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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涛 文 王锐 摄

近日，武进区前黄镇李臣农
庄正准备春节前新米礼包的设计
和稻米包装。以绿色有机优势成
为前黄大米顶流品牌的“前黄李臣
大米”，今年入秋在武进率先收割、
率先销售，目前已完成2/3的稻米
销售，预计明年春节前将完成本季
稻米的销售。据农庄当家人李臣
介绍，由于武进稻米产业农合联实
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工程，不
仅打响了“前黄大米”品牌，形成了
订单化的热销格局，还带动了“武
进大米”整体水平的提升，惠及
7900余户种粮农户，亩均稻米种
植收入达1800元。

据武进稻米产业农合联会长
余凯介绍，前黄镇作为武进区稻米
种植大镇，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
1333.33公顷，占全区的1/3，前黄
大米年产近 1.5 万吨。前黄大米
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十月下旬，
就进入了前黄大米收割期。脱壳
之后的前黄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
透，煮熟之后饭粒油亮、香味浓郁、
口感软糯，还具有凉饭不硬的特
点。用它做成的新米饭，有着“酒
席桌上一道菜”的美誉。

自去年开始，武进农合联积
极实施前黄大米地理标志产品及
区域公共品牌创建工程，发挥境内
水资源丰富、土质肥沃、日照充足
的优势，选用由江苏（武进）水稻研
究所多年精心培育的优质食味粳
稻品种，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和
管理，推行轮作休耕、稻鸭共作、绿
色防控等技术措施，所产稻米达到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准；同时，
严格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
管平台要求，做到产前抓农业投入
品监管、产中抓农业标准化生产、
产后抓农产品抽检和追溯，实现大

米从产到销全过程质量控制。
今年8月，武进区稻米产业农

合联成立后，开始实施以“前黄大
米”“新康大米”“岑村大米”带动

“武进好米”的品牌工程，打响精耕
化武进稻米的全面升级，并实施了

“四步走”行动。
第一步，建立稻米农合联模

式。由常州市农业龙头企业——
江苏申新米业有限公司牵头成立
武进区稻米产业农合联，会员涵盖
种子提供、生产加工、农机作业服
务、农资供应、经营销售等稻米产
业领域。构建了“企业+合作社+
农户+基地”运行模式，为会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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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步 ，建 立 帮 扶 合 作 机
制。武进稻米产业农合联会充分
发挥会员单位主体作用，通过合
作、交流、培训等形式为种粮户提
供各类帮扶合作服务，以互学互比
互助提升会员生产加工能力，引进
新品种、新技术，培养会员品质意
识、品牌意识和市场意识，扩大“武
进好米”的品牌影响力，特别是在
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影响力。

第 三 步 ，建 立 技 术 服 务 机
制。由稻米产业农合联特聘江苏

（武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庆为
稻米种植技术专家，针对选定品
种、统防统治等关键环节进行指
导，通过统一采购农资、统一田间
管理标准等手段，在稻米产业农合
联会员内逐步统一水稻种植技术
规程。并通过建立稻米产业“庄稼
医院”，采取专家坐堂门诊和下到
田间地头巡诊的方式，做好科技助
农“最近一公里”服务。

第 四 步 ，建 立 助 农 党 建 机
制。稻米产业农合联依托区供销
社党建系统，建立“党员带会员，会
员带农户”稻米产业党建助农网
格，深入田间地头，发挥助农党建
平台优势。其中新建立的郭飞、李
臣、沈记3个家庭农场（种植基地）
的党建宣传景观小品，成为党建助
农示范点，示范效应持续发挥。

武进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副主
任万小琴告诉记者，武进稻米产业
农合联以品牌战略为抓手，既要以
现代化精耕的理念产出“武进好
米”，更要在长三角经济圈打响“武
进好米”这个牌子，推进武进稻米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稻米农户走
上致富之路。

