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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志益）本周
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近
年来，我区不断推进节水型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业节水设施及用
水计量建设。“十四五”以来新
建、改造、整治各类节水渠道超 8
万米，492座灌溉泵站实现计量全
覆盖，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农田面
积超 7000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
生产，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作
为市节水型灌区，南夏墅街道三河
村高标准农田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630亩，其中水稻田灌溉面积为
576.58亩，蔬菜36.42亩，池塘17亩。
为灌溉水稻田，该村建有一体化智
能节水灌溉泵2座，修建防渗渠道
4.65公里、生态渠道1.65公里。每个
格田都设置了用于灌溉的放水口，

田块间另外布设排水沟，灌渠与排
水沟相间布置，实现灌排分离。尾水
排入周边小微水体，经过三级净化后
回用或排入附近河道，实现水资源循
环利用。村里还引进了“灌溉施肥早
知道”平台，添置了新型喷灌设备，在
节水同时助力农作物更好生长。“小
菜园全面使用滴灌喷水，不仅节省了
人力，水资源利用率更是提升了
30%。”三河村网格员王小琪介绍。

三河村的高效节水举措，是我
区推进农业节水增效的缩影。接下
来，我区将进一步加强“取供用
排”全过程节水管理，创新节水工
作思路，提升用水效率，大力推进
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
镇节水降损，努力打造人水和谐、
地水相宜的新时代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新标杆。

算好高标田“节水账”

我区实施高效节水
灌溉农田面积超7000亩

牛塘镇丫河村陆续投入 200余万元，对辖区内多个小微水体开展整治。当前，针对
全村河塘的示范引导整治工作已告一段落，水清、岸绿、鱼欢成为常态。 陆新 钱垒 摄

近年来，武进博物馆始终坚持
以“人”为中心，以“文旅融合”为落
脚点，以建设“武博教育课程”为目
标，积极探索分众教育，与学校、社
区、企业、社会团体等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年均开展各类教育活动
200场次，努力让博物教育覆盖全
年龄段市民。

武进博物馆馆长邹利华介绍，
为更好地服务大众，进一步丰富
博物教育内涵，武进博物馆与武
进区残疾人联合会、湖塘镇综合
文化站以及淹城社区、丰乐社区
签订共建协议，后续将充分发挥
博物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

要作用，构建“博物馆 + 社区”
共同体。

近期，在武进区运村实验学
校，“行走的博物馆”吸引了孩
子们的目光。大家观赏着青铜、
书画、玉器等武博馆藏文物复制
品，零距离感知历史的温度。据
了解，“行走的博物馆———武进
博物馆文化行活动”将陆续走进
湖塘镇综合文化站、嘉泽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淹城实验小学等
地，通过志愿者讲解、发放人文
历史科普类读物、互动体验、交
流探讨等多种形式，让文物“跳”
出展柜，“走”进市民生活。

5·18国际博物馆日：

□ 记者 何晓丹

今天是第 48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今年，武进

博物馆以“与教研同向 与武博同行”为主题，携手湖塘镇综合文化站、武进青少年活

动中心、嘉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社会场所，打造“文物‘走’出去，客人请进来”

新模式，将“博物大餐”送到市民身边。

馆社联动的第一道“佳
肴”，就是“承续·展望”———
2024年锦绣湖塘城市美育新
民艺美精品展，展览将持续
至 5月 26日。常州乱针绣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单银娣、新
生代留青竹刻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张琪、陶艺雕刻区级代
表性传承人张毓阳、常州木
刻印绘年画区级代表性传承
人张振宇……非遗大咖云集，

通过“思想 + 艺术 + 跨界”
的融合创新，为市民展呈一
批湖塘非遗瑰宝。

湖塘镇综合文化站站长
周华介绍，活动有机融合了
沉浸式体验、场景化表演、
现场版教学等。“希望用活
态的方式立体化呈现非遗制
作工序，真正实现‘见人、
见物、见生活’，将传统非遗
变成市民喜爱的国潮时尚。”

周华表示。
昨晚，武进博物馆门前

广场上，“5·18国际博物馆
日”系列活动开幕仪式现场
人流如织。伴随初夏晚风，
“礼遇·湖塘桥”美学生活集
市同步热闹开市。从留青竹
刻到木板年画，从马杭木雕
到湖塘米酒，从华美漆扇到
指尖针绣……市民穿越时空
之境，尽享非遗之美。

系列活动期间，武进博物馆
创新社教形式，打造“龙城匠
韵”非遗系列活动、“万物小得
盈满，美好恰逢其时”节气艺术
课程等 10 余项特色社教活动，
让展厅“变身”课堂，寓教于乐、
融学于趣，让文物“活”起来，
让文化传开去。
“这样讲解文物知识，令人

大开眼界。不仅小朋友喜欢，大
人的求知欲也被点燃了。”昨晚，
市民周书阳和 8岁女儿一起欢度
“博物馆奇妙夜”，亲手“点蓝成
韵”，用现代环保仿制点翠工艺
制作了一枚精美胸针。
“点翠工艺是中国传统金属

工艺和羽毛工艺的完美结合，用

翠鸟的羽毛作为装饰，使得首饰
更加璀璨夺目……”在武进博物
馆二楼社教区，老师娓娓道来点
翠工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革新，
带领大家在时光流转间品味千年
历史长河中的那一抹“蓝”。

5月 18日上午，武进博物馆
还携手武进青少年活动中心，带
来“万物小得盈满，美好恰逢其
时”武博节气艺术课程。市民们
用一片片叶子、一朵朵小花，拓
染出最纯正的色彩，一起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见证植物生长的
自然之美。

此次武博还同步推出“童言
话文物”线上文物导赏专栏，让
市民云享文化盛宴。

打造行走的“第二课堂”

共赴国潮非遗之约

“礼遇·湖塘桥”美学生活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