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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区人社局
就业中心了解到，为保障失业
人员基本生活，常州市人社局、
财政局联合发文，扩大失业保
险保障范围，阶段性实施失业
补助金。

失业补助金申请对象包括
2020 年 3 月至 12 月，在我区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未就业的
失业人员及失业前最后参保地
为我区、在 2020 年 3 月至 12 月
期间失业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
险金条件的参保职工。

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为在
常州市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5
年（含）以上的，失业补助金标
准为每月 750 元；常州市累计
缴纳失业保险费 1 年（含）以
上、５年以下的，失业补助金标
准为每月 550 元；在常州市累
计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到 1 年
的，失业补助金标准为每月 300
元。

发放期限为自申请次月起
按月发放失业补助金（2020 年
3 月以来符合条件的月份予以
同步补发）。失业补助金只能
申领 1 次，申领期限最长不超
过 6个月。对符合条件的失业
人员，可以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
起开始申请，受理期限截止到
2020年 12月 31日，逾期不再受
理。

符合申领条件的失业人员
可以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
申领。若线下申领，失业人员
凭身份证至我区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就业综合窗口办理。若线
上申领，失业人员可通过“常州
人社APP”进行网上申报。

徐欢 周燕

我区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观察记录水情、雨情，统计
排涝站开机情况，排查处置险工
隐患……自进入汛期尤其是入
梅以来，这些就是指前水利管理
服务站工程员邓俊辰每天的主
要工作。为确保安全度汛，邓俊
辰吃住在单位，加强值班巡查，
连续两周没有回过家。

7月 20日晚上 8点多，邓俊
辰接到消息，芦溪村董家圩发
现一处管涌险情，他立即穿上

雨衣、套上胶鞋，前往险情处查
看具体情况，“有户村民的鱼塘
干塘，导致内外河水位差太大，
出现了管涌。”邓俊辰立即与同
事商定处置方案，最后决定垒
筑“燕子窝”。

情况紧急，方案定下后，邓
俊辰马不停蹄驾车运送麻袋、
木桩等防汛物资并参与到抢险
工作中，耗时 4 个小时，终于在
7 月 21 日 0 点 50 分搭成一座直

径 3 米、高 2 米的“燕子窝”，有
效遏制了险情。

水利基础设施的防汛能力
提升了，日常巡查也不能放松。
今年 3月，邓俊辰和同事将全镇
的圩堤一米不漏地巡查了一
遍，处置了多起险工隐患。5月
进入汛期以后，他更是时刻关
注各个圩区情况，做好各项数
据记录、上报工作，同时加大对
圩堤、排涝设备的巡查次数，经
常要到凌晨才能休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
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我觉得
很自豪。”2017 年 7 月，邓俊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指前镇
农水支部的一员。他坦言，一
次次安全度汛，看到村民茶余
饭后悠闲地在圩堤散步，自己
所付出的努力很值得。陈玉婷

“防汛抗洪党员先锋”
系列报道

邓俊辰：成功处置多起险工隐患

邓俊辰（左）和同事巡查圩堤

公 告
根据江苏省地面电视

播出实际需要，江苏省广播
电视局将于 2020 年 8 月全
面关停无线模拟电视节目，
金坛区广播电视台原先转
播的无线模拟电视节目（中
央一套、金坛新闻综合频
道）将于 8 月 10 日同步关
闭，关闭后可以使用地面数
字电视信号接收（咨询电
话：82108095），特此公告。

金坛区融媒体中心
金坛区广播电视台

2020年 7月 27日

今年6月起，我区推行“一机双屏”、身份证照片“多拍优
选”服务，通过增加一台拍照时面对群众的显示器，实时显示
拍摄效果，群众对照片不满意的，可以申请重新拍照3次，从中
选取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目前我区12个身份证办理点的“一
机双屏”系统均建设到位。 左燕 张超

（上接第一版）在保持对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的同时，统筹抓
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进一步研究“放管服”工作
机制，积极主动帮助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和环境管理中遇到的
困难问题，引导企业坚定发展
信心，加快产业创新和转型升
级，更好地促进高质量、高水
平、可持续发展。