武进稻米产业农合联实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工程

品牌建设带动“武进好米”飘香长三角

■常人社 倪乃强 秋冰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
人社局获悉，我市深入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稳定
和扩大就业，全面启动发放
2023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金，首批惠及 6.5 万余家
单位，发放金额近3亿元。

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的单位，应同时具备
三个条件：上年度未裁员或
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30人（含）以下的参
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
职工总数的 20%；生产经营
活动符合国家、省及所在区
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
策，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企业
和“僵尸企业”名单；依法参
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
业保险费 12 个月（即 2022

年1—12月）以上。
具体发放标准分别为，

中小微企业按企业及其职
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 60%返还，大型企业
按 30%返还；按单位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
业实施稳岗返还；社会服务
机构、社会团体、基金会等
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
业单位），参照大型企业实
施稳岗返还。

据了解，为推动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落地见效，市
人社部门持续优化“免申即
享”的经办模式，以精准、便
捷、安全为导向，依托省人社
一体化信息平台，通过系统比
对、数据共享、资格审核、部门
联审等系列举措，精准锁定符
合政策条件的单位，并将稳岗
返还资金直达单位银行账户，
实现“零跑腿”“零材料”，让单
位直接受益。

全市今年稳岗返还资金开始发放

首批惠及6.5万余家单位

■李青 周欢欢

本报讯 6日，江南环球
港爱心献血屋正式启用。
这是全市（含金坛、溧阳）第
20个献血点，屋内设有征询
区、体检区、检验区、采血区
及休息区，献血者可“一站
式”完成献血全过程。

“江南环球港献血屋位
于新北区通江中路 598 号
江南环球港东北门旁，建筑
面积 70 平方米，设计与城
市规划相适应，与街道、商
场相融合，与周边环境高度
和谐。”市中心血站
党总支书记、站长
徐立介绍，江南环
球港爱心献血屋将
进一步发挥新北区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基地作用，为全市志愿者提
供互相交流与开展志愿服
务的平台，为献血者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近年来，我市采供血事
业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已
连续 6 届、12 年获评“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市”。2022
年，我市城区千人口献血率
达 28.6‰，高于全省 13.4‰
的平均水平。

江南环球港爱心献血屋
正式启用

■吴燕翎 汤可人 文 朱臻 摄

本报讯 日前，全国绿化模范
单位和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表彰
名单公布，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
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城
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也是全省
首个获此殊荣的高新区园林绿化
主管部门。

近年来，新北区住建局全面
夯实城市绿色生态基础、精细布
局城市蓝绿空间、全面提升绿化
精细管理水平，为常州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生
态园林城市、省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作出了贡献。

新北区以大型生态林地为主
体、大型公园绿地为核心，以沿

“江、河、湖、路”绿地为网络，加快
形成“林网、水网、路网”的城乡覆
盖大绿化格局，构建了以运河、新
孟河、藻江河等为骨架的“四横四
纵”生态空间网架。通过持续实

施绿色通道、公园绿地、造林绿化
等 101 个项目，新增绿地 81.83
公顷，改建绿地 14.45 公顷，相继
建成三江口公园等 20 个公园绿
地；建设提升乐山路等11条道路
绿化、珠江路等 5 处垂直绿化。
近 5 年来，对 32 棵古树进行抢救
复壮，高标准完成国家、省级古树
试点样树 4 株。新龙生态林获评
省人居环境范例奖。新改扩建
15 个口袋公园，建成 17 个园林
式单位、15 个园林式居住区，薛
家镇获评“国家园林城镇”。全区

绿 地 率 39.91% ，绿 化 覆 盖 率
45.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3
平方米，园林绿化高质量考核位
列全市第一。

同时，新北以“绿动高新，逸游
未尽”为品牌，建设3个“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组织开展园
事花事护绿公益活动近百场。新
龙生态林作为全省首批“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吸引50余家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3300余
组爱心家庭参与植树5000余株，
树木认养40000余株。

全省高新区首家“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花开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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