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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张建平
本报记者 栾继业

“这台先进的大型拖拉机刚到
家，马上就能派上大用场！”近日，在
丹阳丹北镇济德村的大江果园家庭
农场，农场主牟士江和儿子牟文港正
在调试这台新农机，下乡助农的老专
家周铭成一行也来帮忙。在丹北镇，
周铭成与牟氏父子“师徒”结对的故
事已被人们津津乐道。

今年 68岁的周铭成是丹阳市银
发人才服务中心专家组成员、栽培专
家。自 2017年 11月退休以来，他心
系农技推广、情牵农民致富，在“三
农”一线继续发光发热。

“近五年来，我在粮食生产中遇
到技术难题，总是第一时间向周老师
请教，按照他提出的优质食味稻米产
业化开发意见，走优质绿色生态之
路。”牟士江透露，在长时间的接触过
程中，双方形成了亲密的“师徒”关

系。去年 9 月，镇江市银发工作站
“周铭成乡村振兴团队”在大江农场
挂牌，周铭成提供指导更方便了。

“无论是小麦水稻品种推广、病
虫草害防治，还是果园精细管理、家
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周
老师带领的乡村振兴服务团队今年
开春以来就来义务指导了四五次。”
牟文港说，农场的小麦由原来平均亩
产 300 公斤左右增加到 500 公斤左
右，水稻亩均产量达到 650公斤，果
园的 5亩大棚草莓采用绿色标准化
种植，卖到了每500克40元。

记者了解到，在丹阳市老科协的
支持下，老专家吴金书、马国强、吴俊、
陈才兴等加入队伍，目前已与丹阳10
个示范家庭农场开展科技挂钩。

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大江农场不
仅选择种植优质水稻新品种，还成立
稻鸭共作专业合作社，致力打造中高
端稻米品牌。农场的“丹旺”大米市
场销量不断提升，在第二届“镇江好

大米”评比和第二届丹阳优质稻米评
比中分别收获优质产品奖和银奖。

“师徒”结对、科技助农，不仅让
牟土江这个外来种粮大户变身为扎
根田野、潜心发展粮食产业的农场
主，还让他 28岁的儿子牟文港由“新
农人”渐渐成长为“兴农人”。

“在专家团队的推介下，我作为
丹北镇的新农人代表，参加了江苏
省第二届乡村振兴带头人‘头雁’项
目培训，提升了综合素养。如今农
场的全程机械化这方面由我负责，
我还成立了飞防团队，这几年为本
地及周边地区提供农田机耕和植保
飞防的服务，每年服务面积近 4 万
亩。”牟文港说。

“有银发专家乡村振兴服务团队
的支撑，我们将不断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持续致力品牌打造和做优精深
加工文章，拉长粮食产业链，带动周
边农户共同增收致富……”对于农场
的下一步发展，父子俩干劲十足。

银发专家科技助农，“师徒”共谱兴农佳话

市级机关男子三人
篮球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吴韵晗）为丰富机关
文化体育生活，昂扬机关干部职工精神
风貌，5月7日，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
体育局联合举办的市级机关男子三人
篮球赛正式开赛。

本次篮球赛赛程 3天，分为小组赛
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共有 36 支队伍、
200余名机关干部报名参赛。参赛选手
们表示，要把顽强拼搏、全力以赴的体
育精神发扬光大。

本报讯（沙明德 刘思远 朱美
娜）为调动一线职工钻研技术、立足
岗位成才的积极性，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下属单位新港供水有限公司近日
组织了一次持续 25个夜晚的管网测
漏技能竞赛。选手们在实际工作中
比拼技能，发现了37处漏水点。

供水管网深埋地下、错综复杂，
要想找到漏水点，测漏人员需要全
神贯注地“听诊”。夜晚噪音影响
小 ，是 他 们 寻 找 漏 水 点 的 最 好 时
机 。 竞 赛 开 始 前 ，新 港 供 水 通 过
DMA 分区管理系统筛选出 9 个夜间
流量较高、存在暗漏情况的大型社

区及 4 条市区主干道路管作为竞赛
区域。16 名参赛选手自由组合成 5
个小组，在各自选定的规定区域内
开展测漏工作。

比赛期间，选手们每天晚上深入
各自负责的小区和街道，手持专业听
漏仪、听音杆等设备，一段段排查管
线，认真“捕捉”漏水声，并对沿线供
水阀门井、井盖进行巡检。参赛选手
展示了娴熟的检漏操作技能。

