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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婕 李垚
通 讯 员 赵玉涵 丁文锦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稻田
里，收割机、拖拉机、搂草机、旋耕机、
叉车、运输车一字排开；稻田边，各镇
农机员穿梭在农机之间，与农机手进
行协调，这便是横山桥镇晚稻收割的
场景。

让散乱差的贫瘠田变为连贯成片
的高标准农田，在省、市、区生态和农
业农村部门关心和指导下，横山桥经
过 3 年建设，已经实现了 467 公顷小
田变大田，占常州经开区总任务数的
56%，成为了常州经开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第一方阵”。到2027年，该镇
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80公顷，有
了前 3 年的土地流转、地力提升和科
技兴农的经验，从农技人员到农户，信
心十足。

土地流转

横山桥镇新安村，连片的稻谷随
风摆动掀起层层“金浪”，收割机正忙
碌地在金黄的稻田里来回穿梭，处处
是醉人的丰收图景。

“原本这块耕地上，都是农户们为
种葡萄和梨子搭建的大棚。”在新安村
村委工作人员刘旭华的记忆里，过去
经济效益相对偏低的粮食种植乏人问
津，村里“非粮化”种植行为占多数。

“还有不少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将土
地流转给其他种植户。”

2022年以来，横山桥镇打造高标
准农田，将原来的果蔬大棚全部收回
种植小麦和水稻，并新建两座一体化
泵站用于灌溉，实行智能化管控，目
前，新安村高标准农田面积近 60 公
顷，成为远近闻名的“稻香村”。如今，
新安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即将成为常州

经开区耕地保护千亩示范区。
周孟飞介绍，3年前，横山桥镇针对撂

荒、弃种、无主等土地，逐地块查清位置、
面积、用途等，建立了“底数一本账”。实
行部门联动、精准研判、挂图作战机制等
措施，全速推进土地要素精准保障。当年
对朝阳路以东规划区内8个村的实地调
研，聚力先行耕地启动区的打造。

在五一村“陌上青绿”田园综合体建
设现场，经过两个月的平整，过去相对松
散的小田已经连成片，一共 7.27 公顷，
目前已经撒了麦种。

村委委员刘炀告诉记者，土地流转
十分顺利。村大队长梅科军原本将零散
地租给别人种，“租金每亩500元至600
元，多的时候不过 1000 元，统一流转
后，租金高了，每亩1200元，也不用盯着
地块看情况了。”周围村民看到他主动流
转土地，也纷纷表达了流转意愿。

周孟飞介绍，自高标准农田第二期
项目建设以来，横山桥镇已在东周、新
安、西柳塘等 6 个村新建高标准农田
240 公顷，完成了“小田变大田，散块变
连片”的农田改造。

地力提升

看着农机收割完70公顷地，横山桥
新安村高标准农田承包农户倪卫兴才有
空回复手机上 20 多个新米需求的微
信。“3年来，每到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就
是热线。”倪卫兴坦言，有这样的销售势
态，还得从高标准农田建设说起。

2021年，东柳塘村民倪卫兴第一次
听说“高标准农田”。村里开会，村书记
动员：“今年政府要建高标准农田，土地
使用权不变，免费提升，大家伙儿说说，
愿意不？”

“高标准农田？”老倪听着十分新鲜：
“怎么样算是高？”时任横山桥镇农业农
村局局长金文华回答：“集中连片、设施

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
通过现代化机械耕作，保障粮食安全。”

疑惑一解，倪卫兴举双手赞同。很
快，建设队伍就到村里平整土地，倪卫兴
也凭借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种地经验，拿
下了东柳塘和新安片区的高标准农田的
经营权。除了围绕沟渠路进行建设，地
力提升成为建设重点。

