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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菜价，外地菜增了三成

今年的梅雨季特别长，降雨量也大，对
本地蔬菜，尤其是叶菜产量影响较大。“最
近，本地菜每天的上市量不满300吨，较6
月初减少了1/3，价格也有所上涨。”无锡朝
阳蔬菜批发市场经理尤勇介绍，为确保蔬
菜供应，朝阳集团加大了外地蔬菜的进货
量，每天都有1700吨左右的蔬菜从甘肃、
河北、宁夏、内蒙古、云南等地运至无锡。

“今年外地菜的供应量大大超过往年，增幅
在20%—30%。”尤勇说，目前蔬菜整体价
格平稳，兰州的包菜批发价每斤0.8元—0.9
元，河北的白菜批发价每斤0.9元、山东的
西红柿批发价每斤2元，与6月份差不多。

市商务局运行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汛
期来临前已要求大型商贸企业、农产品批
发市场以及重点应急储备商品企业做好应
急保供方案，检查落实商品库存，特别是要
着力做好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储备和应急
调运工作，保障相关商品价格稳定，确保我
市居民群众能够安全度汛。

外卖忙，雨越大订单越多

雨天很多人宅在家里不愿外出，马路
上，车辆、行人都少了。但美团骑手胡平却
从早到晚，骑着电动车在雨中奔波，一趟趟
地送着外卖。“雨下得越大，外卖订单就越
多。”这个月单子多得让胡平已经好多次忙
到下午两三点还吃不上午餐。虽然很累，
然而想到收入，胡平乐了。记者从美团了
解到，最近一个月无锡地区外卖订单环比
增长了20%。

生鲜电商同样面临着雨天大量用户
订单的不断涌入。“站里每天接到的订单
量，同比前段时间起码涨了20%。”叮咚买
菜无锡站相关人士说。每天早上6点多，
分拣员们就开始在各自所属的前置仓里
忙碌了起来。接单后，迅速找到所有产
品，平均1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单分拣。早
上 7 点第一单配送、一直送到晚上 10
点。300余名配送小哥分批出动，冒雨往
返于前置仓周围三公里区域间，确保按时
送达。

雨具热，宠物雨衣也俏销

梅雨季，自然少不了雨具。“7月份，雨
伞、雨衣、雨鞋等用品的销售量增长了
50%。”欧尚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往年雨
具的旺销期很短，但今年的超长雨季已让
雨具在超市的显眼位置占据了一个多月。

“今年儿童雨衣的销售同比增长超过六成，
其中有一款小黄鸭系列成为儿童雨衣的爆
款。”苏宁易购无锡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与
之相反的是，一次性雨具销售下降了。在
采访中记者发现，宠物雨衣也上了热销
榜。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显示，进入7
月宠物雨衣增速翻两倍，销售同比增长
44%。

除湿、烘干类家电也随着雨水量的高
涨，出现了一波销售小高峰。“带烘干功能
的洗衣机销量持续攀升，在所有销售洗衣
机中份额达到68%。”苏宁易购无锡公司人
士透露，干衣机销售更是火爆，同比增长
440%。此外，智能晾衣架、除湿机也深受
欢迎，同比分别增长43%、67%。（祝雯隽）

本报讯 房屋进水、漏水成了居民们这段
日子最头疼的问题，相关部门提醒居民，可以去
社区登记城乡居民住房财产险理赔。

“居民们不用慌，其实政府已经为每位常住
居民都购买了城乡居民住房财产险，因为暴雨
造成的住房财产损失，都可向人保财险无锡分
公司提出赔付。”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负责人介
绍，同时，如果是低保或者困难群众报案，所获
得的赔付额度会更高，按照以往的惯例，一般都
会翻倍补偿。

人保财险无锡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殷武介
绍，目前接到1300多例报案，已经在陆续处理
当中，“业务人员上门勘查现场时，居民只需要
出示户口本和住房、租房信息，之后赔付金额会
直接打到账户上。”他建议房屋进水或者漏水的
居民，可以先去社区登记，或者拨打人保财险电
话，梅雨季结束后会分片区集中处理报案，并进
行一次性赔偿。 （殷星欢、王晶）

暴雨造成财产损失可获补偿

今年的超长梅雨季给城市防汛抗
洪带来了极大压力，也给市民日常工
作生活造成了诸多困扰。可以看到，
经过前几次强降雨的考验，相关部门
和单位应对措施有序有力，主次干道
易积水点排水迅速，减轻了强降雨对
城市运转的影响。持续强降雨、台风、
冰冻等极端天气是对城市管理工作的
综合考验，在做好河湖堤坝安全、主次
干道畅通、物资供应充足等“显性”工
作的同时，更要做好居民区道路排水、
地下车库防积水、小区门面房广告牌
加固等“隐性”工作，正视极端天气中
暴露出来的民生短板，并拿出务实有
用的举措逐一破解。