最终，孔繁胜、陈萌涛、汪海俊、
唐逸组成的小组斩获第一名。值得
一提的是，“00后”唐逸去年才走上管
道工岗位。在比赛过程中，陈萌涛、

孔繁胜等前辈主动“传帮带”，将多年
工作的经验和过硬技能倾囊相授，帮
助年轻职工迅速成长。

一场竞赛成果颇丰：5个小组共计
查出 37处漏水点。维修人员同步跟
进，对漏点及时维修，消除供水安全隐
患、降低管网漏损率。

新港供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竞赛为测漏人员提供了一个
展示交流的平台，有效提升了职工测
漏技术，浓厚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竞赛更实现了降低漏损率、提高
供水安全的目标，更好地保障市民安
心用水。

16名选手连续25夜马路“听诊”

一场技能比拼查出37处漏水点

本报讯（蒋须俊 赵玉兰 栾继
业）摆放在地的数十个硬地秧盘
内，水稻种子已经出苗，长势和密
度良好；连片的秧田中，喷淋系统
能根据秧田干湿度自动启动……5
月7日，在丹阳市水稻绿色高质高
效丰产技术观摩与培训会现场，种
粮大户们感慨不已：“育秧年年搞，
把‘老动作’进一步做优、做实、做
细，确实是推进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丰产的关键。”

此次育秧观摩活动在珥陵镇
中仙村黎明家庭农场举办。参与
观摩的种粮大户代表及农服中心
栽培员共计150多人。

“我们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
将达1600亩，为做好育秧准备，我
们从合理选择秧池、备足秧盘和营
养土、精做秧板入手，前期预留秧

田采用激光平田机平整，再开沟压
实，实现规模连片育秧。”农场主唐
黎明介绍。

“硬地硬盘喷管育秧，既节水又
易管理，能够培育适龄壮秧。这几
年有了育秧流水线，硬盘的填土、浇
水、播种、盖籽等工序一气呵成，高
效又省力。我们农场的400多亩水
稻也全部使用这项技术。”一旁的珥
陵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钱召荣乐呵呵
地与几位同行交流起高质高效育秧
经验。去年，由于他家农场的水稻
秧苗质量好，自家种植剩余的秧苗
被周边农户争购一空。访仙镇种粮
大户王革命说，以前搞过直播稻、软
盘育秧，实践下来都没有硬地硬盘
喷灌育秧质量好。

“秧好半熟稻，苗壮产量高，培
育适龄壮秧是水稻高产稳产的基

础。”丹阳市粮作站相关负责人提
醒种粮大户，前段时间雨水偏多机
械难以下田，今年育秧准备工作相
对滞后，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做好
育秧准备，特别是要及早做好秧
板，防止后期雨水偏多，秧板沉实
不到位影响育秧。

今年，丹阳市在优化水稻种植
品种布局的同时，继续大力控减直
播稻，推进绿色高质高效丰产片建
设。同时，推进集中育供秧，推广
药剂拌种、基质代替营养土、机械
流水线播种等高效省工节本育秧
技术，提高秧苗素质和育秧效率。

当天的培训会上，扬州大学农
学院教授霍中洋还应邀作了题为

《水稻大面积单产绿色高效提升技
术》的讲座，重点介绍单产提升十
项措施。

集中推介育秧技术，助力水稻单产提升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本报讯（周迎 马志远）当前正值春耕
关键时节，也是农资供应关键时期，为确保
粮食安全生产、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日前，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在丹
徒区上党镇开展“2024年镇江市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和农技人员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农资法律法规、赠
送农资产品等方式，向农民普及农资识假
辨假知识，指导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
理使用农资产品，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识假
能力。活动吸引了100余人参与，现场发放
农资识假辨假及科学使用明白纸、《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解
读、《农药管理条例》、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宣
传资料500余份，发放放心农资40余公斤。

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持续强化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
打击违法经营行为，让广大农民能够买得
放心、用得安心。

本报记者 曹源

“文学可以帮助人们提前演练人
生。”“从文学中获得经验与力量，去对
抗压力与考验。”5月 7日 14:30，由市全
民阅读活动办公室、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联合推出的“文心直播”中，嘉宾金句不
断、线上互动热烈。本次直播的内容是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爸妈》分享推荐。

据了解，这本书关注当下老年人的真
实生活，讨论家庭伦理、老人再婚、父母赡
养等热点社会话题，由 7位作者集体创
作。全书9个故事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揭
示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对亲子关系的影
响，有的讲述子女们耗尽心力照顾患病老
人的故事，有的展现了海外游子对家中老
人的深切思念与愧疚……这些故事看似
平凡，却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每一位
读者都能在书中的“爸妈”身上或多或少
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

直播活动邀请《我们的爸妈》的两
位编者，与读者畅谈从写作到出版背后
的故事。“这本书 2019年酝酿策划，2020
年至 2021年采写，多次研讨、几经修改，
得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全力支持，
2022 年获得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项目
扶持。”编者尤恒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会
员，曾任市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
主席。他的中篇小说《青春期》获镇江
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长篇纪实文学

