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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雅萍 常工委）为持续
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进一步广听
民意、凝聚民智，推动各地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以更优作风、更高效能、更
实举措助力常州“万亿之城再出发”，9
月1日至30日，常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对6个辖市（区）、常州经开区和77家市
级机关部门集中开展网上民意调查。

据了解，我市已连续15年开展作
风建设“网上民意调查”活动。本次活
动沿用“一网一微一端”的模式，市民
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活动：

1.登录“常州市人民政府网”“常
州组工网”“常州机关党建网”等 3 家
网站，点击链接参与评价；

2.手机扫描微信二维码参与评价；

3. 手机下载并注册“我的常州”
App，点击App首页“网上民调”轮播图
参与评价。或使用 App 的“扫一扫”功
能，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评价。

本次活动开设了“锻造新质生产
力 催生发展新动能”作风建设意见建
议征集专栏，广泛收集服务“532”发展
战略重点问题意见建议，让广大人民群
众的“金点子”转化为强化作风建设、提
升服务效能的“金钥匙”。活动还将坚
持“为谁服务、由谁评价”原则，以短信
形式点对点邀请3万余名在常办结政务
服务事项人员参加活动。

常州市委机关工委将对收集到的
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梳理汇总，推动相
关责任部门及时整改解决。

2024年度作风建设
“网上民意调查”活动启动

本报讯（杨成武 陈锐）记者从金
坛区获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
布2024年度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金坛两项省地方标准名列其中，分别
为：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主导
制定的《压缩空气储能用盐穴技术规
范》、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主导制定
的《江苏碾茶加工技术规程》。

金坛地下拥有丰富的盐矿资源，以
盐穴作为储库利用，实现储气、储能功
能，金坛已实践多年。2022年，金坛盐
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试验示范项目正
式投产，该项目是世界首座非补燃式压
缩空气储能电站，也是国内首次利用盐
穴资源的发电项目。该项目承担了为国
家先行探路、为行业建立标准的重任。

目前，示范和推广意义不断显现。
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22 年，江苏省茶
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金坛成立，鑫
品茶业为秘书长承担单位。近年来，公司
在茶叶生产的多项关键技术上，获得了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发明和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20余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抹茶》、行业标准《粉茶》、江苏省地方标
准《超微绿茶粉》《低咖啡因绿茶加工技
术规程》等标准十余项。

目前，金坛共申报立项省市级地方
标准26项，将在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地方
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标准化
对优势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坛主导制定两项
特色产业省级地方标准

（上接 1 版）立即开启田间农飞防作
业，2小时就能治理好这片地。

科技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让农
民种田变得轻松又高效。农户吴勤荣
告诉记者，他家有9.1公顷水稻田，从
插秧、治虫、除草到收割，所有的田间
管理都由农合联打理。“平时，我们只
要在田埂上看看，比起原来种田要省
心、轻松得多，且心里踏实。今年又将
是丰收的一年。”

记者了解到，“江苏第一方”的核
心面积为 85 公顷，从平整土地、选种
育秧，到田间秸秆深翻还田、北斗导航
无人驾驶栽培和“种子处理+科学用
药+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好多科学种
地的小窍门都被用到了“看不见的地
方”——如与示范田服务配套的溧阳
市南渡镇供销合作社与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华昌院士工作站成立
了实验室，为种粮大户免费提供田间
测土配方，根据检测结果定制专用配
方肥，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省工、
省钱、高效又环保。“就氮肥一项，原来
一亩稻田要用18千克—22千克，现在
只要 14.6 千克，而且施肥次数只要 2
次，是原来的一半。”

村里刚刚买的一台收割机，正在
安装北斗导航等装置。据介绍，用上
无人收割机，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收
割，一台机器一天可收割约 4 公顷水
稻，相当于100个人同时作业。

人才赋能，一批“新农人”来
到庆丰村

人是乡村振兴、培育农业新质生
产力的最关键因素。“江苏第一方”的

发展壮大，离不开一批创新创造的“新农
人”。

在庆丰村产学研基地，一群年轻人
正在煮饭，检测米的滋味及食味值。扬
州大学研究生葛语桐指着米饭说：“这是
庆丰的‘三好学生’大米做的，尝一尝，甜
中带糯。”她告诉记者，现在的水稻种植，
已不再一味追求产量，而是迈向了高品
质时代。

