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田夫 蒋洪宁） 日

前，溧城街道组织辖区老干

部参观了溧阳城市党建馆。

通过丰富的实物和图片资

料，老干部们对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发展史和溧阳城市基

层党建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参观结束后，老干部们一致

表示，要充分发挥自身党员

示范带动作用，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努力为溧阳经

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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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上兴码头地块安置房建设工程（含

1#-15#住宅楼、16#社区服务及物业管理用房、地库、室外道路、景观绿化、围墙附属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

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10月18日至2021年11月18日)，

如有异议，请向溧阳市建设管理中心建筑工程管理站反映，联系电话：15051920086。

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销户公示

（李虹）进入十月，竹箦镇西芮村

苏平蚂蝗养殖场主人王苏琴异常忙

碌，养殖场的蚂蝗即将进入收获季，每

天她都要来来回回十多趟检查蚂蝗生

长情况。

戴上斗笠，穿上罩衫，套上胶鞋，

王苏琴猫着身子进入大棚，给蚂蝗投

喂清洗干净的螺蛳。不久，这批蚂蝗

就要进入市场了，王苏琴不敢马虎，每

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大棚里。

水产种类那么多，怎么会想到养

殖蚂蝗？面对记者的不解，王苏琴连

忙为蚂蝗“正名”。6 年前，王苏琴通

过一档电视节目了解到安徽省马鞍山

市创源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蚂蝗

的致富经。她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

人工养殖的宽体金线蛭，不咬人不吸

血，且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在《神农本草经》里，有这样一段

对蚂蝗的描述：“味咸平。主逐恶血淤

血，月闭，破血瘕积聚，无子，利水道。

生池泽。”作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一味

重要药材，目前国内药厂和医院对蚂

蝗的需求量很大，但人工养殖蚂蝗的

人并不多。

王苏琴从这里嗅到了商机，她和

家人去了一趟创源水蛏养殖基地了解

情况。回来后，王苏琴结合实际情况，

又分析了养殖难度和回报成本，决定

继续观望一段时间。

一晃 5 年过去，2020 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王苏琴从事了十年的珠宝

销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她又

亲自跑了一趟马鞍山，发现当地已经

改用大棚网箱养殖蚂蝗，比原先的稻

田养殖更为先进。养殖户搭建大棚

后，在每年 5 月底将蚂蝗幼苗放入水

箱中，定期投入饲料，10 月初即可捕

捞出售。

这次，王苏琴下定决心辞职回乡

养殖蚂蝗，她流转了8亩地，搭建了13
个大棚，投入百万元资金，决定大干

一场。

创业的过程远比王苏琴想象的艰

难。一年多来，基地里的蚂蝗患过皮

肤病、肠炎，出现过大批量死亡，她只

能一次次拍视频远程向其他养殖基地

寻求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王

苏琴逐渐掌握了蚂蝗养殖技术。

没有卖不掉的蚂蝗，王苏琴是听

着这句话入行的。现在，基地的蚂蝗

一到成熟季，马鞍山养殖基地就会过

来收购。鲜货价格在 240—260 元每

公斤，晾干后的价格更是高达 1400
元每公斤。2020 年，王苏琴投了 60
万只苗，销售收入约 30 万元。今年，

她加大投入，购入 80 万只苗，存活率

达到 70%，销售收入预计可达 60 万

元，这让她对蚂蝗养殖的前景很有

信心。

“丫头，以前你在城里上班，赤骨

粉嫩的，现在晒得这么黑，太辛苦

了。”即使现在走在村里，依然会有

街坊亲友劝王苏琴重新找一份轻松

的工作。但她却说：“我喜欢把实物

抓到手里的感觉。”这个年轻的新农

人享受着辛勤劳动带来的成就。未

来，她想等蚂蝗养殖走上正轨之后，

在自家基地打造留种、育苗、养殖、销

售的产业链……

与蚂蝗打交道 她走出一条创业路

（张国芳）日前，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会同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强制移除104国道溧阳上兴洋河附

近路段旁的公路控制区域内的违法种植

树木，抵制公路不法侵害。

多部门联合开展检查
维护女职工权益

（吴叶飞）日前，市人社局、市卫生健

康局、市医疗保障局、市总工会组成联合

执法检查组，在全市集中开展女职工各项

权益保护专项检查。

检查中，市人社局依托“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平台，在女职工较为集中的企业

中随机抽取了26家单位进行检查。联合

执法组深入各企业，查看资料，询问部门

负责人，详细了解女职工各项合法权益的

落实情况，进一步提高了用人单位依法保

障女职工权益保护的自觉性。

（吴燕玉 董叶林 吴叶飞） 日前，溧

城街道五里亭社区邀请常州市妇联“科学

家教进万家”公益巡讲团成员王红益，为

居民隔代教育支招。王红益通过多个具

体案例，剖析了隔代教育的利弊，指导祖

辈家长们采取恰当的教育方式，避免过分

溺爱和包办，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和

生活习惯。

此次活动增进了居民科学育儿观念，

消除了祖辈家长们在“隔代教育”中的

困惑。

公益讲师
为隔代教育支招

（贡雨家）日前，省溧中的近80位退

休老教师再次回到校园，喜看学校变化，

共话深情厚谊。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老教师们一起

参观了校园，并详细了解校园文化建设和

教育教学发展情况。看着青春洋溢的孩

子，大家仿佛回到了曾经挥洒激情的三尺

讲台。84 岁的老教师狄增富激动地说，

省溧中是他青春岁月的见证者，这里的每

位学生都是他最亲爱的孩子。老教师们

纷纷表示，希望未来学校能多提供这样的

机会，让“老省中人”常回家看看。

省溧中老教师
回校话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