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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
晨逸） 位于新店镇月池村的海青家
庭农场创办于 2013年，一直以来这家
农场坚持培育优良大米品种和高科
技培育技术，不断做大做强如东大米
品牌，去年，农场又收获了新的突破
和进步。

今年 46岁的王海青是海青家庭
农场的创始人，在部队服役期间学
会了不少农机知识，1999 年退伍之

后，他发现家乡的农业种植还是以
人工为主，种植效率较低。凭借在
部队农场工作多年的经验，王海青
果断决定贷款 20 多万元购买收割
机，承包了周边的稻麦收割工作。
后来，他还带动周边有能力的村民
一起投资购买收割机，去往四川、湖
北等地方进行跨区作业，每年都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们都十分感
谢王海青的“先见之明”。2013 年，

在外打拼十余年的王海青回到家乡
创办了我县第一家家庭农场，流转
土地共计 500 多亩。农场一直坚持
良种育良米的理念，开辟专门的试
验田，供南京农业大学进行育种、肥
料和新型农具试验。2017 年，王海
青还被评为“市新型职业农民优秀
标兵”和“如东县首届创业之星”。
当记者问及为何选择回乡创办家庭
农场时，王海青说道，“我原来在部
队就是搞农业的，回来了一直在和
农业打交道，农村里种田的人年纪
也越来越大了，而且国家也在大力
提倡。”目前，农场已经逐步实现从
种植、收割到销售“一条龙”，自有品
牌“南荡河”还获得了 2021年“前黄”
杯江苏好大米品鉴推介会特等奖。

往年，农场一般将收割好的大米
放在露天场地或者粮仓内进行保管，

但夏季天气潮湿，一旦管理不当大米
的品质和口感就会大大降低，只能低
价出售。去年，王海青四处走访学习
大米的科学管理方法，赶在夏天到来
之前，投资 20多万元新建了粮食保鲜
库，粮食存放其中就能保持大米口感
始终如新米一般，极大提升了品牌档
次。农场还添置了一台农药喷洒无人
机，提高了种植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新春伊始，王海青对 2022年也充
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村里的劳动
人口年纪越来越大，农场面临着用工
难的问题，农场将朝着高科技、全自动
化的方向转化发展。“这两年农业在往
高科技、无人驾驶的大马力机器上发
展，像去年投入的无人驾驶拖拉机，今
年的农药喷洒无人机，明年准备还将
增加一台更大的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插
秧机。”王海青高兴地说。

王海青：做不断创新的“新农人”

创业就业干起来

江苏泛亚劳护用
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手
套生产外贸出口企业，
主要生产丁腈手套、乳
胶手套、PU 手套、PVC
手套、防切割手套等，
产 品 主 要 销 往 欧 美 、
日、澳大利亚等国家。
2021 年 销 售 额 达 1.92
亿元，年生产外贸出口
手套900多万打。

全媒体记者 袁嘉
翊 李长华 摄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
乐……”近日，祝寿歌声洋溢在如东县
七贯托老院内，入住该院的老共产党
员周志英的子女和各地赶来的亲属20
多人，正为她庆贺百岁生日。

托老院负责人黄剑刚夫妇在百忙
中为老人的亲属免费操办了一桌丰盛
的午餐，周志英老人笑得合不拢嘴，尽

管有时有些糊涂，但这一天她的精神
显得特别好。当亲属们问她这里的生
活过得怎么样时？“这里的人对我们特
别好，早知道这样，我早就来啦，现在
叫我回去我也不回去了，”她直言回
答。

几年前，黄剑刚的母亲照料他的
舅母，他亲眼看到了母亲的艰辛和舅

母的无奈。当时，他就想应该为养老
无助的老人做些事，让他们安度晚年，
让他们的子女能安心工作。尽管那时
黄剑刚有一份好工作，收入也不错，但
他想为助老敬老公益事业做一份贡
献。从 2018年开始筹办托老院，经县
民政部门批准，如东七贯托老院 2020
年正式挂牌营业。

刚开始，托老院只有十几张床
位，护理员是自己的家人和亲属，服
务好、收费合理，因此赢得了好口
碑。2020 年底，该院已发展到 25 个
床位，入住 20 多位老人。托老院始
终把服务工作放在首位，入院的老
人大部分都不能自理难照料，还有一