2019年，溧阳市政府和扬州大学签
订协议，在“江苏第一方”共同成立了扬
州大学中国工程院张洪程院士研究生团
队创新试验基地。至今已有32位硕士、
博士研究生来到庆丰村，实打实种田搞
科研。

记者从农合联与社员们签订的
“优良食味粳稻南粳 46 订单种植收购
合同”中“质量品质”一栏看到：质量必
须要达到国家绿色食品质量要求；水
稻品种纯度要达到 99%以上；水稻水
分小于等于 15%，大米干基蛋白质含
量小于 7.5，米饭食味仪检测食味值超
过 86 分……葛语桐解释，食味值是指
食品吃到嘴里的口感，影响米饭食味值
的因素有新鲜度、香气、外观、味道、黏
性、硬度等，食味值越高，口感就越好，
不仅健康、安全，还好吃。

记者看到，在“江苏第一方”示范田，
有几十个水稻新品种正在培育。王林松
说：“很多创新都源于科研院所的研究生
团队和博士生团队。他们把科技融入农
业生产中，与我们的良种、良法、良技相
配套，用行动做给农民看。只有看到了
成效，农民才会跟着你干，才能为他们带
来实实在在的时间效益和经济效益，实
现共同富裕。”

服务赋能，“农合联”提升整体
生产效率

前面提到的“农合联”，就是成立于
2022 年 8 月的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
合联，由常州、溧阳两级供销合作社指
导，溧阳市岁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
发起，联合稻米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和各类为
农服务组织共同组成，是具有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服务功能的联合性、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目前，有单位会员
32个，水稻种植面积达2134公顷。

该农合联理事长王林松介绍，农合
联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运行
模式，为社员提供优质稻种、标准化育
秧、农资统一配供、统防统治、农机作业、
烘干仓储、订单加工销售以及种植技术
培训等全产业链服务，并建立“党员带社
员、先富带后富、大户带小户”帮带机制
和“一业一联、一户一档、一户一带”管理
体系，增加结对社员的收入。吴勤荣告
诉记者，他在农合联打杂工，一年也能挣
七八万元，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王林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产业农
合联统一收购会员的稻谷，收购价比国
家规定的市场价高出20%—30%；统一
配送农资化肥，每亩可降成本50元；统
一收割、烘干稻谷，每亩可节省开支 30
元……几项累计，每亩可为农户增收
300—400元。

“农合联”的科学运作，将原本单打
独斗的农民拧成一股绳，提高了“江苏第
一方”的整体生产效率。据测算，今年

“江苏第一方”预计亩产可达750千克以
上，农户人均增收400元左右。

在“江苏第一方”看见农业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周茜

清澈见底的河水、波光粼粼的河
面、悠游自在的小鱼……其它城市刷
屏社交媒体的“果冻河”，曾经让住在
武进区南甸苑小区的居民卜瑞士十
分羡慕。不过最近几个月来，他注意
到，自家门口也有了“果冻河”“玻璃
海”。

流经小区的东桥浜是湖塘河的一
条支浜，全长约600米，西连湖塘河，
东至广电路断流，因为没有活水注入、
流动性较差，往年到了夏天就又浑又
臭。尤其是南甸苑靠近河边的 1、2、
3、5栋，居民在家都能闻到味儿。

为改变“闹心河”面貌，去年10月
起，武进启动东桥浜水质提升工程，总
投入约400万元，引入“接触氧化系统+
浅层好氧人工湿地+水下森林”新工艺。

负责工程对接的武进区排水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雍政告诉记者，

为让断头浜流动起来，河道内共设
置两套系统——下游的内循环系统
负责将河水往上游抽；上游的接触氧
化系统、浅层好氧人工湿地，可以对河
水进行一级净化。当河水回到入河段

水下森林区域时，通过沉水植物的吸附
拦截作用，就能完成二级净化。

设施运行3个月来，河道透明度肉眼
可见提升，目前主要水质指标基本稳定
在地表水Ⅲ类标准。卜瑞士说，加上项

目施工时同步做了步道拓宽、岸坡修整
等，现在这里成了居民们茶余饭后散步
的好去处。“大家给入河处的凉亭起了个
好名字，叫观澜亭，牌子过几天就能挂
上。坐在这里，真正能欣赏到碧水清波
了。”

刷新颜值的还有小区隔壁的新天地
公园。天好时，卜瑞士每晚都从小区南
门出发，到公园大草坪转3圈，再经小区
西门回家。“一趟下来40分钟，很多地方
亲水，看到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鱼儿和
鸟儿都多了起来。”