抓好安全生产是补齐民生
短板的要义之一。区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朱网富表示，将持续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认真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各项工作任务，紧盯危
险化学品、冶金等工贸、非煤矿

山三大行业领域，抓好重大风
险隐患整改，紧抓危险化学品
安全综合治理、违法违规“小化
工”百日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

全力服务企业，需要统筹
资源打造承载平台。区科技局
党员干部表示，将积极助力打
造金坛华罗庚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等创新平台，大力引进高质
量原创性科技型企业，加强政
产学研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河
海大学的校地合作，引导和推
动企业科技创新。
建君 徐欢 李蕾 玉婷 月霞

在金坛兰花界有一位名人，
说她出名，不仅是因为在她身上
有种植兰花致富的经历，更是因
为她带领合作社成员一起走上小
康路的故事。她，就是金坛兰花
协会副会长、海峡兰花专业合作
负责人刘海燕。

记者来到海峡兰花专业合作

社的兰花基地，一眼就看到了正
在忙碌的刘海燕。今年45岁的刘
海燕，从事国兰培植与销售工作
已有十多年，她告诉记者，种植兰
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刘海
燕曾在银行工作，父亲是金坛兰
花协会前会长，曾于 2007、2008、
2009年连续三年私人出资在金坛

举办“长江杯”全国蕙兰展，此举
惊动全国整个兰花界，“金坛蕙
兰”由此声名大噪。

为了这份事业的拓展及传
承，2007年刘海燕毅然放弃了安
稳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当起了花
农，跟着父亲从零学起。

在精心栽培传统品种同时，
刘海燕敏锐发现新花品种，目前
已选育并自行命名的有：金蜂巧、
茅山素、飞翔、紫气东来等名贵蕙
兰。无论是传统还是新花品种，
在历届全国兰展都分别获得金
奖。刘海燕在发展壮大自家兰花
产业的同时，成立了海峡兰花专
业合作社，发展兰花经济，推动金
坛兰花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
贫。2011年5月海峡兰花专业合
作社就被评为江苏省“五好”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2016年，刘海燕又租赁了金
坛农耕园的部分土地新建现代化
兰花大棚。当时，有好几个兰花
种殖户没有合适的种植基地，一
筹莫展。刘海燕得知后，立即向
他们抛出橄榄枝，愿意将部分种

植基地提供给他们种植兰花。社
员们表示，多亏了刘海燕给他们
安排地方，这才让兰花有了安身
之地。现在，农耕园内的兰花基
地共有6家规模种植户，大家抱团
发展，共同传播兰文化，促进业界
交流。

海峡兰花专业合作社每年会
举办兰花栽植技术培训班 4-5
期，组织社员选出自己培育的品
种兰花参加市、省级蕙兰展 1-2
次。合作社成立以来，已辐射带
动妇女就业67人，人均年收入增
收1.3万元。“今天真高兴，在家门
口卖了几棵兰花，挣了500多元。”
金坛兰花种植户杨女士告诉记
者。杨女士从2016年开始种植兰
花，现在已经种植了二三十个品
种，增加了收入，家庭生活也有了
改善。

在金坛兰花合作社，像杨女
士这样的社员有100余人。合作
社还经常组织人员带着兰花种植
产业所需要的技术、信息、管理等
走进社员家中，把技术创新的成
果就地转化，帮助大家脱贫致富。

“只有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提升创
新能力，增加产业厚度，才能有发
展后劲儿。”刘海燕说。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刘海
燕把目标锁定在了网络销售中，
并在中交网上注册开设了店铺，
合作社的兰花通过这个平台让全
国各地更多的兰友认识并接受，
很多兰友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亲自
挑选兰花。如今海峡合作社的客
户已遍布全国各地，网上交易和
现场交易各显风采。

朵朵兰花，芳香四溢。对于
未来，刘海燕信心满满，她表示将
继续扩大兰花种植面积，吸纳更
多贫困群众投身于兰花种植，真
正走出一条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
发展、合作社助力农户收益的新
路子，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

余月霞 黄晓春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有一群人，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瓦，在用自己的努力推动和谐社会步步前行。

刘海燕：兰花牵手合作社 引领小康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