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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晓丹）
“咦，核酸小屋怎么变样了？”近
日，湖塘镇新天地社区居民刘沐
飞散步时发现，路劲又一城广场
上的核酸小屋换了模样，变身为
劳动者驿站。

广大户外劳动者是城市环境
的维护者、便利生活的提供者、
一方平安的守护者。湖塘列全国
千强镇第 15位，户外劳动者总
数在全镇颇具规模，身着蓝、
绿、黄等各色工服的他们，每日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解决
他们“吃饭难、喝水难、休息
难、如厕难”等现实问题，近年
来，该镇陆续建成常州天地佳通
户外劳动者驿站、湖塘镇天空中
心户外劳动者驿站等 15个户外
劳动者驿站，遍布辖区各个角
落。“家”一样舒心的服务环
境，让更多新业态群体感受到城
市温暖。

为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增进
民生福祉，今年，湖塘镇将 5间

“下岗”的核酸小屋进行改造升
级，实现“再就业”，分别是位
于武进吾悦广场的“悦享驿站”、
武进万达广场的“达临驿站”、
路劲又一城的“路安驿站”、新
时代家居广场的“舒时驿站”以
及湖塘科技产业园的“东芯驿
站”，每间总面积约 10平方米。
“在改造核酸小屋的选址上，

我们斟酌了许久。”湖塘镇党委
委员、总工会主席强霏告诉记
者，依托现有社会资源，通过多
次调研，选择对临街靠路、人员
相对集中、距离户外劳动者工作
范围较近的小屋进行改造，确保
户外劳动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到达
服务站点。
走进位于武进吾悦广场东门

的“悦享驿站”，外部橙色的主
调，搭配白色内饰，整个小屋显
得清新亮丽。记者看到，麻雀虽
小却五脏俱全，配备了饮水机、
微波炉、充电设备、应急药箱、
书籍杂志等各类服务设施，集
“便民服务”“文明实践”等功
能于一体。
昨天中午，环卫工人王涛经

过几小时的室外劳动后，快步朝
驿站走去，“我们长时间在户外

工作，夏天和冬天最难熬，这里
不但能歇脚还能吹空调。”“悦
享驿站”也是快递员李忠的“小
家”。“之前送快递，遇到手机
没电就联系不上客户，真是个烦
心事。”李忠说，“自从有了
‘悦享驿站’，再也不怕没地方充
电了，对于我们这种奔波在外的
职业来说，不仅为我们工作提供

了便利，更传递了一份心意，让
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都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

服务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下一步，湖塘镇总工会将全力
推进驿站高质量建设、高效能
运转、多元化服务，积极探索
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手段，全力
将驿站打造成凝心聚力的宣传

站、关心服务的前哨站、补能
休息的中转站、传递爱心的接
力站。“未来，我们计划联动
各部门齐抓共建、共同发力，
做到既建得好、又管得好、更
用得好，全力解决好户外劳动
者‘关键小事’，努力让广大户
外劳动者抬脚进站点、抬手享
服务。”强霏表示。

本报讯 （记者 钱志益）
粮仓满，天下安。眼下正是最
繁忙的秋粮收购时节，进入
11 月以来，位于前黄镇的武
进粮食物流园全力做好收购
服务，不停磅、不停收，确保
颗粒归仓。

记者昨天上午在武进粮
食物流园看到，一辆辆运粮
车接续而至进入库区，由工
作人员进行扦样、检测、过磅
等处理后，将粮食运送至仓
库门前卸下，通过机器除杂，
一粒粒粮食由传送带依次送
入库内，堆积成一座座“粮
山”。“11 月底至 12 月气温
比较低的时候，把储粮温度
控制在 5℃以下，确保没有虫
害，保证大米质量。”武进粮
食物流园负责人壮锋说。

据了解，首批到仓稻谷
100吨，主要来自苏北等地，
每 500 克价格在 1.4 元至
1.46 元。为保证粮食入库后
高质高效储存，武进粮食物

流园打造“数字粮库”，粮食
储存实现全程数字化。为了
方便农民收粮，我区共设置
了武进粮食物流园、漕桥、寨
桥、坂上等 6 个收购点，在
库区醒目位置张贴入库流程
图、质价公示牌以及投诉举
报电话等，确保售粮农民交
“明白粮”“放心粮”“舒心
粮”，坚决杜绝“短斤少两”
“压级压价”“打白条”等坑
农行为。目前我区已腾出有
效仓容 3 万吨，落实收粮资
金 7700余万元，今年预计收
购 2.5万吨稻谷。

秋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
购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粮食
市场稳定的现实需要。接下
来，我区将在做好秋粮收购
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密
切关注粮食市场行情，广泛
宣传粮食购销政策，切实保
护农民利益。

武进粮食物流园开仓收粮

工作人员检查粮食质量

户外劳动工作者在驿站内享用午餐

日前，武进区首届青少年武术（散打）比赛开赛，来自我区 15家武馆的 150名选手参赛。
赛场上，红蓝双方选手以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热情投入激烈角逐，他们身手矫健，招式犀利，
攻防有序，一招一式都展现出了独特魅力。 蒋雯 摄

本报讯 （记者 宋祎凡）
近日，在区农业农村局指导
下，区果品协会在洛阳镇、雪
堰镇遴选 3个点位，建立“阳
湖”水蜜桃地理标志农产品保
护工程项目数字农场一体化监
测点，助力“武进桃”提质升级。

据悉，每个监测点都引进
了虫情检测系统与环境监测系
统，采用光电、数控技术，集
智能虫情测报、气象监测智能
分析传输等功能于一体。同时

应用物联网技术，全自动获取
土壤、气象、虫害信息，并将
相关信息上传“阳湖”水蜜桃
全程数字化质量管理平台，农
户可通过手机端、电脑端实时
查看。
“利用智能化设备，不仅

能实现科学种植，有力推动植
保信息化发展，还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当前乡镇植保人员配
备不足、虫情测报经验缺乏的
问题。”区果品协会秘书陆燕

红说。
产业兴则群众富。近年

来，我区围绕特色产业优势，
高效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建设，引入高效农机与智能化
管理平台，借助科技力量，彻底
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并依托省农科院，建立
“阳湖”水蜜桃种质资源圃，切
实提高“阳湖”水蜜桃品种供种
能力，为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
率奠定了坚实基础。

“黑科技”助力“武进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