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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请
立即退出。”近日，在如城街道如歌
花苑住宅小区，当一位业主试图推着
电动车进入电梯时，电梯立刻发出了
警报声。这正是电梯安装电动车阻车
系统后拦截电动车的一幕。

“安装这套智能阻车系统后，只
要电动车进入电梯，它就会自动报
警，亮起警报灯，电梯门也无法关

闭，直到电动车退出后，电梯才会恢
复正常使用。”江苏正大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如歌花苑项目负责人黄维民向
记者介绍。

据了解，全市商品住宅小区在市
物业管理中心的督促下，相继开展电
梯安装电动车阻车系统工作，采用智
防模式从源头管控电动车“乘梯上
楼”。目前，全市40%的商品住宅小

区电梯都已经安装了电梯阻车系统。
“我们小区以前经常有业主把电

动车推到楼道里面充电，安全隐患很
大。”翠湖苑小区同样安装了电梯阻
车系统，业主沈永琴对此感到十分高
兴，“自从小区安装了智能阻车系统
以后，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大家都
觉得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真是既
方便又安全。”

“我市现在正大力推进电梯阻车
系统安装工作，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
或者是在楼道里面充电，引起不必要
的安全隐患。”市物业管理中心负责
人陈炜炜表示，“接下来，我们会严
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这项工作，给小
区居民打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守
好小区安全门。”

□融媒体记者马宁益 汤乾玮

禁止电动车上楼
如皋多个小区安装电梯阻车系统

这天一大早，在一场春雨洗礼
后，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两台无人
机同时起飞，在东陈镇雪洪村的麦田
上空来回穿梭，洁白的肥料（尿素）
从出料口均匀地洒向田间，给一簇簇
细小翠绿的麦苗提供生长能量。

立春以后，小麦逐渐进入返青
期。南通顺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许启东去年承包了东陈镇雪洪村
488亩土地，用于种植小麦和水稻，
这两天正忙着施小麦返青肥。与往年
人工施肥不同的是，今年合作社用上
了现代“黑科技”——智能无人机，
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许启东轻点手机上的APP，在遥
控器显示屏上设定飞行速度、相对作
物高度等参数，发出指令后，无人机便

按照预设路线飞行至农田上空，开始
进行无人化作业。“一个人一天大约只
能完成20亩麦地施肥，而同等的工作
量，一架无人机只需十几分钟就可以
完成，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无人机作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也
大大节省了成本。“如果用人工施
肥，488 亩小麦地需要的成本在
5000块钱左右，无人机施肥，我们
只需要发电机烧400块钱油，一天就
可以完成施肥任务。”许启东一边麻
利地将准备好的尿素倒入无人机的药
筒，一边算着成本账。

“过去种田在地上，现在种地在
天上。”许启东笑称自己现在的主要
工作就是“管地”，通过土地情况和
耕种需求，远程指挥农机进行无人化

作业。“3月份，我们会用无人机做
植保，无人机旋翼产生的下压气流，
可以让药粒更均匀地附着在农作物
上，能有力防治病虫害，助力农作物
增产增收。”

有了无人机这个春耕“好帮手”，
许启东对今年的产量十分有信心。“去
年每亩田小麦产量在1000斤左右，今
年预计能达到1300斤。”

在无人机施肥的同时，东陈镇雪
洪村村委会也正举办着一场农机手培
训活动。活动聘请了有丰富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的老师授课，提升农机手
智能农机化作业水平。

如今，在东陈镇，精准智能的无
人机已然成为春耕备耕的“新农具”。
全镇101个种粮大户都采用无人机进

行稻麦种植、施肥以及化学除草等工
作。当前春耕阶段，各种粮大户投入
了近40架无人机，服务全镇6万多亩
小麦田地，大约5天时间就可完成小麦
返青期施肥工作。

农业数字化转型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一个必然趋势。东陈镇农业农村和
社会事业局负责人康云说，今年会全
力组织农机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技服
务，邀请专家田间授课，积极推广农
田机械化生产，真正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农民收入。

□融媒体记者袁涌东

40架智能无人机飞出春耕“加速度”——

农业“黑科技”空中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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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梦玉）作
为“世界长寿之乡”之一的如皋，其
独特的长寿现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为了让大家从不同角度了解、感受如
皋“长寿密码”的独特风采，近期，
由市博物馆举办的“福地文化——如
皋长寿文化专题展”在市博物馆一楼
展厅展出。

展览分长寿溯源、长寿文化、长
寿习俗、长寿逸闻四个篇章，从自然
地理环境、长寿历史文化传承、良好
的生活氛围及饮食习惯等方面，以可
观可感的形式，全面展示如皋长寿现
象的独特成因与文化积淀，展览将持
续到3月15日。

