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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晚报记者 蔡
佳/文、摄）“咻”地一下就“刷
脸”过闸了。昨天，无锡地铁
在 1号线人民医院站、南禅
寺站及地铁2号线梅园开原
寺站正式启动“自助边门”项
目试点。据悉，“智慧边门”
的开启为特殊乘客群体带来

“刷脸”进站的便捷体验，成
为江苏省首个试点“自助边
门”系统项目的地铁城市。

由于地铁闸机需要刷票
或刷卡才能自动开门，以往
符合免费乘坐地铁的乘客需
通过闸机旁的边门进站。乘
客在进站前要经过出示优惠
证件、核实、登记等一系列相
对繁琐的程序，在一定程度
上耽误了出行时间。昨天上
午，在地铁 1号线人民医院
站看到，检票闸机旁的边门
多了一个人脸识别显示屏。
一名特殊乘客过安检后径直
走到边门，摘下口罩将脸对
准右上方的人脸识别设备，
不到1秒钟显示屏上就弹出

“验证成功，请通行！”边门同
步打开，乘客进站，整个过程
不到 5秒。高考期间，车站
边门还同时肩负着考生“绿
色通道”的功能，大大提高了
通行效率。

无锡地铁人民医院站站
长宋子贺介绍，为解决乘客
困难、满足乘客需求，无锡地
铁集团通过走访调研、问题

收集、专题讨论、定向落实等
系列举措，制定了2020年度
多项服务计划，此次“自助边
门”试点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全省首个试点。目前，
无锡地铁票务政策对持残疾
人、伤残军人、因公致残警
察、持《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
证》、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
员等证件群体提供免费乘坐
地铁优惠，上述群体均为“自
助边门”惠及对象。“这种直
接‘刷脸’就能进站的乘车方
式将大大缩减乘客的出行时
间，同时也为特殊乘客群体

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方
式。”

乘客如何使用“自助边
门”进站？无锡地铁集团运
营分公司人士介绍，符合免
费乘车条件的乘客只需要在
第一次进站时携带优惠证件
及身份证，配合车站工作人
员录入证件信息及人脸识别
信息后，便可以在人民医院
站、南禅寺站及梅园开原寺
站三个站使用人脸识别自动
开启车站边门进、出站。此
后乘地铁不需登记信息，就
可直接“刷脸”通行。

本报讯 昨天由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发布的
数据显示，6月锡城楼市市场成交活跃。6月是
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各个楼盘积极加推新房。
42万平方米的市场新增供应量也直接体现了开
发企业的热情，包括惠山区美的爱情云筑、经开
区和玺、东北塘旭辉城等在内的多个纯新楼盘都
选择当月首次开盘，有的楼盘还推出了一些年中
优惠活动。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上半年楼市受疫
情短暂影响后快速复苏。3、4、5月份的成交面
积都在64万平方米以上，“红五月”更是达到了
64.12万平方米。即便到了6月这一传统销售淡
季，市场数据依旧居高不下。经统计，6月市区
商品房备案成交面积为69.54万平方米，环比增
长8.46%。其中住宅成交61.79万平方米，环比
增长12.13%。市区当月住宅备案均价20222
元/平米，而去年同期的住宅备案均价是17617
元/平米。 （仙林）

特殊乘客群体可“刷脸”进站

无锡地铁首试“自助边门”

6月楼市淡季不淡

本报讯 明明家境困难，却因一些补偿导致
金融资产超标，无法享受相关救助，让一些困难
家庭遇上了难题。6日，记者从无锡市民政局获
悉，新制定的《关于做好社会救助特殊情况处理
的指导意见（试行）》将针对一些特殊情形实行特
殊救助，探索当前社会救助中因“合情不合规”或

“合规不合情”而无法有效实施救助的解决途径。
前段时间，江阴的一户低保家庭，主要劳动

力发生车祸，家中获得了一笔数十万元的补偿
金，按照低保家庭每人金融资产不得超过3.5万
元的政策，这户人家只得退出低保。但实际情况
是，孩子还小，老人还需要赡养，这户家庭仍存在
不小的困难。无锡市民政局针对类似情况，根据

“六稳”、“六保”要求，制定了《关于做好社会救助
特殊情况处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破解当前社
会救助中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而无法有效实施救
助的“空白点”，列出了“温情救助”的解决途径。