部分是来进行临终关怀的，护工们不
怕脏、不怕臭。随着各种老人入住需
求，托老院去年九月份又扩建了新
房，配备了 65个不同需求床位，服务
更多的老人。

“我的二姐生活在这样好的时
代，又碰上了这么好的托老院，真是
福气啊！”周志英的小妹动情地说。
离别时，周志英的亲属们向黄剑刚赠
送锦旗表达感激之情。“没想到我们
为老人们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却得
到了老人亲属们这样的尊重，说明我
选择养老公益这条路是走对了，我一
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底。”黄剑
刚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增产
增收在于勤。正值正月里，
马塘镇的佳丰果蔬种植家庭
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就一片忙
碌的景象，几名工人正在采
收方叶菜，软化后的方叶菜
包装之后会漂洋过海到日
本，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

“黄板要换了，上面虫子
已经沾满了，你这大棚因为
湿度大，温度高，小虫子也
多，要控制虫口基数，要不然
这个出口蔬菜万一有虫，是
很麻烦的事。”“工人已经开
始上班了，明天就来换。”在
方叶菜大棚里，一排排绿油
油的方叶菜显得生机勃勃，
县园艺技术推广站站长韩益

飞正在查看大棚内的湿度和
温度，了解方叶菜的生产、采
收以及日常管理等情况，并
提供技术指导。

佳丰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农场主许浩介绍，方叶菜采
收的叶子一般有 1717厘米，
1719 厘米，1921 厘米三种规
格，是去年 9月底种植，从 10
月份开始采收，今年正月初
五就有工人“上班”，开始进
行采收工作，一般到今年的 4
月初能全部采收结束。

记者在大棚内看到，采
收工人们在按照规格进行采
收的同时也要检查菜叶上有
没有病斑、虫眼，还要防止损
坏菜，并且将已经采收下来

的方叶菜的叶片按照 10张为
一捆扎好后悬挂在大棚内进
行软化处理。“我们会根据天
气的晴好决定悬挂的天数，
只有等菜叶软化到一定标准
后才能进行包装，不然菜叶
容易损坏，到厂里检测后就
是次品，如果方叶菜合格率
低于 80%就拒收。”许浩给记
者算了一下，按照目前一棵
方叶菜共有 25张叶子计算，
市场价平均0.13元一张菜叶，
一亩田能卖到 12000 块钱左
右，去掉成本、人工工资，一
亩田净利润在6000元左右。

许浩种植方叶菜已有 8
年了，对大棚内湿度、温度的
管控，病虫害防控等田间管理
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在他的带
领下，马塘镇种植行业协会内
种植方叶菜已经达到50多亩，
从种植到销售，他为家庭农场
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撑，进
一步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曹
磊 徐建彬）连日来，岔河镇振河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一片火热，挖掘机
在田埂上来回作业，工人们疏沟渠、浇水
泥、砌护坡，855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雏形初现。

去年 8月，振河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开始实施，预计今年 4 月底建成连片
成块的良田。建成后，振河村将充分利
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
型经营主体，带领农村现有劳动力发展
现代农业，最大程度提高土地效益。“一
共分成了五个标段，现在四个标段的小
麦已经全部种下去了。还有一个标段，
我们种的是经济作物，目前正在加紧平
整，之后将种植蔬菜，出租给启东的一家
农副产品公司经营管理。”振河村党委书
记王春锋介绍，规模化种植，不仅带动了
周边订单农业的发展，大力提升村营收
入，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农户的私自责
任田的排水问题，对农业化、机械化，都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结合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振河村还进一步完善了农
田基础设施，重建泵站 1座，新增水泥路
15.5公里，新增硬质渠道 3公里，拓宽水泥
路面约 7公里，为村级经济发展增添更多
助力。看着连成片的农田、整齐宽阔的道
路，村民蔡美莲连连称赞：“现在村里河道
都疏浚了，路都扩宽了，农田成了形，生活
越过越美满。”

人勤春来早

大棚蔬菜飘洋过海到日本
□ 全媒体记者 黄莉莉 朱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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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老院里的真情故事
□ 通讯员 黄郑周 杨新明

本报讯 （通讯员 严晓徐）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文件，
连日来，县各级关工委通过学习
文件，谈认识体会，认真贯彻落实
文件精神。

据悉，县 16个镇（区、街道）
关工委、6个系统（部门）关工委，
结合各自实际情况，组织所属基

层关工委成员、辅导站辅导员和
“五老”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意见》，
各级党组织分管领导参与共同
学习、指导，对关工委工作提要
求。大家表示，一定以学习贯彻
落实文件精神为契机，凝心聚
力、踔厉奋发，不负党和国家厚
望，努力提升全县关心下一代工
作水平。

县各级关工委
组织学习中办国办文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海
波 通讯员 王凯雯） 14日，丰利
镇环农村建立的“垃圾不落地”环
保驿站，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
环农村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又有一
个新提升。

