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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只要踏出公
司门口就铺设有盲道，遮挡
物也被清除了，出行安心了
很多！”8月15日，在新吴区
汉江路某盲人按摩店工作
的小李下班后欣喜地说
道。针对新吴区检察院盲
道整改的检察建议，辖区相
关部门对重点街区盲道进
行了整改，对盲人集中上下
班区域的“最后50米”开展
了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规划。

去年8月初，无锡某盲
人推拿按摩店创始人、新吴
区检察院“益心为公”志愿
者严三媛向检察机关提供
公益诉讼线索：“现在公共
道路上的盲道建设大多没
有问题，但对我们盲人师傅
来说，最难走的就是下了公
共交通后到单位门口的路，
这段‘50米’路基本上没有
任何无障碍设施。”

严三媛所在的推拿按
摩店在无锡共有 10 家门
店，店里的残疾人职工有
200余人，其中视力残疾员
工超过60%。这些盲人推
拿按摩店门口并无设置盲
道，盲人师傅上下班的“最
后50米”上时常有电动车、
汽车、广告招牌等随意停
放，成为他们出行的一大

“难题”。
接到线索后，新吴区检

察机关开始走访调研，对辖
区内6个街道、24条道路范
围内的多处盲人职业者密
集区域进行检查。经调查，
大多数“最后50米”并没有
设置盲道直通企业大门口，
即便是公共区域盲道也存

在被树枝遮挡、盲道破损等
问题，影响着视障者的安全
出行。

城市公共道路无障碍
设施一直由住建部门或城
管部门监督管理，但城市主
干道至残疾人集中工作地
点的通行区域法律并未明
文规定管理部门。“这些区
域会被认为不属于政府公
共管理的部分。但商家想
要自己铺设盲道也无从下
手，盲道地砖从哪里获取、
物业管理公司是否准许、
改建是否符合规定等问题
都需要考虑。”新吴区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尹利
威说。

为推进无障碍设施“无
死角”，2023年9月，新吴区
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建议有关部门采取
措施对存在问题的无障碍
设施进行排查整改，消除安
全隐患。同时，积极与属地
街道、物业管理等部门沟通
联系，建议在3处盲人职业
者上下班出行密集区域建
设无障碍设施，打通“最后
50米”。收到建议后，相关
部门及时进行了整改。

今年5月，新吴区检察
院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
项行动，与区残联持续沟
通，调查全区无障碍环境建
设现状。目前，新吴区检察
院在新吴区残疾人集中就
业点（21家企业）积极开展

“最后50米”无障碍专项行
动，明确无障碍设施的需求
数量，确保无障碍设施覆盖

“无死角”。 （王佳）

本报讯（晚报记者 潘
凡/文、摄） 在多数水稻还
处于拔节生长期的时候，位
于新吴区鸿山街道的从心
农业水稻基地已经奏响了
丰收的序曲。8月17日，这
里的首批早稻开镰收割，拉
开了全市早稻收割的大
幕。据了解，受前期暴雨、
高温等天气影响，今年首批
早稻亩均产量较常年略低，
但品质不错。

早上9点，从心农场的
水稻田里一派忙碌，一台洋
马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金
色的稻田间穿梭。伴随着
隆隆响声，一茬茬水稻被源
源不断地卷入收割机中，
在机器内部进行脱粒处
理。不一会儿，“吃饱”的
收割机驶向田埂旁，随着
农机手按下按钮，金黄色
的稻谷如泉水般涌出，通
过收割机上部的白色管
道，准确无误地灌入早已
准备好的粮袋中，之后被
立即送往烘干中心烘干。

据了解，从心农场稻
田里首批收割的早稻是3
月育秧、4月下旬种下的吴
之天川、越之银河等品种，
面积有近80亩，将在两天
内收割完毕。“这批水稻的
颗粒度还可以，但因为6月
底水稻抽穗扬花时遭遇了
连续暴雨，授粉不均，影响
了结实率，致使一部分稻
谷出现了空壳。在水稻即
将成熟时又遇到持续高温
天气，加上受到台风外围
的影响，出现了大面积倒
伏，所以今年这批早稻产
量会受到一定影响，预计
亩产在400斤左右。”从心
农场农技员王顺介绍，由
于在水稻生产过程中不使
用农药和除草剂，所以难
免会出现少量虫斑或病米
粒，后期会通过色选的方
式清除。