该意见明确，共有五种情况可列入社会救
助。一是低保家庭因获得非因公（工）或意外事
故致伤、致死的赔偿金，导致家庭金融资产超标，
且赔偿金主要用于家庭养老、教育、医疗等支出
的；二是困难家庭或人员基本生活陷入极度困
难，对照救助材料标准实施的救助金额已达上
限，但仍不能缓解其困难的；三是救助申请人因
离异、长期不与子女往来，无法开具子女收入证
明。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已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
访、信函索证等方式开展核查，但仍无法准确核
定救助申请人家庭收入的；四是救助申请人在法
定劳动年龄段内且有一定劳动能力，但由于年龄
较大、患病、有违法记录等特殊情况，非个人主观
因素而无法就业，实际无收入的；五是市（县）区
社会救助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的其他社会救助特
殊情形（各地可根据社会救助联席会议集体研究
自行确定）。

据介绍，这五种情形可根据当事人不同的需
求给予不同的救助，采取一事一策的方案。无锡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负责人表示，这是根据实践
中遇到的困难，创新解决基层困难，构建“温情救
助”新模式，优化民生工作的策略，也是精准帮扶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指导性意见。符合政策的
市民即日起就可向所在社区提出申请。

（黄孝萍）

特殊情况救助
打造“温情”救助新途径

寻找规定和情理间
平衡点

本报讯 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今年小龙虾行情持续
低迷，不少小龙虾养殖户都
亏大了，新吴区梁鸿农场的
负责人邹介荣却靠着生态小
龙虾垂钓赚得盆满钵满，不
仅“红”了龙虾，还“绿”了水
稻。眼下，这块“稻虾共养”
田已插秧结束，下半年的小
龙虾季即将在稻花香中开
启。

去年，有着500亩水稻田
的梁鸿农场决定拿出235亩

“稻虾共养”，将稻田由单一
的生态系统转变为稻、虾结
合的复合生态系统。“一田两
种、一水两用。”作为“牵线搭
桥”人，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负责人张宪中介绍说，稻田
里养小龙虾是一种先进绿色
农业种养模式：虾为稻除草、
松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
阴、避害。在小龙虾生长过
程中，不运用化学肥料、农
药，虾更洁净、肉质更美味。
而“稻虾共生”种养模式生产
出来的大米，由于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米粒饱满香甜，品
质更安全，最终达到绿色种
植、生态养殖的效果。

让农场负责人邹介荣没

想到的是，由于小龙虾管理
团队缺乏经验，引入种养新
模式的头一年便“栽了跟
头”。“去年虾苗特别贵！”他
告诉记者，仅购入虾苗就投
入了近40万元，再加上挖沟、
围栏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一
年投入近百万元。绿色养殖
的小龙虾几乎个个都是高品
质生态虾，然而由于销售失
策，错过了上市黄金季，不少
小龙虾最后都“烂”在了手
里。

张宪中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听说苏州有一家“小龙虾
垂钓”的农场人气爆棚，特意
带着邹介荣一行前往参观。
邹介荣说，那里的车水马龙
让人看得“眼热”。“吸引人来
钓小龙虾，不仅省去了抓虾
的人工成本，还解决了销路
问题。”学习取经回来的邹介
荣立刻动手将养殖塘整改为
了垂钓塘，鱼竿、抄网、雨棚、
凳子以及桶等垂钓工具购置
齐全。他说，抓小龙虾是一
件非常辛苦的事，天不亮就
要爬起来抓。

邹介荣说，起初还担心
每人10元的门票是否有人愿
意“买单”，不料今年4月“小

龙虾垂钓”一开放，梁鸿农场
就莫名爆红了，这让农场工
作人员措手不及。一到周末
就是几百辆车，6月份高峰时
一天来了七八百辆车，日接
待人次超过两三千人。他感
慨道，所幸依托于梁鸿湿地
公园旅游度假区的配套设
施，解决了停车这个“大难
题”。除了门票收入外，客人
还可按市场批发价将钓起来
的小龙虾带走。“一传十、十
传百”，到这里亲子垂钓的家
庭越来越多。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今年3月底4月初投
放的虾苗，加上饲料、人工等
共投入30多万元，到6月份
时亩均产出达到3000多元，
235亩地共产出 70多万元。

“这还不算10月份的水稻收
成！”他喜滋滋地说，按照去
年的价格，两个品种的大米
市场零售价分别为每斤 10
元、6元。

6月底，上半年的小龙虾
季收尾后，梁鸿农场又给每亩
稻田重新放了30多斤虾苗。
目前，“稻虾共养”田已插秧结
束，小龙虾在水稻田里茁壮成
长，等再过一周个头长大又可
以开钓了。 （袁晓岚）

小龙虾生态垂钓“红”了龙虾、“绿”了水稻

“稻虾共养”探索出新“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