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益钧 版式 王烨 校对 陈锦霞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城事 家门口· 3本版电话：86632072

家有喜报 官宣幸福
常州日报、常州晚报

《家有喜报》
公告服务

承接各类个人喜庆
公告登报服务

宜

乔迁

添丁

祝寿

宜

订婚

嫁娶

庆生

需要指定日期刊登的，须在刊出日期前两日起提前办理和预约。
登报热线：86603740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590号常州现代传媒中心3号楼一楼

常州日报社便民服务中心

扫码即可线上办理

■汤怡晨 刘晓欢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在天宁区红
梅街道康云明居小区5幢甲单
元前，新安装的光伏电梯运行稳
定，而贴满光伏板的电梯井外
墙，让老旧小区充满了科技感。
这里是全市首批在老旧小区加

装的光伏电梯中的一处。
“目前，天宁区已经投入运

营的光伏电梯有2台，还有3台
正在施工。”天宁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老旧小区设置光伏
电梯和屋面光伏发电设备，在方
便居民日常出行的同时，解决了
电梯加装难筹资、楼顶隔热和屋
面防水难处理等问题，更是我市
推进新能源之都建设中在应用
场景方面的探索。

康云明居小区建成于2000
年，小区里基本是未装电梯的6
层居民楼。“我们这栋楼老人多，
特别是5楼和6楼的住户都70
多岁了，上下楼很不方便，没电
梯还真不行。”家住3楼的业主
刘平告诉记者，经过小区业委会
多方考察后，决定尝试加装电
梯，并且是“光伏版”。

刘平给记者算了笔账：“加
装1台光伏电梯的费用，比普通
电梯要少10多万元。我们2层
到6层一共10户人家，仅建设安

装费用，平均每户就能省下1万
多元。”刘平还开心地告诉记者，
等光伏电梯并网发电后，尽管收
益归运营方所有，但他们也包下
了前5年的电梯运维费用和前
16年的电梯运行电费。

“我们跟中国华能集团有限
公司、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在这台电梯上采用了特别
技术，实现微光发电。”光伏电梯
项目常州地区负责人吴福娣介
绍，因为加装电梯一般都在居民
楼北侧，达不到阳光直射条件，
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光伏电梯
只在居民楼屋顶搭建光伏板。
此次加装光伏电梯因为采用了
微光发电技术，除了在屋顶搭建
光伏板外，在电梯井外墙也安装
了光伏板，提高了整体发电量。

吴福娣说：“目前这里的电
梯还是使用物业用电。根据我
们对光伏发电站建设成本的测
算，同一小区光伏电梯达到3台
后，即可建站并网发电。”

加装费更低，还免5年运维费和16年电费

我市首批光伏电梯投用

■徐蕾 葛美云 王锐 图文报道

麦过春分昼夜忙。眼下，小
麦进入返青、拔节的关键期，新
北区西夏墅镇水塔口村委袁家
村种粮大户袁小平每天从早忙
到晚。

临近中午的一天，穿梭于青
翠之间，袁小平正指挥一辆自走
式打药机给小麦进行作业。“今
年苗情整体较好，苗齐、匀、壮，
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2020年，袁小平从村里流
转了200亩耕地，一年两茬轮流
耕作小麦和水稻。站在田头，袁
小平给记者算起账来：“麦子亩
产可达400公斤，一年总产值约
22万元。水稻亩产约500公斤，
一年总产值24万元。”袁小平说，
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他还
享受到购肥优惠补贴、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种粮大户奖补等。尝
到甜头的袁小平，没等7年土地
承包合同到期，就赶在去年秋播
前又流转了村里80亩耕地。

水塔口村是西夏墅镇全力
推进“粮田”变“良田”工作的一
个缩影。在实际“转产”过程中，
水塔口村还在挖、运、清、平、改、
耕等方面予以资金支持。目前，
全村已有300多亩耕地实现“转
产”。

近年来，西夏墅镇通过政府
引导、村为主体，统筹推进耕地
保护、撂荒地整治、耕地“进出平
衡”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
一方面，通过结合卫星遥感影像
等技术，网格化逐村逐户开展排
查摸底，确保范围清、底数清、标
准清；另一方面，鼓励各村因时
因势调整结构，守牢耕地保护红

线。
此外，西夏墅镇还高质量开

展永久基本农田的高标准改造、
提升，通过土地小改大、田间道
路修筑、灌溉工程、农田输配电、
打造无人农场等方式，进一步提
升农田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农田
灌溉及耕作条件、增强农田抗灾
能力。