这两年，倪卫兴的地里十分热闹。
增肥力——乡镇指导秸秆还田，配

合使用政府分发的生物菌肥，土壤肥力
大大增加。

深翻土——组织农机对农田土地深
翻深松30公分。“别小瞧这个，可以把杂
草种子、黏附在草叶子上的害虫卵等翻
到地底下，让它们自然腐烂，减少病虫
害。”倪卫兴说。

横山桥镇生态与农村办公室农业农
技科工作人员张岳忠说：“土地是粮食丰
产的底盘，地平了，产量就高了。以新安
村为例，收成好的时候，水稻亩产量约为
650千克，小麦亩产量约为450千克。”

科技兴农

“过去的地，收成主要看天，并且地
块小而零散，大型机械不能下地。这几
年，耕地全部变成了旱能浇、机能耕的高
标准农田，粮食连年高产、稳产。”说起高
标准农田带来的好处，种植大户朱建良
深有感触。

在朱建良展示的视频里，记者看到
智能插秧机在稻田来回穿梭，走线直、插
秧准，还不用握着方向盘，实现“无人驾
驶”。“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有一天不用
驾驶，机器就帮你把活干了。”

新技术与新设备结合，亦是横山桥
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一道风景。

记者注意到，老朱田里的泵站只需
按下开关，泵站就会抽取附近的水源，传
送至防渗渠内，水流经由放水口进入农

田，一天就能完成灌溉，还能根据田间需
水情况，分区分片灌溉。

“杀虫灯要清理了，等待明年上岗。”
老朱指了指路边支棱着的新设备，望向
田间，每隔五六十米，就能见到一个小型
太阳能电池板，竖杆上挂着一只黄檐竖
桶，这是太阳能杀虫灯，也是智能虫情监
测站。在手机 App 内还能观测到虫子
诱捕情况，对整体稻田的病虫害防治十
分有效。“这些是政府统一采购发放给我
们用的，智慧化捉虫方式，给我们省了不
少事。”

高标准农田与高效化、智能化的农
业科技实现了“双向奔赴”。一个多月
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智慧农业行动
计划(2024—2028年) 》，提出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智能化解决方案和智慧农
(牧、渔)场技术模式，农业生产信息化率
达到 30%以上。“我们设想在龙潭湖农
业产业核心示范园先行先试智慧农业设
施。”横山桥镇生态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主
任许杰介绍。

今年下半年，位于横山桥镇东部的
龙潭湖农业产业核心示范园项目开工建
设，分为“两心”“六园”。“两心”即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及创新创业中心，计划明年
7 月完工；“六园”即食品公园、科技农
园、休闲农园、示范农园、渔乐文园、高标
准粮田，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目前高
标准粮田一共 67 公顷，建设进度已到
80%。负责建设的邓叶超告诉记者，龙
潭湖农业产业核心示范园还积极推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为智慧农业“强
筋壮骨”。

许杰表示，该项目通过物联网、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建
设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为驱动的现代
农园、以生产绿色高端农产品为目标的
都市田园、以承载江南水美文化为载体
的研学家园。

——横山桥高标准农田炼成记

“格子田”连片 寸土生寸金

□本报记者 李垚 通讯员 李玉和

早上 7 时，在横林镇瑞丰社区卫
生室的就诊室外，看病的村民就已经
在排队等候。就诊室里，一位白发“白
大褂”正给患者把脉问诊，神情专注。
给病人看诊的是吴国南，今年68岁。

“以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少来看
我哈！”尽管一天要看诊好几十人，
但吴国南对病人一直温柔随和。自
从 20 岁当上村医后，吴国南就没有
离开过横林镇，也没有换过工作，48
年兢兢业业的村医生涯，让他和村
民成了朋友，在病友们的口口相传
下，甚至还有从无锡洛社专程来找
他看病的患者。

1976年，高中毕业的吴国南被村
里推荐到横林医院进修培训。在横林
医院的一年时间，吴国南对从医产生
了浓厚兴趣。后来吴国南又跟当时武
进地区著名的中医专家谈国论学习看
病配药、输液扎针、针灸按摩等知识，
考取从医资格证。从横林医院顺利

