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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巷陌中，一些看似寻
常的面孔，却充满了温暖人心的
力量。武进国家高新区贺北社区
网格员刘梅，数十年如一日，从
微小的生活细节帮助居民，散发
出不一样的光芒。

窗外秋意浓浓，户内暖意阵
阵。在丽华南村竹园 2期车库，
一对“姐弟”正吃着自制小火
锅。姐姐是刘梅，旁边的“弟
弟”则是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卢
苏甦。卢苏甦有精神残疾，多年
来，刘梅给了他持续的关爱。

据了解，刘梅的老家在安

徽，2002 年来到贺北社区，如
今是社区的一名兼职网格员。助
人为乐的她，多年来照顾着四五
位像卢苏甦这样患有智力、精神
残疾的居民。尽管经济条件有
限，但不管是生活照料还是心灵
关爱，刘梅尽量做到无微不至。
今年 20岁的吕子乾患有精神残
疾，平时基本独自一人生活。刘
梅不仅在生活中对其照料有加，
还想方设法帮他找工作、寻出
路。“在我的眼里，他们就像我
的孩子，或者我的弟弟、我的家
人。”刘梅说。

此外，刘梅还常去探望社区
独居老人，与他们促膝长谈、嘘
寒问暖，让“空巢”变“暖巢”。
家住丽华南村 3栋的周仕定今年
76岁，刘梅每次上门，都会把他
的药物、食品查一遍，怎么吃、

怎么保存都会一一提醒。周仕定
告诉记者，见到刘梅就像见到自
己的孩子，亲切感由心而生。

爱心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
而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刘梅
向我们“炫耀”起她身上的花裙
子，这是她收到的一个“爱心包
裹”。今年夏天，一位刘梅多年
前帮助过的“姐姐”专程来看望
她。“姐姐”看她衣着陈旧，回
去就从北京特意给她寄来了这条
花裙子。“我已经不记得当年帮
了她什么，她还记得我，这让我
很感动。”刘梅说。

随着刘梅的爱心善举被居民
们渐渐传开，在社区也形成了广
泛的影响。2021年，贺北社区
启动“邻里守望”独居老人结对
关爱项目，刘梅作为志愿者，更
是充分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在

丽华南村这个外来人口占比近
70%的老小区，刘梅这个外乡人
当了“地方官”，巧妙化解居民
心中地域文化差异给社区治理带
来的困扰，让丽华南村这个大家
庭处处显温暖。

“刘梅一直用实际行动感染
着身边人，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
探照灯的作用。希望社区居民跟
刘梅学习，把我们社区大家园建
设得更加美好。”贺北社区副主
任张文艳表示。

□ 记者 覃露露

连日来，2023第七届“太湖湾杯”卡丁车邀请赛
暨 2023CKOC卡丁车系列赛常州站及车友亲子运动嘉年
华在太湖湾旅游度假区激情上演。此次赛事分专业组
4T卡丁车邀请赛及亲子运动嘉年华两部分，其中，亲
子运动嘉年华有体适能、平衡车、自行车等各类别运
动，吸引了 200多组亲子家庭参加。 蒋雯 摄

本报讯 （记者 何晓丹）
近日， 2023 年湖塘镇第七届
“江村杯”社区男子篮球联赛开
“战”。比赛为期 7 天，来自江
村、长安大巷、长安蒋湾、长
虹、采菱等社区的 12支参赛队
伍相互竞技、以球会友。

首场比赛由江村社区篮球队
对阵东华社区篮球队。双方强强
对决，在观众的呐喊声中抢球、
断球、防守、进攻，比分交替上
升，赢得了阵阵喝彩。“我参加
了每一届联赛，这次主场作战，
心情格外激动，赛前做足了准
备。”江村社区篮球队队员贺杨
介绍，“家门口”的赛事让众多
民间“灌篮高手”有了展现技艺
的舞台。

据了解，湖塘镇社区篮球联
赛是一项传统赛事，不仅为社区
增添了活力，还激发了社区群众
的运动兴趣。社区篮球联赛的开
展，是湖塘镇坚持体育事业与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的缩影。近年
来，该镇积极探索体育强镇新路
径，以文体惠民服务工程为载
体，积极发挥基层组团效应，因
地制宜扩建、新建各类体育场
地，为全民健身提供良好保障；
通过“湖塘杯”群众体育品牌赛
事促进市、区、镇、社区互鉴交
流，不断推动体育活动多元发
展；聚焦高品质生活，持续打造
湖塘体育新地标，更好满足居民
的体育和消费需求，促进文商旅
深度融合发展。

湖塘镇
社区男子篮球联赛开“战”

本报讯 （记者 戴雪燕）
“手机已经绑定 App，打开界面
可以任意转动、缩小、放大，实
时看到老人在家的画面。”前阵
子，丁堰街道芳渚社区居民张菊
芬家装上了监控摄像头，她的女
儿在手机上就能随时查看老人居
家情况。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独居老人的看管照顾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去年起，
芳渚社区打造“隔屏陪伴、守护
安全”独居老人智能看护项目，
试点推进老年人家庭监控摄像头
安装工作。

张菊芬今年 67岁，前两年
老伴去世后，便开始独自一人生
活。去年 5 月，张菊芬突然中
风，造成腿脚不便。装上监控摄

像头后，她的子女随时都能与她
隔屏对话，查看老人起居情况，
社区的这一“微举措”让他们直
呼贴心又放心。

据了解，今年，芳渚社区又
依托“幸福家园 村社互助”项
目筹集资金，以每户 400 元为
标准，计划为 80 余户 60 周岁
以上独居老人安装监控摄像头。
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已完成安装 60余户。
“当老人发生意外或出现异

常情况时，App会及时发出警报
呼救，如同一个‘隐形护理员’，
保障老人居家安全。”芳渚社区党
总支委员沈敏介绍，接下来，社区
还将聚焦老年居民生活需求，将
更多适老化改造送进家中，提升
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隔屏陪伴
守护独居老人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钱志益）
水稻收割后，秸秆如何处
理？近年来，武进区农业农
村局积极探索实行秸秆打捆
离田模式，消除秸秆焚烧隐
患，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双赢。目前，我区已在前
黄镇、雪堰镇、洛阳镇、礼
嘉镇逐步开展秸秆离田作
业。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在
前黄镇联庆村李臣家庭农场
水稻种植基地，搂草机、打
捆机在收割完的地块轮番作
业，一排排“平躺”着的秸
秆瞬间被吸走，经过旋转、

压实、打捆，变成一个个断
面整齐、弧度均匀的秸捆。
据了解，一套完整的秸秆离
田机具由搂草机、打捆机和
夹包机 3台机器组成，一亩
地仅需 20分钟，就能捆出两
个秸捆，每捆重 150多公斤。
打捆机驶过的地方，田地平
整干净，打包好的秸秆错落
有致地摆放着。随后，抓草
机和运输车协同配合，秸秆
被全部清运出农田。
通过秸秆打捆离田、回

收再利用的新技术，不仅解
决了农户秸秆“处理难”的
问题，也实现了秸秆的有效

利用。“秸秆离田不仅可以
减轻土壤对干草消化的压力、
农作物的病虫害，还能提高
整地的进度和质量，确保实
现‘零火点’目标。”李臣家
庭农场负责人李臣说。
“取之于田，用之于田。”

区农业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
主任费士敏介绍，通过政策
引导，鼓励农机大户开展秸
秆离田作业，把打捆好的秸
秆转运到秸秆利用企业，做
成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双赢。截至目前，我区秸秆
综合利用水平达 97%以上。

秸秆打捆离田 解决“丰收烦恼”

刘梅向小区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