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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旭 唐探 庆海）
连日来，句容华阳街道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作用，实施“四力”，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农村人居环境要提升，主体
是人民群众。句容市华阳街道
积极采用先学习后宣讲形式，利
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
动，组织党员群众学习人居环境
整治相关政策。截至目前，街道
组建党员宣传队 17 支，开展入
户走访 3.5万人次，发放倡议书
4万多份，充分调动辖区群众参
与建设美丽家园行动的积极性、
主动性。

据了解，街道把开展“美家美
户”创建工作作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重点，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载体，全面推行“主要领
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业务
部门分工负责，机关干部协同推
进”和“定村领导包村、村干部包
组、保洁员包段”的责任体系。

“我们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中的重难点，积极建立点位、人
员、任务包片责任清单，对每个村
庄分段、分片、分户包干到人，明
确责任。目前，已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大提升、大起底行动4次，有
力推动了‘美家美户’层层创建。”
街道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道。

巡查街边杂物，用扫帚清扫
地面，铲除墙上小广告，清理绿
化带内白色垃圾……近日，有一
群身着志愿者服装的党员们频
频出现在大街小巷，大家充分发
扬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协同作业，开展全方位、无死
角环境清整，并在清理过程中，
引导广大居民主动配合社区环
境清整工作，切实营造干净整洁
有序的生活环境。

为扎实推动“美家美户”创建
工作，党员主动下沉一线亮身份、
亮旗帜。设立党员示范岗 102
个、党员责任区21个，引导848名
在职党员加入党员志愿服务队，
积极参与公共区域环境整治。

今年以来，街道下甸村委会
积极探索人居环境积分创新模
式，推行“一户一卡”积分兑换机
制，善用“小积分”撬动“大转
变”，极大调动了村民卫生垃圾
清理的积极性，共同营造干净整
洁、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和美
乡村。

本报记者 曹源

“水有点儿烫，请小心饮
用！”“外面雨越下越大了，这把
伞您带着……”12月 15日，一场
寒潮突然席卷镇江。冷冷的冬
雨中，西津渡景区的红色驿站却
温暖如春。这座“红色驿站”也
被称作“爱心驿站”。自 2014年
起，西津渡景区“红色驿站”全年
不打烊，全年无休地为市民、游
客提供贴心服务。

家住解放桥附近的尹建和
是“红色驿站”的一名志愿者。
上午 9时，她和另一位志愿者吴

永楠一起来到驿站，在驿站开门
前将开水准备充足。“我从前是
这一片的‘原住民’，也是最早一
批加入‘红色驿站’的志愿者。
现在虽然住得远了些，但是每周
一次到驿站服务，我肯定不会缺
席。”尹建和笑着说，当志愿者帮
助别人，自己心里也特别快乐。

“我们这里提供免费茶水、文明
引导、急救药品、法律咨询等志
愿服务以及针线包、老花镜、雨
伞、拐杖等物品，全年无休。”

“我们这里的故事多着呢，
一时半会可说不完。”吴永楠说
起日常服务中遇到的故事，瞬间
打开了“话匣子”。“每逢节假日，
游客数量就格外多。大家累了、
渴了都会进来歇歇脚。”说起自
己的这份事业，吴永楠满脸骄
傲。“你看那片墙，上面都是天南
海北的游客留言，贴满了一批又
一批。来过的游客，都说我们驿
站好！”“红色驿站”的“常驻成
员”是 28 名本土志愿者。在西
津渡景区，志愿者们忙碌的身
影，宛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红色驿站’最早是叫
‘求助驿站’，当时还不是全天
开放的，仅在周末和节假日开
放。随着景区游客越来越多，
各种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大，就
变成了如今全年‘不打烊’的

‘红色驿站’了。”金山街道西
津古渡社区党委副书记华梦莹
告诉记者，特别是针对街区晚
间游客多、便民服务点不足这
一问题，“红色驿站”还整合党
建联盟单位、街区商户和党员
志愿者的力量，提供晚间延时
服务。“为了拓展党建在社会治
理创新中的引领作用，社区整
合多方资源，激发多元参与。
近年来，我们还吸收镇江市委
市级机关工委、镇江市红十字
会和润州区税务局等党建联盟
单位志愿者 50余名，下沉参与
驿站轮值、提供便民点维护、
充实义务调解员队伍等大大提
升了服务品质和内涵。”

“回家的感觉，谢谢你们
了！”“感谢西津渡，茶水暖人心，
赞！”“镇江城美人美心灵更美，
对游客热忱，像亲人一样！”……
一句句温暖的留言让人如沐春
风。西津古渡社区让“红色驿
站”成为服务市民游客的“温馨
家园”，也让文明底色浸润千年
古城。

西津渡景区“红色驿站”全年不打烊
28名本土志愿者成为“常驻成员”

本报通讯员 蒋须俊 萧也平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我们农场养殖的螃蟹经
捆扎、打包后，通过顺丰快递直
接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最远到
达新疆、内蒙古。”眼下，地产螃
蟹销售正旺，丹阳市访仙镇池
塘村竹东自然村德方家庭农场
负责人王德方说起今年的螃蟹
销售一脸喜悦。近几年来，通
过女儿王漪和女婿黄磊的触

