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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婕 通讯员 丁文锦
摄 影 胡静

最近一段时间，常州经开区的晚
稻迎来了收割时间，同样迎来丰收的
还有渔农、蟹农、橘农。晚秋初冬时
节，记者一一探访这些农人，体味“新
农人”的农家秋味别样甜。

“鱼”跃掀起“致富浪”

11月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
未完全洒满五一村老朱家的鲑鱼养殖
基地，棕黄的鳜鱼已成群结队地在水
中畅游，泛起层层涟漪。从芙蓉片区
赶来的乡亲在岸边集结，塘主朱江平
换好了捕鱼装，现场人声鼎沸，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随着一声声嘹亮的吆喝，一场紧
张而有序的收鱼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拉网、赶鱼、收网……在场的所有人分
工协作、相互配合，好一番丰收和忙碌
的景象。

鳜鱼身形修长，通体光滑，行动敏
捷，捕捞很讲究技术，动作要快、拿捏
要准，不能伤了鱼也不要伤到手。朱
江平说，经验丰富的拣鱼者眼疾手快，
过手就能分出等级。

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3000
多尾体态丰腴的鳜鱼在众人的努力
下被一一捞起，经过严格筛选、过秤，
最终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鳜鱼在圈内是出了名的难养，难在
食性很“倔”，仅吃新鲜的鱼虾，拒食人
工饲料。如何养出肉质鲜美的鳜鱼？

得益于世代养鱼，朱江平很熟悉
“鱼性”，他指着不远处说，那是他为鳜
鱼专门养的饲料，以四大家鱼为主，每
公顷鳜鱼配4公顷鱼饲料。“还要注意
鳜鱼长到7两到8两的时候容易发病，
要及时医治，还得注意增氧情况。”朱江
平坦言，过去技术手段没有这么先进的
时候，晚上他几乎睡不了整觉，每隔两
小时就要起来关心一下增氧泵的情况，
有一回增氧泵就停工了，导致鳜鱼死了
很多，那一年损失惨重。

2016年，朱江平听取女儿关于智
慧农业的想法，购买了自动投喂机和
缺氧报警器，连接手机App随时查看
鱼塘实时画面，精准监控各个鱼池水
质参数，“鱼池水温25度，溶氧量每升
5毫克……”朱江平说，可以根据需求
实现远程投饵、补水、控温、增氧，走上
了生态养鱼、以“智”兴渔之路，不少养
鱼的村民来向他讨教。

在朱江平看来，除了养鱼人的勤
劳，五一村水质的提升是鳜鱼养殖的
另一个法宝。去年，常州经开区打造
2 个小微水体优秀片区，五一村是其
中一个，如今，村中水清石见，流水潺
潺，“水质好了，鱼的品质和存活率也
更高，今年塘里最大的鱼可以到1斤8
两以上。”朱江平说。

因为今年气温高，鳜鱼的产量很

喜人，老朱的 20 亩鱼塘，产量约 7500
斤，预计年收入约15万元。

父与子“蟹”逅理想

距离老朱家约两公里，同在盛家村
的蟹塘却静悄悄的，正是大闸蟹上市的
时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原来，白天螃蟹正躲在塘底“养精蓄
锐”，待到晚上6时以后才上岸“开派对”。

“秋风起，蟹脚痒，螃蟹上岸就是成
熟了，晚上捕第二天卖，一天得捕一百多
斤。”养了18年大闸蟹的陈惠方边撒饲
料边说，“这40亩蟹塘里，公蟹能长到8

两，母蟹可以长到7两，不少老客户就等
着秋天这一口‘鲜’。”

养螃蟹不仅风吹日晒，还要有技术，
在旁人看起来是个苦活儿。放蟹苗、喂
饲料、观察螃蟹脱壳、调试蟹塘含氧量、
关注气温和降水……在养殖过程中进行
精细化管理，经过不断摸索，陈惠方成为
当地小有名气的“养蟹能手”，不少蟹农
来向他取经。

此外，得益于横山桥丰富的河道水
系、密布的塘浦圩田，这里出品的大闸蟹
青壳、白肚、金爪、壮体，吃起来肉质细腻
清甜。

大约五年前，陈惠方将销售的担子
传给了儿子陈亮，“80 后”的陈亮脑子
活，为了扩大知名度，他先后注册了多个
互联网平台，邀约探店达人到自家塘里
体验。“互联网只是我们触达客户的一个
平台，目前我们80%以上的销售还是线
下，尤其是从互联网端转为线下的客户
占了不少。”陈亮说，吃过晚饭，父亲就去
塘里捕捞螃蟹，他和妻子则进行互联网
销售，最近无锡、南京等地客户循着“网
线”而来。“现阶段我们先扩大受众面，后
面成熟了再做网店销售，让清水螃蟹爬
上全国各地的餐桌。”

