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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王传友

“我们提前开好了排水缺口，确
保田里没事。”“树上成熟的果子我们
抢收了不少，减少损失。”据气象部门
预测，一直到 7月 2日，我市将出现强
对流天气，平均降雨量 150毫升-200
毫米，部分地区可达 250毫米，其间可
能伴有 30-60 毫米/小时的短时强降
水、7-9级的雷暴大风。6月 29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虽然受持
续降雨影响，但我市农业生产并未受
到较大影响，全市农业生产依旧呈平
稳有序态势。

种植业生产稳字当头

6月 29日上午，在丹阳市陵口镇，
种粮大户陈国法看着屋外的大雨心情
平静，由于提前开好田间平水缺，所以
他的1700亩秧田并未受到影响。“我提
前看了天气预报，得知这两天要下大
雨，所以在6月28日午后安排了5名工
人，将 1700亩秧田的平水缺都检查了
一遍，确保所有田块排水畅通。”

雨水来袭，抢收果品是减损的重
要一环。在句容市华阳街道福星家庭
农场，负责人任玉宝在 6月 28日上午
开始组织人员突击采收，当天累计采

收已成熟鲜桃1000公斤。“平时我们家
基本上是以销定产，每天的采摘量在
150-200 公斤，我们也是及时关注天
气，抢收成熟果子，这才避免了损失。”
任玉宝告诉记者，不少熟客知道了他
抢摘了口感十足的鲜果，纷纷下订单，
仅 6月 28日至 29日两天，订单量就突
破800公斤，鲜桃销售势头火热。

为积极应对雨水影响，市农业农
村部门提醒种植业农户，大风大雨来
临前，要及时采收成熟水果、蔬菜，及
时加固生产设施大棚，有条件的基地
可采取揭膜等形式减少大风带来的不
利影响。同时，及时清理内外沟系，关
注蔬菜基地周边水位情况，想方设法
排除积水，防止基地被水淹；大雨过
后，及时检查蔬菜生产情况，适时做好
病虫防治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生产设
施内湿度，防止病虫害加重发生；受水
淹蔬菜基地要及时进行清除枯死植
株，等墒情好转时，及时换茬补种。此
外，水稻田块要及时疏通内外三沟，打
好平水缺；玉米、大豆等旱作地块要及
时清理沟系，快速排除田间积水，防止
渍害发生；大雨过后，及时检查田间水
稻、玉米、大豆等生产情况，根据受损
情况，可采取快速补苗等形式减少受
灾程度；对玉米、大豆受水淹且死苗较
多地块，在无法补苗的情况下，待墒

情、天气好转时，视情采取翻耕补种的
形式组织灾后自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受灾地块，广
大农户要及时对接农保部门，组织登
记和现场勘察等基础性工作。

畜牧水产安全为先

田里种的需要“细管”，水里养的
更要“厚爱”。在丹阳市吕城镇，水产
养殖户赵夕荣这两天没怎么合眼，一
直在忙着给养殖塘口排水。“从 6 月
28 日晚开始，我这里就雇了 3 个工
人，加上我一起 4个人，每人负责 1台
抽水机，轮流给 30多个塘口抽水，确
保养殖池的水位保持在安全线以
下。”赵夕荣说，根据天气预报来看，
这样的连续抽水还要持续 2天左右。
同时，他还要及时为因雨水导致积水
过多的塘口进行消毒，确保水体质量
和养殖水产品的安全。

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指导站相
关负责人表示，大雨来袭，农户要提前
对养殖场进行全面安全检查，采取疏
通排洪沟、加固和提高防逃设施、加固
渔业生产用房等相关措施。同时，关
注天气和水位变化，必要时采取加高
堤坝、设置围网等措施，防止因洪水漫
堤造成损失。此外，大棚养殖要做好

配套设施、棚架等加固；养殖场（户）可
以适当储备一定量的饲料、消毒药品
及抽水机等应急物资，积极做好应对
不良天气准备。

除了水产养殖外，畜牧养殖同样
需要注意。市畜牧兽医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要加强隐患排查，加固畜禽圈
舍。及时清理畜禽养殖场内杂物，疏
通场内外排水沟渠，保障雨水及时畅
通排出。同时，加强粪污、沼液等贮存
设施管理，防止漫溢外流污染周边环
境；加强饲料管理，避免受潮霉变。“农
户还要开展水电检修，配备好排水设
备，做好必要的物资保障和停电应急
预案，防止断水、断电、断料造成重大
损失。同时，技术人员要指导做好消
毒灭源工作，加强圈舍及环境的清洁
消毒，严格生物安全措施，预防动物疫
病发生。”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积极应对雨水影响，市农业农村部
门通过公众号，农信通等多种途径发
布预警信息，分行业提出防范要求。
同时，启动应急值班值守制度，种植
业、畜牧业、水产业等部门负责人24小
时保持手机畅通，遇有受灾情况，第一
时间会商处置。此外，启动市、县、镇、
村四级应急调度机制，随时掌握面上
受影响情况。