“网”销售，农场的螃蟹网销风
生水起，预计今年网销量可占
到销售额的近40％。

今年72岁的王德方养蟹已
有十多年了。从村委会会计岗
位上退休后，他又下海选择了螃
蟹养殖项目，从开始聘请师傅指
导到后来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由
昔日的“门外汉”变成当地螃蟹
科学养殖的“土专家”，并被聘为
丹阳市渔业科技入户指导员。
如今在销售高峰期，他家日均要
销售100多公斤螃蟹。

“在螃蟹饵料的投喂上，我
们一直采用的是小麦、黄豆和
玉米混合制成的绿色生态饵
料，从不吃颗粒饲料。这些粮
食作物的原料每天要煮成一大
锅，然后再加上冰冻鱼一起搅
拌，一天投喂量达 70 多斤。”王
德方的妻子朱龙娣指着蟹塘边
房屋内的一座大土锅灶台告诉
记者，煮熟后的饵料口感好，螃
蟹爱吃，也有利于其健康生长。

此外，德方家庭农场还遵

循生态养殖与绿色防控理念。
王德方告诉记者，每年春季，他
都购买小螺蛳养在蟹塘里，每
亩水面要放养三四百公斤。为
此，40 亩蟹塘一年仅投放螺蛳
就要花费数万元。而采用“玉
米+小麦+黄豆+海冰鱼”这种
混搭的养殖模式，虽然亩均养
殖成本高出了 30％左右，但螃
蟹的品质得到了保证，赢得了
市场的青睐。

“你看，金爪、黄毛、青背、
白肚，这就是高品质螃蟹的基
本标准。”王德方认为，螃蟹品
质好 ，与水草也有着重要关
联。正所谓草好、水好、螃蟹才
好。轮叶黑藻、伊乐藻等是螃
蟹喜欢的水草，对于净化水质、
促进螃蟹生长季脱壳等带来了
显著作用。但水草喜高温，夏
季生长旺盛，螃蟹不耐高温，水
温高会导致底部变黑色、发生
腐烂。因此，要养好螃蟹需要
科学搭配种植好复合水草，并
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加强管护。

“今年是螃蟹养殖的大年，
风调雨顺、产量提升，蟹塘亩产
最高能达到300斤左右，但由于
供大于求，今年蟹价不如往年。”
不过王德方表示，农场靠着高品
质螃蟹还是能在市场取胜，每天
微信上订单不断，对于丹阳本地
消费者，他们送货上门；而在外
地网上下单的客商，每天下午由
顺丰的冷链车直接开到蟹塘边
运送，江浙沪的客户通常在第二
天就能收到鲜活的螃蟹。

本报讯（童敏 朱美娜）“社
区青春行动”是共青团推动青少
年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一项重
要举措，旨在活跃社区团的组织
和工作，增强共青团社会功能，
提升社会领域团的“三力一度两
保障”。12 月 16 日，记者了解
到，自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
以来，丹阳团市委积极探索“青
春社区”项目建设，采用“1+1+
N”模式，广泛开展“社区青春行
动”，进一步活跃社区团的组织
和工作，增强共青团社会功能，
提升社会领域团的“三力一度”。

据介绍，“1+1+N”即“一支
队伍”“一块阵地”和“N 个项
目”。首先，丹阳团市委建立一支
队伍，让社区青年有组织可寻。
建立健全社区青春行动共建委员
会。选优培强社区团干部；通过
个人意愿、上门走访、活动发掘等
形式，发现和培养一批热心参与
社区治理、责任意识强、专业能力
强的优秀青年人才。建立“社区
青年议事会”协商机构，面向社区
范围内招募成员，常态化通过微
信群内征集、上门走访调研等方

式，针对青年关注、社区需要、困
难群体急难愁盼等事项发表意见
建议与诉求，让青年时刻想起“有
问题找组织”。

其次，丹阳团市委打造一
块阵地，让社区青年有场所可
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现有场
地，搭建“功能性”社区“青年之
家”，配备议事室、读书角、健身
房等功能区域。打造“特色化”
青年活动品牌，面向社区内青
年开设瑜伽、烘焙等技能提升
课程，广泛开展联谊交友、读书
交流等活动，为社区内青年搭
建文化教育、就业创业、青年联
谊、志愿服务等平台。由此，搭
建好社区青年群体的友谊桥，
成为社区青年的“另一个家”。

实施 N 个项目，“青服务”
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针对社
区内各类青少年群体，丹阳团
市委推出“丹愿有你 青春向
阳”志愿服务小程序，重点针对
困境青少年，实施“益童成长”
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让更多青
少年主动关心、主动参与社区
治理，协助做好社区治理工作。

丹阳“社区青春行动”
“1+1+N”走出青年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生态养殖 触“网”销售
德方家庭农场地产螃蟹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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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气温骤降，
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
路中心社区网格长、专
职网格员对辖区高龄、
独居等特殊人群入户
走访，提醒注意防寒保
暖、用电安全等事项，
并发放印有网格服务
联系卡的冰箱贴，方便
居民。

文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