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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蘅 蔡晓丹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 近日在溧阳市南大
街城区段，记者看到，园林绿化部
门正在抢抓树木修剪的有利时
机，对道路两侧悬铃木实施病虫
枝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精准发力
提升城市“颜值”和绿色生态品
质。

该城区段两侧有悬铃木440
棵，预计整体修剪、防治工作将于
5月初全部完成。溧阳市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彤介绍，目
前，他们根据专门制定的《溧阳绿
地管理要求和考核实施细则》，对
城区绿化实行分级管理，并按照
园林植物修剪标准，依据植物生
长特性，将管理技术指标实行细
化量化，做到定员、定岗、定责、定
额。

记者现场看到，溧阳市园林
绿化部门还聘请园艺专家指导绿
化修剪，打造“一路一景、一景一
品”的绿化道路。在五里亭路，一

大片草坪郁郁葱葱，养护专家正
在指导作业人员如何将草坪修
整得更加完美。“这片3万平方
米的草坪，是这座口袋公园的一
大特色。修剪时，从根部算起，
草坪高度需控制在3厘米。”溧
阳市市政市容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李恒奕说，他们精选乡土树
种、色叶树种和适宜生长的花草
品种，在因路选景、因景配绿的
同时，大力推广以虫治虫、生物
防治等新技术，达到可持续生态
防治效果，让市民的生活环境更
美、更宜居。

据了解，我市正全力推进绿
化景观精细化养护管理工作，重
点围绕绿地清理、结构调整、树
木修剪实施养护，调整绿地植物
生长和景观结构，使之更加合理
美观；坚持精细化管理原则，合
理施肥、防治病虫，提高树木抗
病、抗虫、抗旱、抗倒伏的效果，
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抢抓春季绿化管养“黄金期”

■谢维娜 龚青轩

本报讯“您已经成功通过
新北区新巢·井创青年驿站入住
审核。请于5月1日之前凭身份
证前往青年驿站前台办理入
住。”“五一”节前，来自河南周口
的大四学生蒋晓静收到常州某
企业的入职通知后，在小程序里
申请免费入住青年驿站。次日，
她就接到入住通知，包括入住时
间、地点等提示事项。

“到时候从驿站出发乘坐恐
龙地铁，沿路打卡科技感十足的
文化广场建筑群，去红梅公园、
天宁禅寺感受‘老常州人’的儿
时记忆，骑共享单车沿着三堡街
运河吹吹晚风。”蒋晓静准备入
住的驿站离市中心很近，说起

“五一”假期攻略，她兴致满满，
驿站成为她了解常州的“起点”。

青年驿站是由团市委打造的

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公益项目，
外地来常和青春留常青年人才可
以免费申请入住青年驿站，时长7
天，最长可达90天。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由团市委牵头建设
100 家青年驿站的项目，入选
2024年度常州市10件民生实事
项目“就业创业促进工程”。目
前，全市已建青年驿站41家；今
年二季度将建成60家青年驿站，
完成年度任务的60%。

走进西太湖青年创客驿站，
大厅内的青年元素随处可见。
驿站依托西太湖创客公寓，内设
接待大堂、创客咖啡、餐厅、中央
厨房、自助洗衣房、健身房等配
套。“青年驿站是很多外地青年
来常州的第一站。”团市委青年
驿站负责人介绍，为给青年人才
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常州市的
青年人才驿站大都位置优越、交
通便捷，既是代表城市形象和品
质的“窗口”，更是来常青年在这

个陌生城市温暖的“落脚点”。
“来常州，很值得。”上海大学

毕业生刘沛涵告诉记者，她以前
从未来过常州，在湖塘青年驿站
入住的短短7天，体会到周全的

“人才礼遇服务”。各辖市区团委
会在青年驿站配套提供青年夜
校、岗位推介、婚恋交友、交通出
行等服务，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增
加驿站服务内容，升级驿站服务
品质，提升驿站社会化运作、项目
化服务的能力。这些，都坚定了
刘沛涵“青春留常”的决心。

据介绍，来常青年可以通过
搜索共青团常州市委官方公众
号“常州青年”，浏览相关信息后
申请入住。我市青年驿站的申
请对象，原则上应就读或毕业于
常州市以外的大专及以上高校，
年龄不超过30周岁，户籍不在常
州且未领取常州居住证、未在常
州缴纳社保，以及符合本地区青
年人才引进的其他要求。

（家门口，李益钧）青年驿站，给外地青年的温暖“落脚点”

青年驿站，给外地青年温暖的“落脚点”

