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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垚 孙婕
摄 影 高岷 夏晨希 尹丹蓓
通 讯 员 赵玉涵

金秋是收获的时候，也是致敬耕
耘的季节。10 月 18 日下午，2024 中
国农民丰收节常州主场活动在常州
经开区横林镇卫星村高标准农田热
闹开场。

丰收节是农民自己的节日，也是
凝聚合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窗口。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一线服务
助农、引进培养地区农业人才……丰
收在望的时节，农民群众庆祝丰收联
欢的舞台上，常州经开区无数的田间
地头之间，正迎来美丽蝶变。

共享喜悦庆丰收

特色市集、歌舞表演、体育活
动……丰收节当天，一场集美食、文
化、娱乐于一体的丰收盛宴在横林镇
卫星村精彩上演。丰收节现场共设置
26个特色农产品摊位，集中展示常州
经开区的民俗非遗、农副产品、农创手
办及美食。深受大家喜爱的津津乐食
品、李丁食品、玉螺泉米酒、蒋记食品、
中意食品、横山桥百叶等经开美食，富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芙蓉珍珠，以及新
闸荷园萝卜干、凌家塘琦睿肉类、焦溪
二花脸猪等其他地区特产齐聚集市，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我们的水稻品种好，吃起来柔、
香、糯，又是一个丰收年。”横林种粮大
户吴建兴创建的狄坂香米品牌已成为
常州东部有影响力的特色农产品。当
天他带着狄坂香米亮相，吴建兴笑着
说，今年亩产600多公斤。市民何先
生告诉记者，6 年多前开始吃狄坂香
米后就爱上了它的口感，这次专程来
给家里囤点粮。

记者从常州经开区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丰收节前不久，常州历经台风

“贝碧嘉”冲击，为了帮助农户抵御风
险，该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受灾
现场，联系保险公司启动查勘、定损快
速理赔流程。台风过境的第二天下
午，第一笔理赔款就发放到位。据悉，
本地种植农户大都购买了政策性农业
保险，保险费的95%由政府承担。

创新方式保丰收

头 戴草帽、双脚踩泥、面庞黝
黑……丰收节前夕，常州市郭鲁农业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飞每天要去农田
看看。

在遥观镇高标准农田里，458 亩
晚稻在秋风中摇曳身姿。郭飞拿着一
束稻穗欣喜道：“今年稻穗明显比去年
个大，褪色也比去年缓慢，看来土壤肥
力提升了。”郭飞告诉记者，这里种的
是软米，去年第一批新米上市，半个月
就一售而空，今年临近收割，上周预订
就超过180单。

去年，遥观镇政府与中国太保产
险常州分公司签约。江苏首单“耕地
地力指数保险”在这块地应运而生，以
一年后地力指标（土壤有机质含量）的
改善作为赔付标准。

不光郭飞感受到了土地肥力的变

化，保险公司专业团队提供的检测数据也
明确这块地的肥力比一年前有了提升。

把地“养肥”并非易事，郭飞带领社员
平整土地后，又使用农机将绿肥深翻入
土，俗话说“深翻一寸，增产千斤”，按郭飞
的标准深翻要达到50厘米，为土壤“松筋
骨”。郭飞说，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
理，减少化肥使用，可有效避免土地因施
肥过量造成板结，进而提升粮食产量。

记者在农田边看到，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白色小盒子和一盏黄色的灯，
郭飞说这是政府提供的病虫害绿色生态
防控装置。

这些“捉虫”神器，可以使“良田”减少
一半的农药使用次数。该神器由常州经
开区企业宁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是
太阳能诱捕杀虫灯和水稻迷向散发器。
前者可以充分利用太阳光能，到晚上就会
定时开灯，进行害虫诱杀收集。水稻迷向
散发器通过散发信息素，可以对害虫产生
迷惑，使雄虫找不到雌虫，错过交配时机，
不能够繁殖下一代，来减少害虫的虫口密
度，达到绿色防控的目的。

企业负责人陈新介绍，一台迷向散

发器防控面积可达5—6亩，每瓶产品使
用周期 3—6 个月，这种新技术的应用，
不仅专业防治持续期长，不污染环境，对
人畜安全，同时此项新技术还可以通过
手机App远程操作和控制，大大节省了
人工费用，取得了农作物增产增收。

随着秋收到来，这些神器已完成年
度使命，等明年6月再继续“上岗”。

人才深耕丰收田

作为苏皖两省种田圈里的“风云人
物”，安徽无为市农民专家高忠带着农机
来到常州经开区包地种粮食。如今600
余亩高标准农田黄绿交织、丰收在望。

“这里种植条件不错，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去年来考察时，集中连片的耕
地，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在高忠心里激
起不小的涟漪。包下土地后，高忠和亲
戚搞起了田间的交接班，亲戚来常州帮
忙把秧苗栽下去后，赶忙回到无为忙于
田间管理，这边农忙结束后，高忠则换班
顶上去，虽然两地隔得远，但不耽误。