为什么说极端天气是对城市管理
工作的“大考”？是因为考验越严峻暴
露出的问题也会越多，甚至会出现很多
意想不到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和单位
及时研判加以修正，做到闭环管理。比
如房屋漏水问题就是近期很多老新村
居民反映的热点问题，居民们反映平改
坡改造后漏水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希
望相关部门到现场查看一下屋顶防水
工作有没有做到位。有不少居民说一
下雨小区门口就发大水，碰上持续强降
雨根本没法出小区门，向有关部门反映
了，但有关部门没有当即派人来查看，
而是天晴了才来查看，当然看不出问题
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了。还有诸如小
区地下车库积水、轿厢顶部漏水导致电
梯停运、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等问题，
都是居民遭遇的闹心事。

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高度重视极端天气下暴露出的这些民
生短板，安排专门人员及时回应居民
关切，到一线查实情，倾听居民诉求，
才能真正检视工作中的待改进之处，
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无锡老新村面
广量大、房龄长、居住人口多，应审视
现有平改坡工作中的施工工艺、防水
材料是否能应对持续强降雨考验；对
小区门口易积水路段，应明晰情况、

“一点一策”，排水管口径过小的要考
虑更换大口径管道；一些小区步道砖
晴天看时光鲜亮丽，一到雨天就容易
打滑，在后续改造时不妨换成透水防
滑砖。极端天气是镜子也是鞭子，它
映照出城市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哪些不
足，也鞭策各级各部门要及时查漏补
缺，把措施再完善把工作做到极致，让
城市散发出精致之美，让市民更有获
得感。 （石洪萍）

正视极端天气中
暴露出的民生短板

寄畅快语

跑腿、送餐、照料……都考虑到了

本报讯 昨天，滨湖区建设工程领域又有
一批民工通过考核，拿到了由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来自方泉苑六
期项目的两位民工师傅（上图），手持刚拿到的
钢筋工职业资格证书高兴地说：“有了这张证，
咱在外面打工腰杆可硬多了。”

“工地上的民工基本都来自外地农村，‘放
下锄头，拿起榔头’的他们往往缺少建筑施工技
能的专业培训。”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民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且流动性大，基本
都不会主动前往劳动部门评定职业资格。住建
部门联合社会办学力量，组织一系列理论知识、
现场技能培训，大多数民工通过考核，获得了由
市人社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这份有“含金量”的职业资格证书，是民工
施工技能的“硬核”体现，能帮助民工就业时更
好地找到满意工作。据悉，今年上半年，市区两
级住建部门共举办了30批次民工技能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民工共计4000余人。

（记者 孙倩茹、通讯员 张元 图文报道）

社工、志愿者、第三方服务机构齐上阵，困难群众生活有保障

本报讯 连日降水，给社区孤寡、
独居老人以及困难群众的生活带来许
多不便，有时连出门买菜都成了奢望。
幸好社区志愿者、社工等挺身而出，在
这段特殊时期，给了特殊群体安慰和照
料（如图）。

7月20日，早上和下午分别下了
一场大雨。“昨天去费阿姨、黄阿公家
里的时候看到菜不多了，今天雨这么
大，给他们捎点过去。”梁溪区北大街
街道丽新路社区志愿者陆阿姨买好

菜，拉着社区工作人员小王一起出了
门。

持续强降雨天气，基层社区依靠各
种形式的公益志愿服务，保障着孤老、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棉新村的黄阿公是一位90多岁的独
居老人，住在顶楼，腿脚不便，汛期来临
后就没出过门。“买菜、买点牙膏之类的
生活用品，都是社区帮忙的。”黄阿公
说。丽新社区约有40位生活不便的孤
寡、残疾老人，他们的买菜、生活问题得
益于丽新社区的“暖宅有爱”孤困老人
精准帮扶项目。20多位社工和志愿者
团队为有困难的老人们提供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服务。

在滨湖区河埒街道的水秀新村，困
难居民帮扶是通过“友邻包”邻里志愿
服务实现的。楼道年轻邻居结对困难
居民代跑腿。要买东西只要写在卡片
上插在楼道里，邻居看到了就会捎过
来。类似的一个个公益项目在基层扎

根后，在汛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下大雨、暴雨，第三方服务机

构的服务没有中断，上门送餐、理发、保
洁、电话问候……线上、线下全方位守
护特定老人的基本生活。”滨湖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了解，滨湖区和
梁溪区都为特定高龄老人家里免费安
装了智能守护系统，只要一有问题，可
以直接拨打第三方的电话，就会有人上
门查看。

居住在三棉新村的费阿姨子女都
不在身边，她家地势比较低洼，过去几
乎年年被淹，深的时候没到膝盖。今年
入梅后，门口的道路一度形成积水。丽
新社区及时调动抽水机抽水，社工主动
上门查看家里漏水情况，并成立24小
时值守制度应对汛情。“社区的人一天
要来看两次，水有没有淹到家里，幸好
抽水及时，今年雨这么多却没有受淹。”
费阿姨说。
（殷星欢、王晶 文/殷星欢、朱吉鹏 摄）