■庄奕 图文报道

红灿灿的番茄、鲜嫩嫩的
苋菜、紫莹莹的茄子……各种
娇艳欲滴的蔬菜摆放得整整
齐齐。走进新北区东海菜场，
摊位不算大，但商品琳琅满
目、井然有序。昨天上午8时
许，记者在此遇到来自伊朗的
妮佳，她在常州已经生活了
16年。她对记者说，这个菜
场让她的胃“就像回到家一样
舒服”。

“我要买洋葱”“多少钱一
斤”“还能再便宜点吗”，在一
个蔬菜摊位前，妮佳用带着口
音的中文和摊主熟练地交
流。妮佳告诉记者，在她的国
家，洋葱是必不可少的调味
料。她做菜时爱放紫洋葱，虽
然切时经常熏得她眼泪直流，
但比白洋葱味道更浓郁。

妮佳告诉记者，伊朗菜常
用到的食材，在菜场都能买
到。她爱吃茄子炖牛羊肉，做
法是用油炒熟切成块的牛羊
肉，加入盐、胡椒、番茄酱与柠

檬汁熬煮，同时将茄子切成条
状并用油煎熟，再将茄子放在
炖煮着的牛羊肉上面，软软糯
糯的，特别好吃。

据妮佳介绍，她家的厨房
是“二分天下”，她做伊朗菜，
来自贵州的丈夫做的菜则偏
辣。只要味道好，她也来者不
拒。她带着记者走到了水产
摊位。眼下头上有黄、腹部有
籽的河虾已经上市了，最大的
每斤120元，小一点的每斤60
元。伊朗也有白虾，比河虾个
头更大一些，但她觉得河虾味
道更鲜美，特别是她的丈夫在
油爆河虾时会放一点切碎的
辣椒末，好吃得很。

在伊朗，豆制品是几乎看
不见的，豆皮条、油面筋、豆腐
皮、腐竹……五花八门的豆制
品当初让妮佳倍感新鲜。这
些年丈夫经常拿它们做食材，
她也就不陌生了。

来自伊朗的妮佳在常州已有16年

菜场让她有“家”的感觉

■周茜 邵冰清

本报讯 近日，江苏理工
学院、牛塘镇举行校地“五四
青年月”启动仪式，进一步加
强合作发展，推动青年创新创
造活力与区域创新创造活力
相互激荡。校地融合“青年夜
校”、校企青年HR交流营等
一揽子青年服务项目启动。

为积极推进青年发展型
县域试点建设，落实“人才公
寓服务赋能年”工作要求，帮
助校地青年利用夜间等碎片
化时间提升多元技能和就业
能力，武进团区委联合江苏理
工学院团委、武进区人社局、
武进区牛塘镇，筹集优质课
程、招募优质师资，创新开设

“青年夜校”项目。

其中，江苏理工学院“青
年技能夜校”结合调研结果，
推出求职面试英语口语培训、
红十字救护培训、全媒体运营
师等实用性课程；牛塘镇“青
年思政夜校”围绕思想引领、
理论武装、心理健康等方面，
推出思政提升课程。部分课
程合格后，还能取得人社系统
颁发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去年9月，江苏理工学院
与牛塘镇深化共青团组织共
建机制，打造校地“青春共同
体”。项目实施以来，数千名
青年学子走出校园、融入基
层，努力实现人才与地方发展
有机融合。“一院一村”特色团
建品牌和协同育人机制逐步
形成，架设起校城融合、双向
赋能桥梁。

江苏理工学院、牛塘镇

启动校地共建“青年夜校”

■杨成武 图文报道

本报讯 2日，在金坛区朱
林镇黄金村，2024江苏省重大
项目中天黄金大农场核心区的
45亩乳玉软米早稻“开秧门”，
两天即可完成栽插。

当天一大早，在黄金村第一
书记严清华的带领下，青年村干
部驾驶2辆高速插秧机下田。严
清华介绍，今年选择栽插有机软
米早稻的45亩田块，为施用有机
肥料的休耕地块，位于规划建设
中的中天黄金大农场核心区。
在水稻种植专家的指导下，村合
作社继续采用大棚钵苗技术育
秧，这比普通育秧技术节省1/3

种子，优点是带土秧苗精准栽插，
不损伤根系，能迅速返青活棵，为后
期生长争取时间。今年早稻栽插
比去年提前4天，预计8月16日左
右收割加工，而产品已被订购一空。

据了解，2022年4月，“黄金
村软米”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同年12月8日，中天

黄金大农场签约落户金坛区朱
林镇，是金坛区首个社会资本单
体投资超10亿元的农业项目，今
年1月被列入省重大项目。目
前，项目软米加工中心、无人农
场、育秧中心建设正有序推进，
预计今年底大农场优质大米产
量将达150万公斤。

中天黄金大农场早稻“开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