近年来，丰利镇环农村把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人居环境整
治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持续加
大资金投入，不断完善收运设施
配备。2021年底村里投资设立了
垃圾驿站，室内垃圾桶摆放整齐，
室外宣传标牌设置到位，通过实
行“桶装车载，到户收运”模式，确
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基本建立
了垃圾分类宣传、投放、收集、运
输、处置体系。同时，巧妙利用空

间，打造林中环保文化驿站，在驿
站内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为群
众提供一处绿色阅读空间，也为
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提供阵地，
正月里这个环保驿站正式运行，6
名保洁人员全部上岗，实行“垃圾
不落地”的清运体系。

环农村还制定了“党员+网
格员+保洁员+村民”的环境整治
网格化管理机制，不断推动保洁
员协同党员、网格员等深入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通过示范引领带
动全体群众积极参与“五清四整
一倡导”“美丽庭院”评比等活动，
携手共建美丽宜居新环农，逐步
形成人人都是“保洁员”，户户争
当“文明户”的良好局面。

丰利镇环农村

环保驿站让“垃圾不落地”

镇区动态镇区动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建
彬 通讯员 韩飞）近日，一场有
关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的“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在岔河镇
汤桥村协商议事室开展。

这次协商议事活动由岔河镇
协商议事室发起。县、镇、村等相关
单位负责人以及利益相关方代表共
同出席，大家就如何办理落实好县
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岔河镇“日涉
园”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建议提
案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岔河镇历史文化遗迹“日涉
园”位于岔河镇原汤墩村即现在
的汤桥村，为清乾隆、嘉庆年间如
东历史文化名人汤俊所建，也是
爱国华侨汤成沅老先生的祖宅。
园林以“二十八景”著称，曾经引
得远近文人墨客雅集于此，饮酒
赋诗，挥毫泼墨，对如东文化和艺
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抗

日战争时期，为了抗击日寇的需
要，“日涉园”被拆除。县政协委
员严金泉在了解到这一段历史
后，认为“日涉园”这一如东历史
上重要的文化遗迹很有保护和利
用的价值。此后的多年间，他着
手谋划“日涉园”的保护和利用工
作，多方寻找“日涉园”的历史文
化留存和遗迹，形成了比较系统
的历史资料，为接下来的保护利
用工作打下了基础。

县政协、县文明办、县文广旅
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保护和
开发“日涉园”历史文化的相关路
径和可行性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岔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会把汤桥村“日涉园”历史文化展
示厅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从
资料收集到场地安排，从规划设
计到建设运营，分阶段逐步实施
保护利用工作。

岔河镇

就“日涉园”历史文化保护
和开发开展协商议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建
明 吴文军）近日，县救助管理站
接收了一名男性流浪人员，无法
查找其详细家庭信息，希望知情
人士能提供线索帮助其早日与亲
人团聚。

14日上午，记者在县第四人
民医院见到了该流浪男子。据县
救助管理站站长虞红军介绍，1月
24日中午，大豫镇农场社区居委
会收留了一名年约四五十岁的街
头流浪男子，并向县救助管理站
救助。发现时，该男子一头凌乱
不堪的长发，浑身上下散发臭味，
经多方询问了解，该男子近期在
大豫镇香台村、农场社区以及长
沙镇北坎村一带流浪。下午两点
左右，大豫镇派出所民警将该流
浪男子护送至救助管理站。经管
理站工作人员和该男子一番交流,
发现该男子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只
回答“嗯，嗯”，无法与其正常沟
通，更无从获知其家庭信息，疑似
患有精神障碍。而且，经公安部
门人像对比和DNA采集检测以
及“全国救助网”人脸识别后，都
未能查询到该男子的身份信息。

随后，县救助管理站将该名男

子护送至县第四人民医院作进一
步治疗。“来院后，我们对这名男子
的身体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
检查，各项结果均显示正常。平时
他与人接触比较少，也不怎么开口
说话，目前自己吃饭、入睡，生活能
够自理。”县第四人民医院公共卫
生科科长罗家佳告诉记者。

该男子在第四人民医院期间，
县救助管理站通过他不经意的语
言和反应，曾带他到岔河镇、双甸
镇、马塘镇等多地寻亲，多方联系
查找，盼找回一丝记忆，但都没有
结果。在此，虞红军呼吁广大市
民，如有认识该男子或能提供相关
线索的，请拨打县救助管理站24小
时救助热线051384119595，助其早
日与家人团聚。

县救助管理站救助一名男性流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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