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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让城市更有“温度”

高素质农民，要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他们代表农业农村的未来。近年来，我区种粮大户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
撑，以农技提升为抓手，不断推陈出新，务实进取。作为指前镇的种粮大户，王三喜正不断成长，阔步更广阔的市场！

王三喜：政策春风下的“新农人”
今年 57岁的王三喜是指前

镇芦溪村有名的种粮大户，拥
有 30 多年的种田经验，很多人
问他：三喜三喜，究竟哪三喜？
他眯着眼睛，黝黑的脸上漾起
憨憨的笑意，说：“衣食丰足，儿
孙识礼，万谷归仓。”

盘子越来越大

“没有别的手艺，就种种地

吧，手里有粮，温饱应该不愁。”
从 90 年代开始耕种水稻，王三
喜几乎从未想过改行，也习惯
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
生活。和如今规模化种植不
同，原先的散户种粮技术差、成
本高、亩产低，许多农民不愿荒
废在田间地头，都选择了进厂
打工。

王三喜回忆起过去的种粮

岁月，仍印象深刻。“水稻只有60
元一担，再除去农药化肥成本、
农业税，每年种粮收益基本维持
家庭开支，就连当时儿子王刚上
小学的学费都是先向乡邻借账，
等从粮站结到钱再还上。”

“我们种别人家的田，最初
每亩一年给 100斤大米，发展到
每亩一年 300元。”渐渐地，流转
到王三喜手上的田越积越多，
2012年首次突破 100亩，如今他
已承包了 550亩田。

技术越来越好

田越来越多，农活也越来
越重，王三喜认为：如今农业政
策好，种好田也是条出路。于
是，他给从学校毕业后在上海
做焊工的儿子打电话，让他回
家“种田”。在经过激烈的思想
斗争和前景瞻望，王刚最终选
择了和父亲一起种好田、管好
地。

“儿子从修拖拉机开始，就
跟着我慢慢琢磨。农机学校只
要开课，我们就轮流去学去看
去听。”王三喜说，种田是手艺
活，吃的是技术饭，技术比黄金

重要。农业技术培训课程涵盖
了育秧、植保、收割等，课程非
常实用，完全贴合地头需要，不
用担心跟不上、听不懂。

在王三喜的带领下，王刚
很快通过了农机手的各项考
试，成为了三喜的好帮手。小
到有机肥的用量，大到农忙时
收割机的调度，王刚游刃有余。
火热的 7月，王刚带着农具在烈
日下巡田，黄豆大的汗珠挂在
脸上，浑身晒成了黑炭，却从不
抱怨。

口袋越来越鼓

2016 年初夏，因持续多日
大暴雨，王三喜刚种下的水稻
秧苗泡在水里十多天，半年的
心血近乎泡汤，亏损金额达 8万
元。幸好当时种粮大户都买了
农业险，获得了每亩 250元的补
偿。

“一开始因为亏损，很是灰
心。种粮是靠天吃饭的行当，
但后来政府在防洪抗旱上做了
很多实事，是我们大户的坚强
后盾。”除了靠粮食种植获得收
益，王三喜利用农机补贴购置

农机，也打开了致富的第二条
渠道，帮助散户进行作业获得
收益。

随着种植水平的不断提升，
去年王三喜种植的水稻平均产
量 1400 斤一亩、小麦 650 斤一
亩，今年小麦产量达 750 斤一
亩。在种植面积上，王三喜从不

“贪多”，1000 亩是他的种植极
限。如今，他以“订单式”水稻销
售为主，未来将沿着大米的生产
加工销售开展一条龙业务。

今年，王三喜开辟了一部
分农业试验田，按照不同的种
植模式、植保模式进行水稻种
植实验，通过精准化的流程控
制，打造高效、高产的种粮“秘
笈”，这对政策春风下的王三喜
来说，是绝好的机遇：成本少
了，产量高了，收益多了，口袋
鼓了，生活自然更富足，更喜
悦。 徐欢

本报讯 日前，我区举行
了“水润金坛 河你有约”河小
青巡河护河启动仪式暨毅行
活动，区河长办、团区委向 7支

“河小青”志愿者代表队授旗，
开展“和我一起，守护母亲河”
净滩行动。

我区将河长制工作与文
明城市创建相结合，探索建立
形式多样的“河小青”护河体
系，通过单位推荐、个人自荐、
社会招募等形式，累计招募

“河小青”志愿者 700人。
蒋建君 李培亮

我区建立“河小青”护河体系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 的 完
善与否，是文明城市的一
个重要标志。视障人士能
否顺畅地在盲道通行？坐
轮椅的人能否方便地搭乘
公 共 交 通 …… 这 些 问 题 ，
在城市管理要求愈发精细
化的今天，体现了一座城
市的“温度”。

近年来，为方便市民出
行、游玩，我区在城市主要
道路、公共交通设施等建设
了无障碍配套设施，保障了
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
童等人员的出行。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城
区主干道及主要商业街、步
行街等处的人行道，均按规
范要求设置了缘石坡道，使
人行道与行车路面直接衔
接；人行道开口部位、道路
标线和斑马线位置同步设置
无障碍设施，主要路口设立
过街音响信号设施，引导行
人安全通过人行通道；汽车
站、客运站、公共停车场等
公共交通场所，均达到无障
碍建设标准。

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一
项基础性工程，无障碍环境

是保障残疾人群体乃至老年
人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
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发展
成果的基础条件。我区从细
节入手，让既有的无障碍设
施更加实用、更加贴心、更
加人性化和有温度，也让更
多的、不同的群体共享文明
城市创建带来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李蕾

本报讯 9月 21
日到 9月 22日，2020
中国·金坛农民丰收节
暨江苏民盟现代农业专家行活
动在朱林镇黄金村举办。在活
动举办一周多前，金坛区融媒
体中心新闻部接到了央视驻江

苏记者站的直播
要求。新闻部立
即 收 集 相 关 资
料，与区农业农
村局和黄金村对
接，并将进展情

况及时反馈到
央视驻江苏
记者站。

直 播
前 一 天 ，

新闻部陪同
央视记者前往活

动现场，就人员安排、直播
场地等事宜进行进一步对接。
直播当天，央视二套 《整点财
经》 栏目和央视新闻频道 《新

闻直播间》栏目分别在上午 9：
40和下午 15：00两个时段对黄
金村农民丰收节进行直播报
道，两场直播围绕“庆丰收·
迎小康·晒幸福”这一主题，
以农趣运动会为切入点，介绍
了黄金村稻鸭共作、种养结合
的生态农业，并介绍了金坛主
推优质糯米、产销一体化融
合，水稻产量实现 10年增，去
年统计数据水稻亩产达 630.7
公斤，水稻每亩净收益约 338
元/亩，较去年增加了 36 元/
亩。2019年金坛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8701 元，同比增
长 9.2%。

汤敏慧

区融媒体中心圆满完成两场农民丰收节直播报道
本报讯 9月 21日，区食品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直溪
镇正信光电公司举行。活动
现场，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播放
视频短片、设置宣传展板、发
放食品安全宣传资料等形式，
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据悉，今年食品安全宣传

周主题为“食品安全、人人有
责”，活动从 9月 21日持续至 9
月 30日。宣传周期间，我区还
将举办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
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营造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食品安全
的良好氛围。

陈月乔

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发
布公示，拟认定 1093所学校为
第三批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我
区第一中学入选。公示期为 9
月 9日至 9月 15日。教育部将

对特色学校在国防教育教学、
骨干教师研修、巡回授课、经
验交流、选送学生参加活动等
方面给予支持。

陈玲

区第一中学获评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王三喜（左）进行农机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