同样跨省打拼的还有安徽制腊世家
的丰晟食品传承人蒋成。来常州创业

后，农工局通过品牌打造、技术指导，让
老蒋的安徽腊味在常州打开了市场。“传
统腊味制品只能在冬日晴天制作，公司
引进了ERP系统和智能化生产模块，可
以实时追踪控制食品全流程的产线温度
和湿度，让一年四季成为腊味生产旺
季。”在今年的市农业创业创新大赛上，
蒋成大显身手。他说，农工局派出专家
助力产品积极“出圈”，这些都促成了他
愿意在这片土地深耕。

就在今年丰收节现场，常州经开区
还签约了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协议，常州经开区统筹推进龙潭湖核心
示范区等重大项目建设，与院士中心、岳
麓山种业中心等专家团队紧密合作，制
定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方案，为加快推
动产业振兴注入科技新动力，吸引更多
农业人才来常经开，共同深耕丰收田。

“农工局将以此次丰收节为契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常
州经开区农工局局长张浩表示，农工局
将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入实
施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让“新时代鱼米之
乡”美丽画卷变成现实图景。

有科技 有人才 有政策

丰收喜悦溢田野

□本报记者 何奕欣 通讯员 王昱人

“今年的桂花开得晚，往年早就
开了。”“一簇一簇的，好香啊。”10 月
19 日上午，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净慧
养老院，护工田凤秋组织老人们在门
口的院子里赏秋，老人们对着镜头笑
得灿烂。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
老服务的成色与效果越来越受到人们
关注。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各养老机
构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从“有”到“优”，
持续优化环境氛围，更新设施设备，实
现从基础性“老有所养”到高品质“老
有颐养”的转型升级。重阳节前后，记
者走访常州经开区多家养老机构，体
验专业标准又温暖细腻的养老服务。

设施保障 环境温馨

常州经开区社会福利中心于今年
3 月正式投入使用，毗邻圩墩公园。
走进这里，社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
康复大厅、餐厅等功能分区一应俱全。

“我们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及三人
间，每个房间均有阳台和独立卫生间，
房间内配备高级电动护理床、液晶彩
电、空调、饮水机、无线呼叫及护理软
件系统等设施。”院长晋新红表示，社
会福利中心配备中央监护系统、非接
触生理指标检测仪等智能化服务设
备，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安全监管系
统全覆盖，打造了一张公园式养老服

务“新名片”。
横林净慧养老院位于横林镇赵家

路，多功能服务大厅、康复室、高尔夫室
等不同活动空间让每位老年人都能找到
感兴趣的娱乐项目。“我们的高尔夫室很
受欢迎，通过屏幕外击球与屏幕内击球
的运动路线模拟，配合相应音效，让老
年人动起来。几乎每天下午这里都爆
满。”院长张育平告诉记者，每位老人居
住的房间都进行了适老化设计，卫生间
安装了紧急呼叫系统和多个照明灯源，
配备防滑地砖及扶手、智能马桶、淋浴
椅等设施，确保老人们如厕与洗浴时安
全无忧，也防止他们起夜摔倒。床铺与
扶手椅可调节高度，满足不同身体状况
老人的需求。

丰富多元 活动暖心

“抽血了吗？抽完血的话去那边做
心电图。”“她的血压已经降下来了，可以
不用吃降压药了。”10 月 11 日上午，常
州经开区社会福利中心联合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为居住在此的 67 位老人举办

“重阳佳节 敬老情深”体检活动。
“我们今天安排了抽血化验、内外科

问诊、肿瘤筛查等全面体检，更好地把握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他们提供适宜的

医疗服务。”晋新红介绍。不久前的中秋
跟国庆佳节，社会福利中心还组织工作
人员与老人们共同排练演出，唱歌、手势
舞、朗诵等不同类型的节目让每一位老
人都参与其中。

每天上午 9 点，横林净慧养老院的
老人们在田凤秋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天
的活动。“我们每天早上会带他们运动一
下，采用手指操、经络操等节奏欢快、情
绪饱满的运动方式，来增强老人们的互
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进来。”田凤秋告
诉记者，下午她经常会组织老人们进行
观影、填色、剪纸等活动，养老院每个月
还会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举办生日会。