闻
而动

外地菜多了、外送单涨了、宠物雨衣火了……

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本报讯 昨天，夹城里社区工作人员
逐户排查汛情，帮助老年居民家中排清积
水，架高转移家用电器（左图）。在部分进
水的家庭，街道安监办、社区工作人员，还
上门开展了用电、用气安全排查，帮助消
除隐患。据悉，待积水退去后，社区工作
人员还将上门指导做好防疫消杀工作。

“外面下大雨，家中下小雨”。昨天，
曹张新村、扬名一村等多个老小区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顶楼住户漏水的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对漏水家庭进行上门统
计，并在现场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的积
水。截至目前，曹张新村 3个片区有
1671户“三供一业”移交至街道，并由街
道资产办负责屋顶漏水、雨水管、外墙修
缮等维修工作。 （练维维 图文报道）

上门排查
一楼顶楼除隐患

本报讯 记者昨从市民政局获悉，从7月1
日起，我市提升低保标准、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孤
儿养育标准，明确特困人员照料工时费，新增重
病、重残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等内容。同时，这些
兜底保障实现“全市统一、城乡统筹”，宜兴、江阴
与市区同步调整。

此次调整涉及多项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内
容。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2019年的每人
每月960元（宜兴市910元），统一提高到全市
每人每月1010元，实现低保标准连续十二年增
长。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标准，统一提高到
全市每人每月1525元。孤儿集中养育标准由
每人每月2600元提高到2730元，分散养育标
准由每人每月2210元提高到2320元。重残、
重病儿童按照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补贴标
准的50%发放基本生活费补贴。

“这次调整一次性补齐了我市民生保障中
的短板，实现低保标准和特困供养标准大市统
一、城乡统筹。”市民政局副局长钱晓东表示。
保障标准全市不统一、城乡有差距一直是民生
事业发展的突出难题：拿低保来说，市区和江阴
的标准已经一致，但宜兴稍低；在特困供养方
面，市区和江阴的标准虽然相同，却存在城乡差
距，而宜兴城乡虽然统一，但整体标准又低于市
区和江阴。为此，全市下半年财政预计增加资
金3600多万元，提标后，我市孤儿养育标准持
续位居全省第一，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持续
位居全省第二，总体将惠及低保等各类困难群
体近8万人。

对特困人员来说，照料、护理的需求非常迫
切，此次，我市首次明确这类人群的照料护理标
准。钱晓东表示，之前人均照料服务工时费为
每月170元，现在提高至人均每月不低于550
元，江阴、宜兴两市照料护理标准同时提升。

同时，考虑到替重残、重病儿童家庭减轻负
担，此次还建立起重残、重病儿童关爱机制。全
市约有1400名重残、重病儿童，政策首次将其
列入基本生活费补贴发放范围。“这是一项新增
的保障内容。”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负责人王伟
介绍，已经纳入低保的，减去低保后补差，没有
低保的，直接补贴。 （王晶）

多项困难群众
兜底保障提标
实现“全市统一、城乡统筹”

送技能培训上门
助民工持证上岗

本报讯 “无锡是集成电路的‘黄埔军校’，
我特别想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一直关注太湖
治理，这次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昨天，
2020年“名校优岗”优秀大学生政务见习活动
启动，北京大学物理电子学专业的研二学生路
通康、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的研一学生赵
泞纷纷“告白”无锡。即日起，38名来自清华、
北大、中科大、复旦等“双一流”高校的优秀大学
生将在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特色
产业园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政务见习。

团市委相关人士介绍，无锡引才诚意满满，
为参加见习的大学生统一安排住宿、提供交通
保障并发放见习补贴。“名校优岗”优秀大学生
政务见习活动举办两年来，拓宽了我市青年干
部来源，提高了无锡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为我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储
备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

在锡期间，38名政务见习大学生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全面了解无锡经济
社会发展良好态势和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寻访
行业领域专家，请教学业答疑解惑，并组成高校
社会实践队伍在锡开展广泛的课题调研。

（马雪梅、见习记者 雷颖）

“双一流”高校学子
来锡政务见习

本报讯 20日早晨，锡城开始新一轮
强降雨。梁溪区提前应对，措施到位，老城
厢排水顺畅。

早上7点前，梁溪区防汛人员全员到
岗到位。区水利局调集10余台排水泵车，
值守在沁园路、春申路等易积水路段，根据
雨情实时开泵排水。街道和社区共调集
100余台水泵，安置在易积水的新村里弄，
由专人值守，及时开启。消防部门还出动
一台消防车，前往绿塔路排除积水。

北大街丽新社区是运河边的低洼棚户
区，运河水面比社区地面高出一截。天刚
亮，社区工作人员已各就各位。从暴雨降
落的第一分钟起，几台临时架设的水泵全
部开启，直到数小时后暴雨警报解除才停
止，路面始终无积水。 （卢易）

提前应对
老城厢排水顺畅

今年入梅以来，连续的强降雨，给锡城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小影响。本地
叶菜锐减，外卖订单增加，雨具销售猛涨……消费市场因“雨”而变。

汛汛

因
而变
汛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