《生命养护所》获镇江市第十届文学艺
术奖。

“《我们的爸妈》写的是 80岁以上老
年人，他们身体衰弱，有的几乎被遗忘。
但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有灵魂的、有过丰
富人生的人，老年人精神上有着刻骨的
孤独，这样的‘两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
有深深的体会。”本书策划及编著者陆渭
南曾是《京江晚报》副刊部主任，她告诉
记者，这本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9个家
庭的老人的经历，总有一日每个人都会
经受。再过 20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
状态？这让很多人十分担忧。老一辈的

人养老观念固化，只有到了毫无办法的地步才会进养老院，居家养老是老年人的
理想。陪与护是一副重担的两边。70岁以上特别是80岁、90岁的老年人，他们真
实的生存状态如何？希望我们的笔触能深入他们的生活及内心。”

尤恒还解读了该书的架构和内容。他说：“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当你
老了，何以为家》（代序），二是‘已经变老的爸妈们’（正文）。后者是本书的核心部
分。由9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从一个家庭、一个老人身上，反映时代背景下的
百姓生活变化，养老模式与观念的改变。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呼吁社会养老保
障体系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国家、社会、家庭形成合力。”

陆渭南与直播间网友交流了非虚构创作的切身体会。她说：“纪实，首先是再现现
实，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深度挖掘、合理剪裁、细致描述，以情叙事。”谈及作家创作之初
选题的重要性、文章所承载的养老话题的严肃性和典型性，陆渭南表示，尽管本书的作
者都有多年写作经验，但在创作过程中，大家更加体会到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更加体会
到作家扎根基层，深入再深入、接近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的必要性与深刻意义。

“收获良多”“爸妈健康幸福”“仿佛看到了我爸妈”……近1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里，许多读者点赞、留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直播是“文心直播”的首秀，接下来

“文心直播”将继续关注好书，把更多好作品分享给广大读者。

江大附院门诊党总支第二党支部
获国家级样板支部荣誉

本报讯（钱小蔷 孙卉 杨泠）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第四批全国党建
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
育创建单位名单，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
诊党总支第二党支部入选第四批“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实
现了该院国家级样板支部“零”的突破。

近年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党委注
重加强医院党的建设，强化党建引领，
持续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促
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门诊党总支
第二党支部结合急诊中心工作特点，积
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以“七个有力”
为抓手，构建“党建+N”双融互促工作体
系，推出“党建+健康服务”“党建+社会
科普”“党建+学科建设”“党建+专科医
联体”等模式，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的基层党建标志性成果和精品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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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镇江高新区蒋乔
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开展“健步
南山 乐享生活”活动，组织辖
区近百名退休人员走进南山，
宣传绿色低碳生活，促进情感
交流，丰富老年生活。
乔炜 殷文平 文雯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曹源）日前，《心归故
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在镇江首发，引
发广大读者关注。由市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镇江报业传媒集团联
合推出的“文心直播”第二场于5月8日
10：00 开播，邀请专家学者与读者线上
共话赛珍珠与《心归故里》。

赛珍珠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美
国旅华作家，她因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 1932 年获得普利策小
说奖，又在 193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在她 81年的生命中，近一半时间
在中国生活，其中有 18年左右在镇江
居住和工作，因此她称镇江为她的“中
国故乡”。

《心归故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包
含 9篇故事，它们发表于 20世纪 30年
代前后，与作者代表作“大地三部曲”的
出版时间基本相同，是赛珍珠艺术创作
巅峰时期的作品。在书中，赛珍珠以其
独特的文学才华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展
现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国。

本次直播邀请市赛珍珠研究会会
长，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卢章平和镇江高专副教授、市
赛珍珠研究会成员陈薇做客直播间，与
网 友 畅 谈 沟 通 东 西 方 文 明 的“ 人
桥”——赛珍珠。

上午 10 点，“最镇江”视频号、“今
日镇江”客户端，不见不散！

今天10:00，相约“最镇江”“今日镇江”

“文心直播”邀您共话《心归故里》

乡村振兴、农业发展，离不开科
技的大力支持。老专家们在退休后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为农服务，既成
为种粮大户们的科技后盾，也谱写
出科技助农的一段段银发佳话。

当前，三农工作急需各类人才
共同襄助、形成合力。银发专家们
退而不休、精准把脉、排忧解难的榜
样力量必将吸引更多土专家、田秀
才、新农人等力量投入农业新技术
推广、研发、培训等工作。

大江农场里的结对故事还在续
写，相信我市广袤金色田野上必会
涌现出更多更美的科技兴粮、科技
兴农银发风景线！

期待更多科技兴农的
“银发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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