“这次展览是市博物馆组织的第
一次关于长寿文化的综合展览，以前
有举办过关于长寿的字画展，但仅限
于字画，没有这次这么全面。”市博物
馆展陈部工作人员蒋海篮介绍，本次
展览展品丰富，囊括了字画、竹器、玉
器、瓷器等藏品，展品以明清时期为

主，多与长寿文化息息相关。“还有部
分展品来自当地长寿老人或家人的捐
赠，比如这只长寿碗，是白蒲镇一位百
岁老人捐赠的。”蒋海篮说，长寿文化、
长寿习俗是这次展览的两大看点。

大学生吴曹颖告诉记者：“我同
学是常州的，她来如皋玩，就想着带
她来看看，感受下我们如皋的长寿文
化。”或拍照留念、或仔细端详、或
向工作人员请教咨询……本次长寿文
化专题展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
展厅内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如皋有这么多关于长寿的玉器、
瓷器、字画，让我很吃惊，这让我对如
皋的长寿文化体悟更深。”游客史悦表
示。展厅内的长寿印章体验区更是一
大热点，不少游客在这儿“打卡”。“我
们搜集了十几种关于长寿的元素，比
如麻姑献寿、万寿图等，制成印章，让
观众盖章体验。”蒋海篮说，希望通过
这种创意活动，增强观众的看展体验、
推动文化传承。

本报讯（通讯员许金华 融媒体
记者吴志巧）近日，南通市“健康科
普秀 巡讲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走
进下原镇张庄村。

活动中，市疾控中心专家开展了
肿瘤防治科普讲座，针对老百姓普遍
关注的肿瘤防治知识进行了讲解，并
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活动
还为前来问诊的村民提供体格检查、
疾病诊治、健康咨询、免费测量血压血

糖等健康服务。专家们仔细了解问诊
人的身体状况和疾病进展，耐心解答
他们在合理用药、平衡膳食等方面的
问题，向他们科普健康的生活理念。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健康科普秀活动，进一步提升
全民健康素养，让老百姓掌握更多的
健康知识，让每个人做自己的“健康
第一责任人”，真正把健康生活方式
落实到行动。

“福地长生”如皋长寿文化专题展
在市博物馆展出

健康科普秀走进下原镇张庄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袁涌东）近
日，南通市教师发展学院组织两名

“苏教名家”培养对象走进我市丁堰
镇刘海小学，开展“教师发展服务乡
村行”活动。

“陈老师讲得非常有趣，今后可以
运用陈老师讲授的假设法来解数学
题。”在听完“苏教名家”培养对象、启
东市实验小学校长陈金飞《解决问题
的策略》授课后，刘海小学五年级学生
李妍开心地说。“苏教名家”培养对象、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
秦美娟在此次活动中给刘海小学四年
级学生讲授了老舍先生的作品《母
鸡》，她以精湛的教学设计、新颖活泼
的教学情境，循循善诱，让孩子们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增长知识。

在思想阐述环节，陈金飞、秦美娟
两位老师围绕“我的教学主张”这一主
题，结合各自的教学工作实际，分别阐
述了个人的教学主张和教学理念，并
与其他教师代表一起分享成长经历。

此次活动为城乡教师提供了相互
交流学习的平台，共享了优质教育资
源，达到了城乡教师互补、共同提升
的效果，有力助推了乡村教育的发
展。“两位名师以扎实的教学功底和
丰富的教学形式，给我校师生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教学盛宴。”丁堰镇刘海
小学校长王燕说，“相信通过这次活
动，将进一步促进我校青年教师的专
业成长。”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丁堰镇刘海小
学，并听取了学校办学情况介绍。

“苏教名家”示范辐射
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上接A1版】指导企业合规申报，结
合货物的实际物流情况，做到货到即
查，在高效监管的同时，节约了企业
的时间成本。

在如皋海关工作人员的倾心服务
下，一批总价超过200万元的二手机
电设备在如皋海关的监管下顺利通
关，保障了日达智造的后续生产。

上前一步主动服务，为重大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如皋海关做好重
点项目的跟踪帮扶，成立项目服务
组，在重特大项目建设上靠前服务，
通过“送政策上门”、现场调研、政
策宣讲会等形式及时传达海关便企、

利企政策；针对企业不同的业务需
求，通过线上线下的便捷方式，开展
个性化帮扶，设立海关企业协调员，
着力解决企业在高级认证申请、异地
通关、加贸业务开展等方面的问题，
推动企业在海关业务问题上的“整体
清零”。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联系地方
政府，积极支持地方重大外贸项目建
设，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再下功夫，持
续助力如皋外贸高质量发展。”如皋
海关关长邵剑表示。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邹智珑 沈杨

26 日，如皋市绿芽
启爱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带
着孩子们走进东大街“子
安琴社”，开展“左琴右
书”音乐赏析活动。

据悉，该组织今年启
动“小手铸文明 童心传
风雅”——如皋市青少年
儿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公
益项目，向青少年儿童宣
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 讯 员梁佳文
秦春红

融媒体记者邱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