雨水来袭，我市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过雨荷花满湖香 雨中赏荷兴致浓
6月29日，黄梅雨密，正值金山湖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雨中赏荷，别有情趣，不亦乐乎。

李斌 孙光友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朱晶晶 杨佩佩

你体验过在 30℃＋的天气里吃
鸭血粉丝汤吗？当鲜嫩的鸭血、筋道
的粉丝、香浓的鸭汤滑入口中，仿佛
一场酣畅淋漓的味蕾运动，越流汗越
美味。镇江有很多“宝藏”鸭血粉丝
汤店都藏在巷子里，本期带你一起去
找一找。

麻老太鸭血馆
宋官营21-1号（近镇江八佰伴后街）

“老板，给我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多
放一些回卤干哦！”午饭时分，麻老太鸭
血馆的店主戴女士忙得热火朝天。“我
们店在大市口已经开了17年了。”戴女
士回忆，1992年，她的母亲在永安路小
观音楼巷摆了一个鸭血粉丝汤小摊子，
受到街坊的欢迎。

随着市中心的迁移，17年前，戴女
士跟随母亲将店开到了繁华的大市
口，回头客依然络绎不绝，“很多光顾
了十几年的老食客都和我成了好朋
友。”热情健谈的戴女士收获了不少

“老朋友”。
麻老太鸭血馆好吃的秘籍在于

汤，戴女士说，她家的汤底用回卤干
和豆芽慢熬，汤浓而不腻，再选用新
鲜的鸭血、鸭肠、鸭肝等食材，每一口
都能品尝到鸭血的滑嫩、鸭肠的爽滑
和鸭肝的绵软。“吃鸭血粉丝汤，一定
要来一勺我家的秘制辣椒酱。”一小
勺喷香的辣椒酱，再配上粉丝的Q弹
口感，这碗升级加辣版的鸭血粉丝汤
让人回味无穷。

老大华鸭血粉丝汤
大西路363号

每到午饭和晚饭的饭点，老大华电
影院附近的美食摊位就会烟雾缭绕，满
满的人间烟火气。老大华鸭血粉丝汤
就在“美食圈”的入口处，店主王先生住
在大华的巷子后面，“我们家店开了30
多年，位置一直都没有变过。”在老大华
鸭血粉丝汤一旁，经常能听见外地口音
的食客，“没错，很多外地游客都会到我
家来打卡。”

王先生说，除了香浓的汤底，鸭
血粉丝汤里面的鸭血、鸭肠、鸭肝等

“浇头”也非常重要，“每天一大早，
我母亲就会起床亲手做卤鸭肠、鸭
肝，确保食材的新鲜。”当王先生端
着满满一大碗料的鸭血粉丝汤递过
来时，一凑近就能闻到浓郁的鸭香，
浓油赤酱的鸭油布满碗面的二分之
一，这碗鸭血粉丝汤可以说是相当
讲究了。

口福鸭血粉丝汤
润州区苗家巷13号109室

如果夜里想吃一碗鸭血粉丝怎么

办？那必须来这家吃！每天营业到深
夜12点，什么时候没客了，什么时候才
打烊，有时一不小心还会熬到夜里1点
多。这个小店就是小有名气的口福鸭
血粉丝汤店。

鸭肝细腻、鸭胗清脆有嚼劲，回卤
干吸满了汤汁，每吃一口回卤干，就像
喝了口老鸭汤。“老板，一碗鸭血粉丝！”
食客的话音刚落，只见老板捞起一勺鸭
血和油果子扣在粉丝上。再“点兵”般，
逐个将锅边的熟鸭肠、鸭肝、香菜、火腿
肠一一拈起，撒在粉丝上。一碗色香味
美的鸭血粉丝汤，成了！

说到自家的鸭血粉丝汤为什么能
吸引顾客，老板说，各家是各家的口味，
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不过，他家的鸭血
粉丝汤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汤
头。由于家里姊妹是做卤菜生意，所以
每天会为他提供新鲜的鸭卤。老板说：

“有的人家买不到卤，就会用鸭架子来
熬汤，那样的汤头容易有鸭骚味，而且
要放调味料。我家用的是煮过几十只
鸭子的鸭卤，为了调香，我还会放一些
更难得的老鹅卤，一锅汤，不用任何调
味料就能香喷喷。”