“买蛋糕、戴生日帽、吹蜡烛许愿，老人们
一起唱生日快乐歌，还会收到工作人员
准备的小礼物，很有仪式感。”

无微不至 服务舒心

10月9日中午，记者来到横山桥净
慧养老院，朱官复与李玲娣老两口正在
房间里吃饭。“护理员刚刚把饭菜送过
来，今天的大荤是面筋塞肉。每天的菜
品都不重样，味道比较清淡，很符合我们
老年人的口味。”朱官复告诉记者，除了
在一日三餐上下功夫，养老院的医疗保
障服务更是让他们倍感安心。老两口都

患有高血压，需要服用药物控制。“医护
人员每天早上 8 点开始查房，询问我们
的身体情况，提醒我们记得吃药。”李玲
娣表示，如果一些老年人对自己所服用
的药品种类、剂量概念模糊，医护人员还
会提前将药配好，放在小盒子里，对应时
间送到老人手中并监督其服用。除此之
外，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有类似头疼脑
热、腹泻或感冒等小毛病，只需要按一下
床头铃，专业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赶来。

在常州经开区社会福利中心，每天
上午康复治疗师邓欣连都会给老人们做
康复训练。“通过量化指标，评估他们的
肌力、肌张力、平衡功能之后，进行对应
的康复治疗。”邓欣连表示，通过肌肉刺
激、肌力训练，很多老年人从偏瘫坐在轮
椅上，到慢慢可以站起来，再到扶着他们
可以行走一小段路，科学的康复训练让
他们的身体状况大幅改善，自己也在这
个过程中收获了成就感。

据了解，常州经开区目前共有 6 个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341人。接下来，常
州经开区将继续规范各养老院的设施设
备，提升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加强医养
结合的服务能力，持续创新发展模式、优
化资源布局，为老年人提供温馨、暖心、
舒心的养老体验。

“养老”变“享老”幸福有依靠

□本报记者 孙婕 通讯员 丁文锦

相逢是首歌，奏响了灰瓦绿树的
乐章，活力的常州经开区街头，向来不
缺少音浪的自由撞击。

10月1日下午，一阵悠扬的乐声
从横山桥中心公园传出，打开了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生日的序曲，舞台
上精神矍铄的 11 名当地乐手配合默
契，红歌、戏曲，一曲接着一曲演。

这是一支特别而有趣的横山小乐
队，他们由多位或花甲或古稀之年的
老人组成。从临近 60 岁到 80 多岁，
从传统的二胡、竹笛到电吉他、键盘、
萨克斯等，中西结合的悦耳旋律，给演
出增加了新国潮风。

“每周排练，必须认真对待！前几
天在家自己已经练习了几遍，这次大
伙一起碰碰，为接下来的演出做准
备。”乐队的队长吕刚老师一边抚摸着
自己的键盘，一边笑着告诉记者。

吕刚今年56岁，是横山桥镇音乐
舞蹈协会会长，土生土长的横山桥镇
人，年轻时自学成才，无论是传统的民
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他都玩得八九
不离十，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
通”。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在乡村组织
乐队登台表演了。

横山小乐队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
代，当时只有三个人。近几年吕刚看
到村里不少老年人都喜欢拉二胡、玩
乐器，自己就设想组织一个老年乐队，
通常乐队在周末的下午排练，乐队里
的老伙伴们也是各展所长，每次排练、
演出都全情投入。

擅长竹笛的张时新于 10 年前加
入乐队，收藏着20多把笛子，他特别
关注中西乐器融合。“传统民乐和西洋
乐各有特色，西洋乐器带来震撼力，江
南丝竹温婉清丽，两者融合刚柔并济，
效果不错。”

和吕刚同龄的朱满兴是萨克斯演
奏者，玩乐器已经20多年，早前他在
企业工作时组建了铜管乐队，他还兼
职民歌歌手。“年轻时大家一起玩，后
来坚持下来的只剩我了。”朱满兴认识

吕刚后，便有了一同办乐队的想法，这
两年，乐队吸纳中西乐器的乐手，不断
壮大队伍。

二胡、口琴、大号、小提琴……“多
面手”汤尚茂自学乐器最多，在他看来
音乐曾给予他早年艰难的生活中一丝
慰藉。

“加在这里你们觉得效果好不
好？再来一遍试试。”合奏配合时，牟
秀芳询问着吕刚。她加入这个乐队已
经十多年，一开始是因为自己喜欢唱
歌，后来，专门去培训班学习打鼓，从
零基础到会上百首乐曲的节奏演奏，
如今鼓也打得很好，自己感觉在乐队
玩得很开心。

