伤残退役军人，受伤的
腿落下了病根，年纪大了愈发严重。“现
在基本上走不了楼梯，便想着搬到车库
居住。”王老告诉记者，奈何车库没有通
水电，无法居住。他们便向国网镇江城
区供电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镇江城区供电
服务中心“三每”党员服务队第二天就
来到老人所在小区进行实地勘察，由于
老人所在小区年代久远，车库老旧，为
防止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认真检查了集
中表箱和线路走向。在了解老人的生
活习惯，用电需求后，工作人员现场制
定了合适的布线装表方案。经过 1个

多小时的辛苦作业，老人的车库通上了
电，还装上了插座和灯具，整个车库瞬
间亮堂起来，当天就完成了车库“亮灯
工程”。

车库亮起来了！老两口十分激动，
握着工作人员的手不停道谢：“太辛苦
你们了，帮我们通上了电还装好了灯，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老人的“大难题”在“三每”党员服
务队看来，却是一件“平凡小事”。2011
年成立以来，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

何为“三每”？每位党员都是履行
社会责任的先锋、每支队伍都是公司优
质服务的窗口、每一天都是为民服务
日。“三每”党员服务队牢固树立“三每”
理念，将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实际行动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车库亮了，老兵的心暖了

“三每”党员服务队解决退伍军人用电难题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郭轶聪

日前，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九华山
庄社区“清曲社”小剧场开展了一场引
人入胜的戏剧专场演出。《沙家浜》《玉
蜻蜓》《珍珠塔》《宝莲灯》等一段段耳熟
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前来观戏
的社区居民们陶醉其中，不时报以热烈
的掌声与喝彩。戏迷牛磊女士说：“今
天小剧场演出的锡剧让大家过足了戏
瘾，感谢小剧场让我们能在家门口看上
戏。希望小剧场越办越红火！”

这是镇江小剧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市文广旅局联合相关单位在

全省率先制定出台了《镇江市小剧场实
施意见》《镇江市小剧场建设市级财政以
奖代补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
小剧场建设目标任务、主要举措及资金
保障等内容。按照小剧场不同功能定
位，区分“社会小剧场”和“社区小剧场”
两种模式，在市区范围内遴选10个小剧
场进行先行先试，统一标识标牌和运营服
务流程，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全市小剧场建
设。推动精品剧目打造，统筹协调市艺术
剧院、社会文艺团队等单位剧（节）目资
源，每季度遴选整合12台优秀舞台剧（节）
目，确保每个剧场剧（节）目常演常新。建
立全市小剧场资源对接平台，为地方丹
剧团、扬剧团、锡剧团等各类社会文艺团
队和小剧场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推动资
源精准供给。定期通过江苏公共文化
云、今日镇江、镇江文旅、各小剧场微信
公众号、社区网格群等平台发布演出信
息的方式邀请市民游客前来小剧场观看
演出。截至目前全市已经举办小剧场活
动 190场，惠及线上线下群众 90万人
次。9月8日晚，2023年江苏省小剧场演
出季启动仪式在西津渡鉴园广场举行。

小剧场：打造惠及百姓的新兴文化传播空间

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镇江健儿勇夺3金2银2铜

本报讯（笪伟 杭菲菲 继业）日
前，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赛
场捷报频传，镇江健儿分别在十公里
竞走、毽球和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中夺
得3枚金牌。

11月 5日上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十公里
竞走比赛中，丹阳市云阳学校（体校）输
送至省队的杨惜珍代表江苏队获得女
子十公里竞走冠军。另外，该校输送的
竞走运动员张顺顺和吴丹获得男子十
公里竞走团体季军，张顺顺在本次比赛
中达国家一级运动员。

11月 10日，代表江苏队首次参赛
的丹阳市珥陵初中 4名毽球小将，不畏
强手，再创辉煌：八年级的李贵静获女
子组个人项目一分钟盘踢金牌，八年级
的汤东斌获男子组个人项目一分钟盘
踢银牌，杨雄梅和朱璨分别获得女子、
男子毽球规定动作第四名好成绩，他们
齐心协力一举夺得中学组四人混合接
力赛银牌。

11月 10日，在学青会乒乓球项目
（校园组）团体赛上，由我市八叉巷小学
输送的镇江籍女运动员杨霁雯获得了
大学组女团冠军，另一位输送队员张涵
获得了中学组男团季军。

11月12日，工人们在北固湾路沿途给行道树涂白，为行道树穿上杀菌、杀虫、保温的“冬衣”，让树木
安全过冬。 王呈 摄影报道

行道树穿“冬衣”

本报讯（单杉 姜锁平）11月9日上
午，丹阳市吕城镇河北村站前路街景改
造整治项目开工。吕城镇河北村是市
国资委挂钩的乡村振兴结对帮扶重点
工作对象，市国资委提出对站前路沿街
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改善村庄宜
居环境水平，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开工仪式后，项目将启动一期池
塘及庙河入口周边区域改造整治工
程。通过修建休闲广场、增加健身和
亭廊设施、驳岸景观化改造、沿河沿街
建筑立面出新及道路改造、庙河步道
贯通等，优化村庄环境，同时为村民提
供更多休憩、健身、交流的空间，进一

步提升村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工程的顺利启动标志着市国资委与

河北村结对共建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近年来，市国资
委党委积极开展挂钩帮扶河北村的各项
工作，委派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产
业引领方面、扶贫助农、帮扶慰问、乡村建
设等方面助力河北村美丽乡村建设。

市国资委相关领导表示，市国资委
将持续助力河北村的乡村振兴发展，也希
望河北村能探索出符合本村乡村振兴的
新模式，走出一条全村共同富裕的好路
子，努力谱写河北村乡村振兴和强村富民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用心帮 焕新颜

河北村站前路迎来街景改造

本报讯（徐汶琳 张翼）11月10日，
镇江开放大学首届中老年文化艺术节
启动仪式在凤凰和润广场举行。本次
活动包含“歌舞走秀”“国之大美”“寻
迹镇江”3个板块，涵盖书画、摄影、戏
曲、太极、歌舞等多方面内容。

据了解，目前我市60岁以上老人占
比23.56%，近6.5万人，这个数据每年递
增，为充分发挥镇江开放大学开放教
育、社会教育的使命和职责，学校在今

年筹建成立银潮老年艺术学院二级学
院，开展老年教育、扩大老年服务供给。

镇江开放大学校长、镇江高专副校长
冷耀明告诉记者，本届艺术节旨在为全镇
江中老年朋友搭建风采展示、作品交流的
舞台，展示活力老人风采和社区教育成
果，也成为中老年文艺爱好者一年一度走
上舞台、秀出风采、其乐融融的节日，将力
争把本届艺术节办成富有中老年特色的
银龄教育主题文化活动。

镇江开放大学首届中老年文化艺术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