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由发改局提供

中晟精密智造项目，位于金坛
金城科技产业园内，由常州中晟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总投资52亿元，用地面积637亩，
总建筑面积61.5万平方米，其中一
期投资30亿元，用地面积275亩，
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主要从事
智能穿戴产品、智能手表表带、笔
记本电脑结构件和虚拟现实拍摄
设备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项目预计 2023年 8月竣工，
建成达产后，年产 5000万套智能
穿戴产品、2000万套智能手表表
带、1000万套笔记本电脑结构件、
500万套虚拟现实拍摄设备结构
件，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利
税3亿元。

小芦笋铺就致富路

每天清晨 6点，工作了 23年
的班组长、老环卫工陆锡娣准时
出现在保洁包干区开始清扫路
面。她说，虽然辛苦，但看着干
净的街道，她心里很开心。“中心
路段人多车多，驾驶员洒水作业
时，尽量避开人多时段。”许军是
一名环卫清扫车驾驶员，每天要
清扫 3 个轮次，最早的作业时间
是凌晨两点。

近年来，我区城市管理精细化
程度越来越高，环卫工人始终坚守
在最苦最脏最累的岗位。目前我
区一线环卫工作者共800多名，无
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寒，他们都奔
波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保障城区
680万平方米的保洁，以及每日550

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工作。
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

路边散步或骑着单车的市民随手
将矿泉水瓶、餐巾纸等扔进绿化
带，让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大大增
加。“我们要用钳子探进绿化带里
找寻垃圾，而垃圾桶就在前方不

到百米之处。”环卫工在进行路面
保洁时，需要随时关注绿化带中
有无杂物。如果人人做到文明出
行，爱护环境，环卫工的辛勤劳作
的成果才能被巩固、被呵护。市
民文明习惯“一小步”，成就文明城
市建设的“一大步”。 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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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我区 2020
年度营造林实绩与 2019 年
度造林保存状况通过省级核
查。今年以来，我区以开展
林长制试点和义务植树活
动为抓手，以实现森林覆盖
率、森林蓄积量和林业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三增”为核
心，迅速掀起造林绿化高潮，
到 7 月底全面完成各项造林
绿化任务。

经外业核查内业统计，

今年全区完成绿化造林面积
4034.4 亩 ，其 中 成 片 造 林
3269.4 亩，占常州市下达全
年成片造林任务的 108.9％。
完成省级绿化示范村 8 个，
新建农田林网 300 亩，完善
提高农田林网 1.17 万亩，森
林抚育面积 2 万亩，分布在
茅东林场和薛埠镇各相关村
及两条高速绿化带，四旁植
树 25 万株，折算造林面积
752亩。 马骧 蒋建君

我区绿化造林通过省级核查

本报讯 2020 年全省脱
贫攻坚表彰大会日前在南京
召开，常州市昌玉红香芋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蔡冬生捧得

“扶贫济困奖”。
蔡冬生以工业思维发展

农业，注重金坛建昌红香芋
品牌建设、品质提升，合作
社芋农亩均收入由原先的
3000 多元提高到 10000 元以
上，户均增收 5 万元。目
前 ， 合 作 社 拥 有 社 员 211
户 ， 种 植 面 积 1500 多 亩 ，
带 动 周 边 农 户 1000 多 户 ，
种植面积 5000余亩。

蔡冬生在规范运行合作
社的同时，始终不忘带领弱
势群体共走致富路。合作社
以“三优先一提高”模式服
务当地 30 多户少数民族和
困难群众家庭，每亩予以
500—600元补贴，同时优先
吸纳他们到合作社打工，人
均每年增加务工收入 2 万余
元。 赵鹤茂

全省脱贫攻坚表彰——

蔡冬生捧得“扶贫济困奖”

珍惜环卫成果 维护整洁环境

走进涑渎村金虹家庭农场
大棚里，放眼望去，一株株芦笋
青翠葱郁、长势喜人。今年受
到新冠疫情影响，芦笋价格下
滑不少。农场负责人金虹告诉
记者：“近期芦笋的市场行情略
有好转，大笋销售价为四五元
一斤，小笋销售价达两三元一
斤，虽然价格和原先有所差距，
但我们也能接受。”

金虹是西城街道涑渎村
人，芦笋因为营养丰富被誉为

“超级食物”，是都市潮人热衷
的网红健身食材。听说芦笋市

场行情较好、颇受好评，2015
年，金虹、刘锁林夫妻二人成立
了金虹家庭农场，承包了 25 亩
田种植芦笋。经过几年摸索，
如今，金虹和丈夫已从一个对
农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
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技通”。

芦笋一次下种，可连续采
笋收获 8-9年，经济效益可观。
春、秋各收一茬，亩产量达 3000
斤，效益可达 1 万多元。最忙
时，10多名人员在大棚里分拣、
捆扎芦笋，常州、南京等地的商
贩上门取货。金虹告诉记者：

“芦笋相对于其它农作物有一
定的优势，既能耐寒又能耐高
温。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我们
也向别人学习经验。”

芦笋种植不仅亩产效益
高，还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问

题。在每年芦笋采摘季，金虹
聘请一些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
人员采剥芦笋，还上门为不方
便外出、或者残疾的对象送毛
笋，等他们剥好后再回收。一
季下来，每个家庭平均有一万
多元的收入，基本能解决大半
年的生活开支。

60 岁的王金梅是当地村
民，2016 年起在金虹的家庭农
场采剥芦笋。如今，她上午在
芦笋基地除草，下午和老姐妹
包装新鲜采收的芦笋，有了一
份稳定收入。“一天能挣 100 多
元，一年工作 200 多天，收入 2
万多元。在家门口上班，还能
照顾家庭。”王金梅开心地说。

手中有活干，致富路更宽。
眼下，随着芦笋行情向好，金虹
信心倍增、干劲更足了。作为
新兴产业的小芦笋在涑渎蓬勃

发展，为农民增收趟出了一条
新路子，也成了农村创业者叩
响致富之门的“绿钥匙”。正是

有了成熟的芦笋产业基础，涑
渎村致富之路越走越顺畅。

余月霞

本报讯 日前，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完成 2020 年度营
职以下及专业技术军队转业
干部安置选岗工作，此次安
置选岗是该局成立以来安置
的第二批军转干部。

根据军队转业干部服役
档案积分及考试综合得分排

名，现场公布选岗顺序、候选
岗位，8名转业军官按排名先
后依次从 9 个候选岗位中选
择了自己满意的岗位并签名
确认。下一步，该局将主动
与各安置接收单位做好对
接，让 8 名军转干部按时到
新单位报到。 缪晨康

我区完成军队转业干部安置选岗

村民在种植基地为芦笋修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