“一些老蟹农还在用传统方法养
蟹卖蟹，但是时代变了，养螃蟹也要换
一换思路。”陈惠方认为，随着经济水
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生活品
质，“未来的产品发展，还是要走高端
路线。”

常州经开区现有蟹塘600亩左右，
其中横山桥镇蟹塘面积占全区的90%，
近年来，横山桥镇致力于“定制化”整治、
精准化治水，去年对盛家村养殖池塘进
行生态化改造，让家家养出精品蟹、做大
做强蟹品牌成为盛家村与养殖户“双向
奔赴”的一致目标。

爷孙俩的“甜蜜”约定

立冬至，橘子红。横山桥东周村郭
氏农庄“红美人”也迎来了最佳赏味期。

走进橘园，清新的橘香扑鼻而来，“红
美人”柑橘像一盏盏小灯笼，色泽金黄，
缀满枝头。“爷孙兵”——“70后”守拙归
园田的郭兴、宋杏娟夫妻和科技“新农人”
郭雨辰正忙着给下订单的客户摘橘子。

红美人果树苗是从浙江象山引进
的，今年已经是种植的第5年。为了保
证品质，果园已先后投入近百万元用以
建设大棚设施和灌溉、保暖设备。“‘红美
人’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我们在挂果的
时候就通过精细控制光照、温度，施用有
机肥，‘以菌治虫’等方式，使它们的口感
和品相达到最佳。”郭兴说。

“今年新装了滴灌，也换了薄膜，预
计产量在 1.5—2 万斤。”退伍军人郭雨
辰闲时就在自己橘园忙前忙后，红美人
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小郭合不拢嘴。

怎么让“红美人”持续红火——好
吃、好玩、更好卖。虽然只有10亩地，但
预约采摘的客户不少。“这里的‘红美人’
鲜甜美味，去年我将这份美味寄给朋友
品尝过，之后，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今年
还没等到采摘的日子，就迫不及待问我

‘红美人’是不是成熟了。”村民向记者分
享道，得知下周可采摘了，她便约了朋友
周末一起来。

据了解，采摘期从 11 月持续到 12
月底，郭氏农庄的“红美人”因为使用了
菜饼、黄豆等有机肥，味道特别浓郁，得
到顾客“五星”好评。“我跟爷爷约定，通
过智慧农业和互联网平台运营，把这份
甜蜜事业做好，让更多人分享横山桥‘红
美人’的美味。”

农家秋味别样甜

□本报记者 何奕欣
通 讯 员 马晴 房玥

11月6日下午，在常州经开区潞
城街道一家地产公司门店，记者见到
店员项玉姣正在忙碌。3 天后，她将
入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捐献
造血干细胞前的预处理，这是常州市
第 114 例、经开区第 3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也是常州经开区首例女性捐
献者。

这位来自徐州的“90 后”姑娘自
由、热情、洒脱，不仅对工作充满干
劲，更热心公益事业。“从大概 10 年
前我就开始参与无偿献血，到现在已
经 9 次 了 ，总 献 血 量 接 近 4000 毫
升。”项玉姣笑着说，一开始也没想太
多，就想着去奉献一份爱心，经年累
月下来，生活中常用的饭盒、雨伞等
小物品都是献血所获的纪念品，很有
成就感。

造血干细胞捐献，也被称为骨髓
捐献，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前提。
2021 年 10 月，项玉姣在关河路献血
小屋献血时看见电视屏幕上呼吁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公益广告，就跟护士闲聊
了起来。“护士跟我说了很多，我一听不
会伤害身体，捐献技术上也从有创手术
升级成使用血液分离机分离，就问她我
能不能捐。”项玉姣表示，虽然无法用专
业的名词介绍，但她心里知道这是一件
能帮助别人的好事情。

体检检查，签署捐献同意书，抽取静
脉血做组织相容性抗原（HLA）检查，市
红十字会再次电话确认。经过一系列严
谨的流程，项玉姣的资料被纳入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8 月，她
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一开始以为是
诈骗电话，我还给挂了。几万分之一的
概率，没想到这么巧配型成功了。”项玉
姣说，接到电话后自己就按照要求去医
院进行了高分辨检查和全身体检，均符
合捐献要求。

“我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是个
7 岁的小男孩。”项玉姣表示，作为一名
母亲，自己对孩子家人的焦急担忧更加
能感同身受，此次捐献也让她的心里多
了一份牵挂，她说：“就好像我又多了一
个孩子。”

早前，项玉姣在老家医院肿瘤科照
顾父亲，病房里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小
伙子，每天都要输很多血，但因为排异反
应呕吐、厌食，日益消瘦。“他的母亲告诉
我他得的是血液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项玉姣表示，那半年，喉癌、子宫
癌、肠癌，她见证了太多生命脆弱的时
刻，“如果献血、捐骨髓就能挽救一个人
的生命，我真的愿意。”