“毕业”后，20岁的吴国南回到村卫生
室，开启了驻村医生之路。

“做乡村医生这么多年，假期出诊
看病是常有的事。”吴国南说，周一到

周六，他都会在村卫生室坐诊。除此之
外，如果村民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也会第
一时间帮忙。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有
一户村民因为家里人胃疼跑来敲门，吴
国南立马出诊。好在病人情况不是很严
重，吃了几副药后，身体很快就康复了。

“几十年都没有固定休息，习惯了。
不过最近三年，单位安排每周日休息一
天。”吴国南说，乡村医生是全科医生，从

接诊检查，到开药针灸都要“一手包办”，
所以会比较忙，但每次看到病人期盼的
眼神，听到感谢的话语，他就觉得这些都
是值得的。

早年横林地区乡村交通不畅，农忙
时村民看病不方便，吴国南就头顶草帽、
身背药箱，走到田间地头出诊。“农忙时
村民们忙碌，我也不休息，因为不少人会
在割草时弄伤自己，我就跑到现场帮他

们包扎，大热天来回走几趟，就和农忙的
村民一样汗流浃背了。”吴国南说，这么
多年来，附近的村民大都找他看过病，大
家对他非常信任。

担任村医 48 年来，吴国南感受到
了基层医疗条件的提升和村民体质的
变化。“相比过去，现在的社区卫生室
条件提升了不少，不仅有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等常见病的药物，还有针灸、按
摩等中医特色设备，村民们也对慢性
病防治和日常保健更加关心。”吴国南
告诉记者，自己还是镇上签约的家庭
医生。

7 年前，到了退休年纪的吴国南选
择继续在村医岗位上发挥余热。有了微
信后，病人变成了网友，他们通过微信向
吴国南咨询防病治病和保健养生等问
题，吴国南都尽可能地答复并给出建
议。吴国南的900多名微信好友中，有
800多人是他的患者。

“也不是没考虑过退休，但工作习惯
了，让我休息在家里，反而不适应。院领
导对我也比较信任，留我继续工作。还
有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横林片区的病人
比较多，我退休的话，这么多病人怎么
办？”尽管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但吴国
南有自己的想法：乡村更需要我。

900多名微信好友，800多名是患者

□本报记者 孙婕
通 讯 员 丁文锦

江南人的餐桌和时令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11月22日，在横山
桥南降村，一堆枯黄萧瑟之中，唯
水芹肆意生长，层层蓬勃舒展的
叶子给水田铺上了一块绿毯。

等待了 2 个月，芹农杨金梅
夫妇正忙着采收水芹，脸上是收
获的喜悦。拔水芹异常辛苦，必
须连着细白的根须连根拔起，连
同那一股淡淡的泥土清香。采好
的水芹在水田去泥后，上岸还要
再清洗、摘除多余的叶子，进行捆
扎和包装后方可销售。

作为横山桥有名的水芹种植
户，杨金梅夫妇已经种植水芹20
多个年头。虽说一年到头辛苦，
但付出总有回报，夫妻俩一年约
有10万元收入。

摄影 胡静 刘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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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垚 李玉和）铜丝线条
勾勒出轮廓，色泽鲜艳的珐琅釉点缀
其间……细如发丝的掐丝珐琅呈现出
充满立体感的敦煌壁画。记者昨天获
悉，来自横林镇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黄
洪德创作的掐丝珐琅画作《敦煌飞
天》，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被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藏。

走进黄洪德的工作室，如同走进
一个小型艺术博物馆，掐丝珐琅画作
品琳琅满目。这些作品以铁、铜、木版
等材质为胎体，以敦煌壁画《兰亭集
序》《清明上河图》等中国传统文艺作
品为创作主题，做工精细、花纹繁复、
色泽鲜艳。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黄洪德对常
州掐丝珐琅画不断创新。2000年，他
创作的《母性》《梦》入选第六届中国艺
术节，并获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精品展银奖；2002 年，《清明上河图》
获华东地区工艺美术精品展特别金
奖，《五牛图》获银奖；2003年，《五牛
图》《百古图》《荣华富贵图》等作品被
省政府选送参加中法文化交流锦绣江
苏工艺美术精品展。