首批早稻经历了暴雨、
高温等不利天气的“连击”，
亩产量比去年减少了约50
斤，但得益于科学管理，成

熟稻谷的穗型完整度和颗
粒饱满度都不错，已经成熟
定型的稻米口感基本不受
影响。“我们在早稻种植前
就做好了台风、暴雨、高温
干旱等天气下的生产预
案，及时开沟排涝、做好防
汛等田间管理工作，并加
强病虫情监测。同时，在
天气晴好时及时补肥、人
工清除稻田及周边杂草、
采用诱虫灯等物理防控措
施，尽力降低对早稻产量
的影响。”王顺表示。

在完成“第一镰”收割
后，田块不会立即进行翻
耕，而是会重新上水、追肥，
采用再生稻种植方式达到

“种一季收获两季”的目
的。据了解，该模式即利用
稻桩存活的腋芽重新发苗、
长穗，两个半月后可以再收
一季优质新稻。只要后期
管理得当，每亩可再增收近
40%，且稻米品质跟第一批
差不多，进一步提高了稻田
的综合生产能力。

8月 16日，2024年夏
秋季望虞河引江济太应急
调水正式启动。无锡水利
部门提前开启九里河、北兴
塘、伯渎港等望虞河西岸闸
门，分流原望虞河水，为长
江清水腾挪空间。据介绍，
待望虞河干流水质稳定达
标后，将引水入湖。届时，
太湖每日将“喝”到400万~
700万立方米的长江清水。

今年夏天，梅雨期雨量
颇丰，太湖并不缺水，为何
此时引江水来“济”？无锡
市防汛办负责人介绍，太湖
流域全年降水时程分配不
均。以无锡地区为例，今年
梅雨期（6月19日-7月16
日），无锡市出现了3轮强
降雨过程，平均梅雨量
443.6毫米，较多年平均梅
雨 量（252.0 毫 米）偏 多
76%。受强降雨影响，全市
河湖库水位普遍超警超汛
限，太湖发生 2 次编号洪
水，洪水过程中，太湖最高
水位达到4.04米，超过警
戒水位（3.80 米）0.24 米。
但出梅后，很快切换成“晴
热少雨”模式，太湖流域降
雨量较常年同期（7 月 16
日-8月16日）偏少六成，
太湖水位呈持续下降趋势。

“太湖水位持续下降，
太湖及下游地区供水可能

会受到影响，同时湖体流动
性减弱，水环境容量不断减
小，也会增加蓝藻水华暴
发、湖泛风险。”市防汛办负
责人表示，因此，需要及时
引入长江清水，让太湖维持
在适宜水位，并促进太湖水
体流动，以确保太湖流域安
全度夏。

如果把梅雨期的入湖
水量“存”起来，能否缓解水
位下降问题？对此，市防汛
办负责人表示，尽管在梅雨
期，太湖水量充沛，但却不
能“存”太多，否则水位持续
超警，加上汛期可能会出现
的台风影响，超量水资源反
而会引发水灾害。为了既
最大限度留下水资源，又能
兼顾流域防洪安全，今年汛
期内，水利部门统筹雨情水
情等情况，科学精细调度水
利工程，充分发挥其“兴水
利、除水害”的作用——在
梅雨期，加强对太湖的排水
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考虑到出梅后流域内雨水
可能偏少的现实情况，水利
部门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
提下，在太湖平均水位3.6
米（高于以往的太湖防洪控
制线0.1米）时，提前停止排
水，相当于提前多“储存”了
4亿立方米的水量在太湖。

太湖留足“存粮”的同

时，无锡市水利局密切关注
天气与太湖水位变化。8
月11日，太湖平均水位下
降至 3.34 米，接近太湖当
前的引水控制线（3.3米）。
综合考虑天气形势及太湖
水位变化趋势等因素，提前
对上申请启动引江济太应
急调水。

8月16日，水利部太湖
流域管理局启动2024年夏
秋季望虞河引江济太应急
调水，本次调水计划日均引
江水量950万～1380万立
方米。待望虞河干流水质
稳定达标后，日引400万~
700万立方米清水入湖。

在引水阶段，无锡水利
部门提前开启九里河、伯渎
港等望虞河西岸水利枢纽
闸门，促进望虞河原水体流
出，为长江清水腾挪空间；
清水入湖阶段，将关闭望虞
河西岸支流口门，防止西岸
水体影响望虞河清水通道，
确保太湖“喝”上优质清水。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调
度方案，引江济太期间，将
有计划地向望虞河两岸分
流清水。预计日均90万~
100万立方米清水流入锡
东地区内河河网，届时，将
进一步改善锡东地区的水
环境、水生态，更好保证区
域供水安全。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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