项玉姣于11月9日入院，接着打动
员针，在医院进行观察，将于13日完成
捐献。“前期了解充分，虽然有点紧张，但

并不害怕，我很期待那天的到来。”项玉
姣表示。

同事李爱琴觉得项玉姣是值得交
往的朋友。“小项很热情，不仅本职工
作完成得很好，附近店铺有需要，她都
热心帮忙。”李爱琴表示，通过好友，她
也对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深入了
解，“我因为贫血身体不允许，但如果
以后有机会，我会鼓励我的儿子加入
捐献队伍。”

“项玉姣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红
十字精神，推动了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常州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部长
黄洁表示。接下来，常州经开区在各企
业、部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时，将以项玉
姣为榜样，积极向有关人群宣传献血、造
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引领、鼓励更多
志愿者加入捐献队伍。

坚持10年无偿献血的她，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用热血为生命续航

□本报记者 李垚 通讯员 李玉和

“我们崔北村终于有了村级卫生
室，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了。”11 月初，
记者走进横林镇崔北村，只见一个身
形微胖、留着寸头、皮肤略黑的热情大
叔正在办公室接待群众，他就是崔北
村书记李明。李明来到崔北村一年，
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凝心聚力办了多
件民生实事。

在村委，李明的办公室常开，老百
姓有意见或者想法，就直接来找书记
沟通。外出工作时，李明还喜欢四处
转一转，听听乡亲们讲讲各家的近
况。大伙也愿意和这位兵书记交流，
说说自己对村里发展的想法。

此前有居民提出，村里的主干道崔
北路上大货车往来频繁，路面多次被轧
坏，大货车磕得砰砰响；小轿车底盘很
受伤，大家宁愿绕远进出，也不愿走这
条路。但这条路又是崔北村的“经济命
脉”，40多家企业的货物进出全靠它。
听到呼声后，村里及时启动实施道路提
升改造，随路增设管线、照明、绿化及交
通安全设施等配套工程，不到3个月就
实现了道路通车。路通顺了，村民和村
委之间的心也拉近了许多。

崔北村发展早，是横林绿色家居
产业的重点区域，企业数量多、产业集
聚度高，在园区更新的浪潮下，整合现
有土地资源、建设功能齐全的新工业

园区势在必行。面对部分企业和村民
的不解，李明一方面组织协调，保障村
民合理权益；另一方面当好服务企业
的“店小二”，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补生
产短板、解经营难题。在李明和村委
的热情服务与协调下，崔北村园区更
新工作不断推进。

根据常州经开区“卫生强基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村里又打造了
村级卫生室，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硬实
力”。走进总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的
崔北村卫生室，室内医疗设施完备，诊
疗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中医阁等
布局合理，可为周边9800余人口提供
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健康咨询以及
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同时提供拔罐、
艾灸、耳穴埋籽、推拿理疗等中医药适
宜技术服务。“以前头疼发热、感冒咳
嗽、腰腿疼都要往镇上的卫生院跑，现
在家门口有了卫生室，老百姓可以直
接带着医保卡去拿药、打针、输液。每
周一、三、五全天还有来自镇卫生院的
医生坐诊，让我们在小小卫生站解决
就医大问题，老百姓反响特别好。”村
民濮先生感叹道。

李明还趁热打铁建立“文明荟崔，
幸福加倍”党建品牌，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瞄准群众的关注点、烦心事，提升
改造了塘头老年活动室，实施“老年助
餐”暖民心行动，盘活万家塘闲置空间
打造微景观；扎实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费用改革事宜，积极保障崔北医
疗站、幼儿园投入使用，让村民生活更
有质感。

小切口“破题”办百姓心头事

本报讯（何奕欣 姚晗 陈旸 赵怡
昀）“我从事写作40年，写了90多本
书。很开心跟孩子们分享如何插上读
和写的翅膀。”11月9日下午，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秦文君来到常州经开区文化
活动中心，以“让孩子拥有读写的翅膀”
为主题，举行了一场阅读经典报告会。

秦文君的作品《男生贾里》《女生
贾梅》《小香咕全传》等陪伴了一代又一
代孩子的成长。秦文君分享了她对于
经典阅读的理解以及文字背后的创作
故事，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教会孩子们如
何静心阅读、沉心创作。秦文君表示，
阅读对于孩子非常重要，是他们走向卓