“掐丝珐琅艺术已有1000多年历
史，呈现敦煌这类具有厚重历史的文

化，掐丝珐琅画非常适合。”黄洪德说，创
作这幅作品时他并没有去过甘肃敦煌，
而是翻看相关介绍时迸发了灵感，想要
将充满文化底蕴的敦煌文化符号与珐琅
画工艺结合，让传统工艺大放异彩。

掐丝珐琅画《敦煌飞天》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本报讯（刘懿） 酥松鲜香的横山
肉酥，柔软鲜嫩的横山桥百叶，酱香浓
郁的蒋凤记卤制品……11 月 23 日至
24 日，由常州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
局主办的“寻味经开”常州经开区农
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在圩墩遗址公园
滨水区域举办。20 家常州经开区农
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参展，通
过线上直播+线下推介相结合的模

式，全面宣传和推介常州经开区农
特产品。

活动中，中意横山肉酥、津津乐豆
腐干、横林李丁卤牛肉、狄坂大米、横
山桥百叶、蒋凤记卤制品等常经开好
味道吸引众多市民，常经开特色农创、
文创产品，也在现场展示。

现场还进行了产品推介、农产品
知识问答及抽奖互动等。

“寻味经开”农产品推介

本报讯（刘懿）记者近日获悉，常
州经开区部分道路正在施工改造。施
工期间，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避让、减
速慢行，注意交通标志线提示，必要时
采取绕行。

因横山桥新安村崇安路部分道路
两侧房屋及商铺进行提升改造，新安
村崇安路（新中路—新安老街入口）段

道路沿线施工，计划工期至2025年2
月11日。相关部门提醒市民，为保证
施工质量，在施工区域未结束前，请勿
擅自挪移施工护栏。

潞横路（江南路—镇环东路）大中修
项目施工计划至2024年12月31日，施
工期间采取限制交通措施，过境车辆需
选择S232、戚月线、朝阳路等道路绕行。

道路施工 提醒避让

本报讯（何奕欣 李佳蔚） 近日，
丁堰街道梅港社区在运河党建文化公
园开展“‘小网格’服务‘大民生’‘小
调解’促进‘大和谐’”主题网格知晓率
和满意度宣传集市活动。

活动现场分为互动游戏区和“网格
驿站”休闲区，居民们拿着集章卡片，通
过参与“网格服务内容连一连”“网格治
理知识翻一翻”“知晓率、满意度转一
转”等互动游戏收集印章，集满后可以
到“网格驿站”休闲区兑换小礼品。

“做小游戏的同时，学习到电信反
诈、扫黑除恶、网格治理、矛盾纠纷调
解等知识，拿到小礼品，很有成就
感。”社区居民张菊芬表示，活动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这些知识都与生活
息息相关。

“我是第二网格的网格员，有什么
问题可以找我……”网格员朱斌向居
民科普相关知识。他告诉记者，梅港
社区常住人口 5 千余人，共划分 4 个
网格。他说，网格员工作内容包括长
效管理、安全生产、矛盾调解、法律咨
询等，做好网格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多
和居民交流沟通，赢得大家的信任。

据悉，梅港社区将持续举办丰富
多元的网格活动，结合入户走访、知识
科普等形式，做实做细网格服务工作，
切实打通联系居民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构建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网格为民生 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李垚 徐哲） 近日，常州
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查处一起
销售改装电动车案件，在接到横林镇
网格员通过管网共治平台的举报后，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迅速展开调查，
并依法采取了相应措施。

10 月 17 日，横林镇网格员在日
常检查中发现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销
售的电动车存在异常，车尾装有靠背，
与正常电动车的外观不符。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随即对涉事门店进行

了现场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该店库存的10辆

电动车实物外观与产品合格证标注的
外观不一致，涉嫌违反了《强制性产品
认证管理规定》。市场监督管理局责
令当事人改正，并将案件移送至经开
区综合执法局进一步调查处理。

电动自行车改装潜在风险不容忽
视，可能增加车辆磨损速度、造成安全
隐患、影响车辆稳定性和操控性，从而
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查处一起销售改装电动车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