柏氏鸭血粉丝汤
大西路与宝塔路交叉口西150米

从大西路拐进大杨家巷，巷子入口
第一户，便是柏氏鸭血粉丝店。在诸多
浓油赤酱的鸭血粉丝汤底汤中，这家店
清汤鸭血粉丝汤算是一股清流了，在清
汤的映衬下，更能品味到鸭血的鲜嫩、
鸭肝的入味。

老板杨女士告诉记者，清汤鸭血粉
丝是老镇江的特色。“最早我是在迎江
桥上卖卤菜的，鸭血粉丝用的鸭肝、鸭
肫都要卤味的，正好家里也有门面，我
干脆就开了鸭血粉丝汤店了，这一开就
是30多年了。”

不同于许多店里口味浓郁的白汤，
柏氏的“清汤”也俘虏了众多老饕，不仅
得到了众多本地客户的偏爱，还在许多
社交平台上被食客们“送上”镇江旅游
必吃榜。食客们这样说。“食材非常新
鲜，吃起来特别舒服、好吃。”“干净，里
面的东西也蛮多，味道也还好。”“鸭血
什么的都比较嫩，我很喜欢。”

老店红火的秘诀是什么？“食材
新鲜，汤汁清爽是很有讲究的。”杨
女士说，自己虽然岁数大了，店里大
部分事情都交给了儿媳做，但是每
天菜场采购食材这件事还是亲自抓
的。她认为，用心做好食物，是做餐
饮的第一要义。食客的幸福在味蕾
和肚子里，而她的幸福，在食客们的
反馈里。

一碗简单的鸭血粉丝汤，有着回忆
的情怀、有着手艺的传承、有着理想的
坚持……藏着无数“宝藏”。心动了
吗？现在就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吧！

一碗鸭血粉丝汤里的“宝藏”

本报讯（袁婕 记者 朱浩）今年暑
期旅客运输期限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共计62天。6月27日，记者从铁路
部门获悉，暑假期间，镇江站预计发送
旅客 226万人次，同比增幅 3.1%；日均
发送旅客预计超过 3.6万人次；8月下
旬将迎来暑运最高峰，预计周末日均发
送旅客超4万人次。

暑期期间，客流主要以常规通勤、
探亲、公商务客流为基础，以暑期研学

游、家庭亲子游、观演观赛客流为核心
增长点，学生、儿童出行占比较高。为
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镇江站增开普
速临客 6趟，主要集中在东北牡丹江、
长春方向以及上海、昆山方向。具体开
行日期、停靠站等信息以12306网站和
车站公告为准。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提早规划
暑期出行，合理安排行程，尽量提前办
理购票手续，预留足够时间进站安检。

镇江站暑期增开普速临客6趟

本报讯（记者 朱美娜）进入夏
季，城市用水量与日俱增。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多措并举，全方位守护
好城市供水“生命线”。

据悉，6月下旬以来，我市最高
日供水量已经达到了 43.5 万立方
米，较往期同年有所增加，并且后续
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为了有效应
对高温天气对水供应系统的冲击，
市自来水公司组织召开了部门协
调，供水调度等多项会议。

“未雨绸缪，我们对所有的设施
设备进行了检修。”制水分公司副经

理王军介绍，在人员值班值守、调度
营运，还有物资储备上面，做足了充
分的准备工作，并提前对所有的设
施设备进行了维护和保养排除安全
隐患，确保所有的在用设备和备用
设备均保持良好的状态。

王军表示，今年的用水峰值预
计出现在8至9月份，日供水量可能
会达到48万立方米，他们也加大了
对长江水源及水厂出厂水的监测，
保证我市在夏季高温期间，水压足，
水量稳，水质优。

“目前镇江市的供水，主要有金

西、金山、大港3个地面水厂，日供水
量最高可以达到70万立方米，完全
满足我们现在日常的供水需求，另
外就是3座水厂的深度处理已经全
覆盖，我们的水质是优于国家和省
内同行业的标准。”王军说。

值得一提的是，市自来水有限
公司抢修队伍24小时全天候待命，
一旦发生管道破损或供水设施损
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抢修。