变化得益于今年实施的水域湿地修
复工程。新天地公园共有水体面积7万
平方米，此次建设生态湿地面积约 6.2
万平方米，种植四季常绿矮生苦草、轮叶
黑藻等。成熟的水草植株在湖体内，可
吸收包括氨氮、总磷等在内的营养盐，也
能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帮助水体中
的泥沙完成沉淀。

随着一片片“水下森林”悄然生长，眼
下，新天地公园的水体透明度已经达到
0.8米以上，俨然一片“玻璃海”。“水环境
综合治理，让我们真正有了好生态、好心
情。”卜瑞士说，希望“河畅、水清、岸净、景
美”的画卷在越来越多的“家门口”铺展开。

——武进区南甸苑小区一位居民眼中的水环境变化

家门口有了“果冻河”“玻璃海”

本报讯（童华岗 任梦玉 朱云
捷） 国风夜市、人才集市、相亲交友
会、人才公寓展示……8月29日，作为
钟楼区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服务季”的
活动之一，“钟遇青年里 人才畅享汇”
青年人才集市在大庙弄·青年里火热
开启，现场吸引青年人才近 5000 人
次，云聘会直播间观看达1.5万人次，
收获简历251份……人才“流量”正在
被精准转化为引才“留量”。

钟楼区坚持实施“青年人才汇聚
计划”，创新启动青年人才“就业创业

服务季”，倾力构筑吸引青年“近悦远
来”的城市生态。今年以来，钟楼区先
后赴上海、武汉、南京、合肥等地举办

“名校优才计划”赴外引才活动14场，
开展形式多样的招聘会96场，发布岗
位2.6万个。创新开展“一行三迎 校
地共赢”才聚钟楼活动，赴上海、天津、
杭州等城市举办“名城名校合作行”

“龙城英才计划”创业邀请赛等系列活
动，邀请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
学等知名高校 700 余名师生来到常
州、钟楼“就业旅行”，通过逛街巷、看

园区、进企业、体验人才公寓，实现青年
人才和城市的“双向奔赴”。以人才公寓

“小切口”做好城市生态“大文章”，全区
52家人才公寓今年累计开展人才夜校、
电竞比赛、集体婚礼、音乐吃货节等各类
特色创意活动近百场次，吸引近 6000
名青年人才参加。

立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时”与
“势”，钟楼区还成立钟楼—上海交大、复
旦大学飞地孵化基地、北京大数据研究
院—常州新型工业数字化创新中心等高
端平台，倾心打造钟楼“工匠学院”、常州

交通技师学院“比亚迪产业学院”等技能
人才培养阵地，定期搭建“钟灵才秀讲
堂”、HR 俱乐部等人才交流平台，成就
人才集聚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发展格
局。2023 年，全区新增青年技能人才
3055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4名。

2024 年是钟楼区青年发展型城市
省级试点建设的收官之年，但服务青年
人才的脚步不收官、不停歇。钟楼将加
速构建“青年发展友好城”，为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常州“万亿之城再
出发”注入强劲的人才动力。

钟楼区实施“青年人才汇聚计划”

让人才“流量”成为引才“留量”

本报讯（周洁 常文旅） 近日，全
省首笔“苏旅贷”贴息业务落地常州：
南京银行常州分行向常州迪诺水镇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成功发放了1000万
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苏旅贷”贴息业务是省文旅厅与
南京银行合作，在原风险分担业务模
式的基础上，为省内符合条件的文旅

企业贷款提供贴息支持的政策。
“苏旅贷”贴息政策发布后，常州市

文广旅局迅速行动，联合南京银行常州
分行开展“苏旅贷”产品政策宣传，整理
归纳、筛选符合“苏旅贷”文旅企业库内
名单，运用优惠政策成功推动首笔“苏旅
贷”贴息业务落地常州。贷款的成功落
地，有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

提高常州文旅企业活力，改善文旅环境，
促进常州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

市文广旅局、南京银行常州分行将
继续积极推动“苏旅贷”贴息政策落地，
不断探索和完善更加稳定有效的举措，
为常州文旅企业建设专属文旅产品和专
属金融服务，为全市文旅产业发展提供
强劲的金融支撑。

全省首笔“苏旅贷”贴息业务落地常州

新天地公园鸟瞰图。胡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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