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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覃露露）乡村振兴，
生态先行。日前，前黄镇以科技助力环
境治理为切口，开创无人机空中巡查新
监管模式，让日常巡查更高效。

一键起飞、全线监测。在前黄工业
集中区上空，“空中城管”正在进行当
天的巡查工作。该片区内共有企业超
200家，且多为智电汽车零部件、机械
加工等行业，在日常监管中易出现重点
排污企业常态化巡查盲点，是生态环境
管理部门的重点关注领域。

为破解这一难题，本月初，前黄镇积
极链接第三方技术支撑社会资源，采取
“铁脚板+无人机”相结合的立体巡查方
式，通过全自动飞行和影像全自动拍摄，
实现对重点企业排污口进行全方位观
测。“一次起飞时长可达40分钟左右。比
方说，5公里×5公里的方形区域，20~25
分钟就可以完成巡查。”第三方工作人员
陈轶凡告诉记者，针对无人机拍摄的照
片，都会第一时间实施技术处理，进行初

步核查，判定是否真实存在异常情况，形
成违法违规线索后反馈给相关部门。

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不仅实
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实时观测，同
时也降低了工作人员在复杂环境中的
安全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据了解，
前黄镇是全区河道数量最多的乡镇。
“空中城管”在河道治理中也发挥着积
极作用，有助于克服农村断头路导致
的脚力巡查困难，大大提升了环境监测
的全面性、环境评估的科学性以及环境
管理的高效性。

接下来，前黄镇将进一步用好科技
手段，提升无人机拍摄质量和水平。同
时，积极培训、储备人才，实现“空中
城管”与“水韵前黄”水污染治理信息
监管平台双向联动，打造“空中看 +地
面查”立体监管体系，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让生态环境整治更好地擦亮和美
乡村底色，以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
描绘乡村振兴蓝图。

本报讯（记者 徐梦
超） 金秋季节千重浪，
稻穗飘香丰收旺。10月
11日起，我区迎来水稻
收割期。农户抢抓晴好
天气，加紧收割稻谷，
田间一派喜人的秋收
“丰”景。

在前黄镇李臣家庭
农场内，饱满的稻穗层
层叠叠，铺满田野，轰
鸣的收割机在金色稻浪
中驰骋，经过脱粒等工
序后，稻谷被源源不断
输送到一旁的运输车上。
随后，搂草机、打捆机
和夹包机 3 台机器组成
的秸秆离田机具组也先
后进场，开展秸秆收集

打捆作业。经过多年发
展，李臣家庭农场粮食
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智能化，种植的水稻绿
色高质高效。该农场还
积极推广经验技术，带
动周边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今年 6月，我们在

全区范围内率先完成栽
插秧，所以我们的早稻
相比常规水稻提前了半
月左右收割。”农场负责
人李臣告诉记者，这两天
天气晴好，农场先收割了
一部分早稻，抢占市场。
据悉，李臣家庭农场今年
共种植水稻 400 余亩。
其中，种植“香软玉”约

200亩、“南粳 46”约 250
亩。“今年受台风天气影
响，水稻产量较往年每亩
将减少约 25 千克。”李
臣说。

据了解，今年全区
水稻种植面积约 6 万
亩，有“南粳 46”“武
科粳 7375”“香软玉”等
水稻品种。随着 5G、AI、
AR、大数据等技术的迅
速发展，农业生产也得
到了更多的智能化支
持，全区水稻生产机械
化率超 98%。目前，我
区各地正组织人员、收
割机全力投入到水稻收
割工作中，确保稻谷颗
粒归仓。

我区6万亩水稻进入收割期

文体旅事业的发展水平体现
出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近年来，
我区坚持惠民为先、融合创新，
立足本土实际，整合现有资源，
在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提升、群众
文化精品创作、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重点发力，积极探索文体旅发展
新路径。

白天 Citywalk，晚上夜游
武博。这个秋天，武进博物馆的
夜场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 9时。
武博还联合武进锡剧团、常州市
滑稽剧团在室外广场为市民游客
带来《珍珠塔》 《天要落雨娘要
嫁》 《全家福》等精彩演出，国
家一级演员沈惠兰、张怡、唐
寅、周蕾等，携手国家二级演员
薛平鸽、金超、王利民等联袂登
台献艺。演员们悠扬婉转的唱
腔、华美绚丽的舞姿，让现场观
众看得津津有味。博物馆的夜
场，也成为市民亲近历史、感受