“除了生活忙碌，我们的另一面在
哪？就在音乐里。”汤尚茂感慨道，年
轻时候的音乐梦一直扎根在他们每个
人心里，迫于工作与生活，音乐梦一放
就是几十年，如今，当年的“文艺小青
年”们虽然青春不再，但是那颗年轻的
心是每个人都能保留的。

在这群“老顽童”中，有一个特别
年轻的脸庞，她就是“90后”姑娘管紫
君，去年下半年拜师张时新后，加入了
乐队。10 月 1 日当天她是第一次随
乐队演出，小时候曾经学过吹笛的她，
捡起活来并不难，但要吹好，跟上大家
的节奏，小姑娘付出了不少努力。“我
每天都带着笛子去上班，下了班练上
一个小时，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一天不
练，在师傅那儿就露怯啦。”管紫君说。

对于这个徒弟，张时新既严厉又有
耐心：“小姑娘有目标，又沉得住气，坚
持一段时间，很快能追上我们的节奏，
这次演出就是检验她成果的时候。”

《喜洋洋》《打靶归来》《南泥湾》
《珊瑚颂》《往事只能回味》《双脚踏上
幸福路》……翻看他们的曲目本，每一
首下面都有详细的笔记、标注，这些原
先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现在增添了
不少新鲜的内容，变奏、转调等，听起
来更加时尚，有新鲜感。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眼里写
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这句话
用在横山小乐队成员身上，恰如其
分。“老树”重新发芽，不断生长，有些
人有了年轻的徒弟，有些人从零基础
到配合默契，更因为有了广大观众的
支持和喜欢，变得枝繁叶茂。

“老树新枝”乐悠扬

本报讯（何奕欣 陈洋） 10 月 15
日是第41个“国际盲人节”，记者从常
州经开区残联了解到，中国首支盲人
棒球队——和光棒球队不久前参加第
二届世界棒垒球联合会盲人棒球国际
杯比赛，取得第 6 名的好成绩。常州
经开区盲人协会主席、视障人士代表
史文清是队员之一。

“我们是赛场上成立时间最短、训
练时间最少的队伍。”史文清笑着说，
好在大家既团结又坚持，顺利为这次
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据了
解，和光盲人棒球队从 4 月初开始招
募队员，一开始有十几个人报了名，在
了解规则和体验后，几人陆续放弃，最
终有10名队员坚持了下来，其中5名
为常州籍。

5月底，队伍正式成立后不久，就
接到了第二届世界棒垒球联合会盲人
棒球国际杯的邀请，怀着紧张期待的
心情，队员们启动了每周两天的常规
训练。“夏天室外温度很高，甚至有队
员中暑。”史文清表示。一开始大家
对规则都不太了解，跑垒跑不准，接
棒接不到，判断失误时还会撞到一
起。史文清本身能看得到物体模糊
的轮廓，但在棒垒球运动过程中，要
把眼睛全部蒙上，依靠听棒球内铃铛
的声音判断球的方向，她没有听音辨
位的习惯，起步比其他全盲成员更加
困难。史文清一度陷入焦虑，但随着
后面一遍遍不断练习，她克服了对未
知的恐惧，与队友配合越来越默契，队

伍状况渐入佳境。
9月26日到达伦敦，史文清和队

友们还没来得及倒时差，就投入了第
二天的比赛。“抽签抽到了实力很强的
意大利队和古巴队，十分忐忑。”史文
清介绍。

第一场比赛，和光盲人棒球队对
上了意大利队，由于对英文口令不熟
悉，再加上赛事经验不足，没有预料到
要在下雨天比赛，史文清和队友们受
到了很大的干扰。“虽然战过高温，但
我们还真没有在雨天训练过，风雨声、
对面跑垒的脚步声影响了我们对棒球
内铃铛声音的判断，衣服湿乎乎地粘
在身上，大家都有点着凉。”中午的时
候，教练来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比赛中
出现的问题，指出了大家的不足，队员
们虚心听取意见，积极调整了状态，下
午在对战上一届的东道主荷兰队的过
程中收获了 3∶0 的好成绩。“除了队
员，这次比赛也离不开教练们的耐心
鼓励和志愿者们的一路陪伴，他们都
很辛苦。”

“我对体育很感兴趣，之前也尝试
过板铃球、门球、跳绳等其他体育项
目，”史文清告诉记者，通过这次比赛，
她与常州队其他4人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大家时常会约着一起聚一聚，也准
备找寻合适的场地一起练习棒垒球技
术。接下来，史文清还将尝试不同的
体育项目，并将这些经历、体验与更多
视障人士分享，鼓励他们加入到全民
健身的行列当中。

经开选手入选国内首支盲人棒球队

在黑暗中，“击”出人生精彩“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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