越的重要台阶；在写作过程中，不要打击
孩子的积极性，要让他们从轻松流畅的
行文过程中体会写作的快乐。

当天，“名家聚经开”阅读品牌正式
启航，聘请秦文君担任常州经开区阅读
推广大使。常州经开区图书馆将以此为
起点，邀请行业内文学巨匠、文化学者带

来讲座分享。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依托图书馆、各

乡镇街道图书分馆、秋白书苑等各类文
化阵地，广泛开展各类阅读活动，去年
10 月 28 日，常州经开区文化活动中心
建成投用，全新的区图书馆开放，为市民
提供了高品质的阅读新空间。

“我们将用好经开区文化活动中心
阵地，以品牌活动为引领，通过建立点上
服务、面上拓展、线上延伸的全民阅读架
构，丰富阅读方式、渠道和范畴，打造跨
场景的全民阅读服务圈，为广大居民提
供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常州经开区教育
和文体旅局副局长李婧玉表示。

“名家聚经开”阅读品牌启航

秦文君担任常州经开区阅读推广大使

本报讯（何奕欣 冯杰 梅嘉慧 杨
骏） 记者11月6日获悉，近日遥观镇
社区食堂半岛餐厅开业。该餐厅盘活
利用闲置资产，引进优质餐饮服务企业
建设运营，用实惠的价格和便利的用餐
服务解决了周边居民的就餐问题。

遥观镇社区食堂位于半岛小区
305幢，总面积约666平方米，营业时
间为早上 6 时到晚上 8 时，提供全域
全年龄段的3餐服务，其中60周岁以
上老人在上午 10 时到下午 1 时半期
间享有不同优惠政策，结账时只需刷
脸支付即可享减免优惠。

“味道可以，份量也很足，带小孩
来吃挺好的。”陈雨欣就住在附近，她
正在照顾2岁的小儿子用餐，虾饼、上
骨、红烧肉等食物都很符合孩子的口
味。陈雨欣告诉记者，之前都是在家
做饭，一边做饭一边带孩子不方便，以
后用餐有了好去处。据了解，遥观镇
社区食堂周边有遥光辰苑、临津花园、
半岛家园等居民小区及遥观中心幼儿
园、宋剑湖高级中学等学校，满足周边
居民的用餐需求。

社区食堂兼具老年助餐功能。今
年 73 岁的居友中点了一份三鲜汤和
一份白玉菇炒牛肉，“这里用餐环境
好，菜品丰富，口味清淡，适合我们老
年人。”居友中表示，不仅可以选自己
喜欢吃的菜，还可以享受到政府补
贴。记者注意到，除了现场用餐，社区
食堂准备的各馅馒头、麻糕、甜甜圈等
点心也很受老年人欢迎，很多老年人

将其打包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10 月初试营业以来，我们每天

客流量在 1000 人左右，其中老年人
约200人。算上点心，每天菜品在60
个左右。”遥观社区食堂负责人王春梅
介绍，社区食堂聘请了专业的餐饮营
养师，结合老年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
等，制定多样化菜谱，为他们提供低
脂、低糖、低盐的菜品。此外，现场张
贴健康餐饮指南等小贴士，让老年人
及时了解科学、营养的膳食知识，养成
良好的用餐习惯，老人专属的无棱角
设计爱心助老专座可避免磕碰划伤等
情况。“我们的服务员平均年龄45 岁
左右，年龄大一点能更好地跟老年人
交流沟通。”

“我们俩是从潞城来的，前两天路
过这里看到环境、菜品都很好，就来尝
一尝。”居民李逸峰与妻子一同前来用
餐。不用做饭、不用洗碗，可以选择喜
欢的多种菜肴品尝，价格还经济实惠，
李逸峰夫妇俩对遥观社区食堂赞不绝
口。“门口小料台有调料、饮用水、免费
汤粥供应，在细节上很贴心。”

记者从常州经开区社会保障和卫
生健康局了解到，全区目前重点打造
社区食堂 6 家、老年助餐点 19 家，实
现了 3 镇 3 街道全覆盖，截至目前服
务老人35万余人次。接下来，常州经
开区将持续擦亮“经品颐养”民生名
片，聚焦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打造形式
多样、覆盖广泛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收获“满满的幸福”。

一口热乎饭 吃出幸福味

遥观镇社区食堂开业

本报讯（何奕欣 周春兰） 11月8
日，常州经开区丁堰街道蓝山湖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推动绿色发
展 共建幸福蓝山”主题文艺展演活
动。常州春之声艺术中心成员们带来
了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活动在舞蹈《江山无限》中拉开序
幕，锡剧《沙家浜·风声紧》选段引起居
民跟唱。“仿佛带领我们回到了战火纷

飞的革命年代，提醒我们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具有50年党龄的张云公
表示。

“我们了解到大家对戏曲、歌舞等
文艺演出的呼声很高，特地邀请了艺
术中心的老师们前来演出。”社区网格
员刘莹表示，本次活动还融入绿色发
展理念，倡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

文艺展演来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