此外，供水服务热线 968899也
是24小时畅通在线，随时解决用户
反映的各类用水问题。

镇江供水多措并举
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本报讯（陈逸民 记者 朱浩）6
月28日，我市发布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交通运输部门“汛”速行动，积极
部署各项应对措施，打好防汛工作主
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执法全力筑牢港航“安全
线”，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沟通协
调，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醒航
运公司和船舶落实安全措施。为应
对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提前调控
谏壁船闸下游安全水位，密切关注
水位变化、船舶流量情况，跟踪研判
大风、暴雨发展趋势，采取相应安全
防范措施。加强危化品船、小型重
载船、船队等重点船舶安全监管，督
促港口码头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确保紧

急情况下随时出动海巡艇，最大程
度降低事故损失。

谏壁船闸积极下好防汛“先手
棋”，工作人员加强引航道区域巡查，
时刻关注高水位状态下通航环境状
态，船舶过闸期间，全程跟踪管理，全
面检查船闸设备设施技术状况，检测
电缆、电机、配发电设施、避雷设施的
绝缘程度及接地情况，确保门机电设
备设施技术状况良好。同时，提前备
足防汛应急物资，加强应急值班值
守，确保发现险情能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截至目前，谏壁船闸设备设施运
转正常，已放行单船81艘、船队4拖，
通航状况安全稳定有序。

公路部门值班人员 24小时在
岗在位，加强恶劣天气期间公路安

全监管，养护巡查人员加强对易积
水堵车和急弯、陡坡、桥梁等重点路
段的巡查，切实做到发现险情，立即
组织应急处置。对于全市汛期易积
水路段，建设水位监测系统和可变
情报板发布系统，实时监测积水深
度，并通过可变情报板发布信息，提
醒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调
整出行路线。

目前，全市公路系统共储备应
急机械设备197台套、水泵38台套、
发电机 17台套、沙石料 2507吨、草
包 3850个、编织袋 7690个，组建应
急队伍10支。

市交通运输局将继续密切关注
天气情况，持续绷紧“防汛弦”，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
打好防汛主动仗

文学大咖调研
丹阳吕城文学馆

本报讯（姜锁平 记者 佘记其）6
月 28日，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
捷，《江苏作家》副主编朱军，北京磨铁
公司童书中心首席文学策划汪玥含，

《百花山》执行主编马淑琴，《昌平文
艺》主编高若虹受邀到丹阳吕城文学
馆考察调研。

丁捷一行参观了“一个乡镇文学
馆的诞生”“苔花虽小·也学牡丹”“稻
米养人·文学养心”“满船风雨·满船繁
花”“亲切关怀·保驾护航”等展板，观
看了《芳草青青 吕城作协的那些事》
专题片。吕城镇作协主席、文学内刊

《吕城》主编庞云初介绍文学内刊《吕
城》创刊 8年来的办刊历程及吕城文学
馆的创建情况，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
好“一群人、一刊物、一场馆”的作用，
持续擦亮古镇文化名片，用文学的力
量助力乡村振兴。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交流会上，丁捷
表示，吕城文学馆为乡村文学事业发展
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其经验做法可向全
省乡镇推广。他透露，“江苏文学内刊
与区域文学发展”讨论会即将于吕城文
学馆举行。

记者了解到，《吕城》文学内刊和吕
城文学馆将继续发挥宣传窗口作用，紧
贴时代脉搏，关注“吕蒙文化”“大运河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关注社会进步和
发展成就，写好小城故事。

省级“公路医生”专家团队
来镇把脉问诊

本报讯（王静 徐秋晨 记者 朱浩）
近日，省级“公路医生”专家团队赴我市
实地调研，为农村公路提供“靶向治疗”。

专家团队现场查勘了省级挂牌路段
句容宁茅线两处交叉路口；来到交通安
全综合治理试点乡镇句容开发区，实地
查看了西南线，对沿线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的平交路口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周边
群众出行需求，结合实际，现场“开方”。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专家团队听取
了设计单位关于X302宁茅线隐患治理
方案，句容开发区（黄梅街道）、句容交警
部门从行业源头治理、交通秩序管理、交
通安全设施提升、交通安全宣讲等方面
进行了专题汇报。

与会专家对我市专项行动相关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指出要进一步发挥公路、
交警等部门协同治理能力，加强基层交
通安全宣传与教育，提升交通参与者的
安全意识；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路段安全
防护设施，提升公路通行安全水平；要进
一步加强科技设备在农村公路的运用，
全力防范化解农村公路安全风险。

据介绍，我市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公
路医生进乡村”专项整治行动各项工作，
在紧盯重点挂牌路段整改的同时，努力
把“安全诊治”的触角向事故多发、高发、
易发的路段延伸，把安全治理的范围由
路段向全市扩展，确保安全专项行动落
地见效，不断放大“公路医生进乡村”的
整体效应，为全面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公路
交通安全环境。

杨佩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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