“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农业
招商力度，引入新型经营主体，
建立‘农业龙头+基地+合作社+
农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更有
奔头。”西夏墅镇农业局局长李
伟说。

西夏墅镇筑牢粮田“耕基”

绘就新时代苏南“粮”辰美景

■庄奕

俗话说，春无三日晴。
11 日白天还是春意融融的
暖阳模式，晚上雨水又将轮
值上线。12 日阴有雨并渐
止，14日至15日又将迎来阵

雨或雷雨。好在气温变化不
大，最高气温一直保持在
20℃以上。

杨柳飞絮，堪称春日里
一道“恼人”的风景，飘飘扬
扬似飞雪，却又纷纷扰扰刺
眼鼻，过敏体质的人更是苦
不堪言。一般来说，上午10

时至下午4时是飞絮的高发
时段，过敏体质的人要尽量
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外出
时戴墨镜、口罩遮挡，回家后
可清洗鼻腔。皮肤沾上杨柳
絮要用温水清洗，出现皮肤
瘙痒、红斑、丘疹等症状要及
时就医。

春日飞絮惹人烦

■黄洁璐 周峻年

本报讯 记者从市公交集团
获悉，应天宁半程马拉松赛组委
会关于赛事交通保障要求，4月
21日赛事期间，有10条公交线
路进行临时调整。214路、303

路于21日上午临时停运。B12
路、8路、17路、64路、202路、217
路、321路、T100路部分路段取
消。相关道路交通管制结束后，
临时调整线路恢复原线路运营。

市民对当天路线调整如有
疑问，可拨打12328交通服务热
线咨询。

天宁半程马拉松赛事期间

10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庄奕 图文报道

在很多小伙伴眼里，没有
鸡爪的卤味是不完整的。那肥
糯又富有胶质的鸡爪，展开唇
齿间最畅快的撕扯游戏，是居
家旅行必备之良伴。

昨天早晨8时许，记者走
进了花园菜场的小章鸡爪店。
在玻璃隔挡前，因为口味选择
太多，好几位顾客正犹豫不
定。五香、虎皮、泡椒、柠檬、酸
辣……一盆盆不同口味的鸡爪
看得人食指大动。旁边几位老
婆婆还在出主意，五香的有嚼
劲；虎皮的先炸后卤，更为软
糯。

看到顾客犯了选择困难
症，29岁的小老板章晓峰贴心
建议：“你就选五香鸡爪吧，这
是店里的招牌，错不了。”章晓
峰说这话的底气，一大半来自
20多年老卤汤。他的父亲章军
桂是安徽人，有一手祖传的制作
卤味手艺，1999年和妻子一起
来到常州打拼，就在花园菜场摆
摊销售鸡爪，至今已有25年。

开业那一年，章军桂用八
角、桂皮、丁香、花椒等数十种
香料，精心调制了好几锅卤
汤。从此之后，每隔两三天，汤
里就加入新的香料，一直用到如
今。香料与肉质的滋味相互渗
透，这几锅卤汤滋味越来越醇
厚，形成如今的独特咸鲜口感。

老汤一用20多年，不会变
质吗？面对记者的疑问，章晓

峰老神在在地解释，老卤汤在
卤制食材时，每天都要经过高
温煮沸、低温焖煮，高温煮沸的
过程本身就是在杀菌消毒。而
且，许多香料对多种细菌具有
抑制作用，可以防止卤汤变质。

从销量可看出食客的钟
爱，小店一天能售出100多斤
鸡爪，到了节假日还要翻倍。
记者注意到，小章鸡爪的店门
口虽然没有排长龙，但顾客往
来不绝。章晓峰告诉记者，小
店每天早晨6时开门，中午休
息 3小时，后头营业至晚上 7
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6
年前他大学毕业后来店里帮
忙，从此每天早晨不到6时就
起床，比上中学时还早；外出旅
游只有过一次，也才玩了4天。

“我已经算起得晚了，父母
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一直要
忙到晚上8点。每年春节回老
家探亲，父母都是轮流回去
的。没办法，店里离不开人。”
章晓峰对记者说，这 20 多年
来，他的父母从未出门旅游，只
能在纪录片里看看风景。

这些年来，父母的辛苦最
让章晓峰心疼。但一家人闲聊
时，章军桂却常说，小店鸡爪能
让周边居民常常惦记着，成为
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想想就自豪。

2525年老汤年老汤，，卤出一味鸡爪卤出一味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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