文化的绝佳时机。90后市民周
烨竖起大拇指，为文化夜生活点
赞：“活动非常有新意，我们年
轻人也一下子对锡剧‘种草’
了。”

这些年，武博不断在基础设
施、陈列展览、社会服务等方面
创新创优，获评江苏省“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近三年，武博
年均举办临时展览 15场，开展
社教活动 120场，接待观众 30
万人次，不断发挥博物馆的公共
文化职能，让全方位、多样性、
精品类的文化盛宴变得更触手可
及。”武进博物馆馆长邹利华介
绍。

武博的发展是越来越繁荣的
武进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我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不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打造文化
艺术高地，并通过“送文化”和
“种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线上，
“艺起来”全民艺术普及课程、
武博艺术课程、精品非遗项目云
展览、线上阅读分享会、精品剧
目云剧场等，让群众足不出户也
能享受文化大餐；线下，连续
12年举办市民艺术季，带来展
演、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增
进各镇（街道）间文化交流，共
享文化建设成果。区文化馆连续
多年举办武进区非遗购物节，开
展“花都水城·浪漫武进”旅游
节开幕式期间非遗集市和动态类
项目的展示展演工作，本地非遗
品牌效应初显。此外，我区还通
过“馆校共建”模式，成功建成
开放武进第二图书馆、武进第三
图书馆、武进第四图书馆，打造
总分馆制建设“武进样板”。

文化日益繁荣，旅游、体育
事业亦蓬勃发展。在“2024 年
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区”名单里，我区位列全国第

28位，为全省第六、全市第一。
近年来，依托丰富多彩的活动，
武进旅游不断出彩出新，连续举
办 9届太湖湾音乐节，音乐赋能
城市、打造消费新场景的生动实
践连续 4次登上央视。最近，还
在华东地区最大的花木交易中
心———嘉泽镇夏溪花木市场，举
办首届中国家庭园艺展览会暨中
国花园节，通过不同主题的互动
体验式场景，形成了“园艺真好
玩”现象级话题传播。

同时，为推动全民健身，点
亮群众健康生活，我区聚焦“8
分钟健身圈”和“15 分钟篮球
运动圈”建设靶向发力。目前，
全区建有室外公共体育场地
2624 个、高质量网红球场 12

个、全民健身中心 7个、体育公
园 70个，每年举办各类群众文
体活动千余场次，并从全民健
身、全域健身、全民健康多视角
综合性深度实施一批“小而美”
的体育民生项目，将优质的公共
体育服务扩展到街区、广场、水
岸、绿地等公共空间，多维度多
路径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城市
能级不断提升。
“这几年，我感觉身边的文

化氛围、健身氛围越来越浓厚，
体育场地设施随处可见。现在像
骑行、滑板、桨板等体育项目在
我们武进都蛮流行的，大家处处
享文艺、人人乐健身，感觉生活
在武进幸福感特别强。”市民苏
娟有感而发。

□ 记者 何晓丹

“空中城管”上岗
科技赋能环境治理

前黄镇：

本报讯 （记者 施劼婧） “常州进
近，深圳 8991，高度 3900米，听你指
挥。”“深圳 8991，常州进近，下降到
修正海压 1200米保持。”10月 12日上
午 9时，随着塔台的进近管制席位上传
来陆空对话，常州奔牛国际机场成为全
国第 7个，也是今年以来唯一一个通过
进近管制空域批复的中小机场。

目前，常州机场日均航班起降
100~130架次，空管航班保障超过 3.6
万架次。随着民航航班量的持续增长，
塔台空管保障能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
“新的空管方式将最大程度地释放低空

资源。”民航江苏空管分局局长丁浩表
示，此举将有效提高常州机场空域资源
利用率，减轻管制员单扇区压力，为低
空飞行活动提供更加清晰、规范的空域
支撑和飞行指导，有力带动当地低空经
济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据了解，空中交通管制按管制的范
围分为机场管制、进近管制和区域管制
三部分。进近管制服务是民航客机在进
近阶段接受的一种航空管制，通常是指
在机场上空至 6000米之间的空域内进
行爬升或下降的阶段的管理。

加强空管保障
常州机场启用进近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