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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9日上午，第
57次法治无锡建设新闻发
布会召开。从会上获悉，近
3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立
案审查公益诉讼案件1843
件，推动修复水域、复垦耕地
林地、保护被污染的土壤
1350余亩，督促清除危险废
物2.4万余吨，督促收回各
类国有资产及专项资金2.84
亿余元，向污染企业和个人
索赔环境损害赔偿金2143
万余元。

在助力保护绿水青山方
面，全市摸排生态环境领域
案件线索1338件，占公益诉
讼线索总数的46%。其中，
滨湖区检察院通过向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提示函，迅速启
动公益保护机制，督促施工
方立即暂停填埋施工作业，
保护野生候鸟繁衍栖息地，
成功办理全省首例野生候鸟
繁衍公益保护案。

在守护舌尖安全方面，
我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舌
尖上的安全”“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等专项
活动，办理食品药品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373件，其中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1件。惠山区检察院通过
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依法制
止虚假宣传桃胶功效的违法
行为，并联合有关单位召开
法律宣讲会，促进桃胶行业
健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检
察机关借助大数据、AI 等
现代科技力量助力公益诉
讼工作。其中，锡山区检察
院率先在全国率先运用AI
人工智能技术创建“公益诉
讼智能研判平台”，实现线
索的智能化、自动化、规模
化筛选，打破线索发现难、
调查取证难“瓶颈”。今
年，该院利用信息化发现线
索 占 比 94.1% ，成 案 率
100%。

同时，市检察院专门出
台相关举报奖励办法，鼓励
社会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社
会公众可通过来信来访、
12309电话、检察机关官方
网站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向检察机关举报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

（刘娟 通讯员 袁丹 贺
俊丽）

记者获悉，此次首场音乐会共有7首
曲子。其中，反映无锡太湖山水无穷魅力
的二胡协奏曲《太湖风情》，和以民歌《无
锡景》音调为素材的合奏曲目《梁溪音
诗》，是两首“无锡元素”的原创曲目。除
此外，还有中国近代音乐家刘天华创作的
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民间音乐家阿炳
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听松》、著名的古代琵
琶大套武曲《霸王卸甲》等。更有风靡全
国的电视剧《大宅门》所作配乐《大宅门写
意——卢沟晓月》。无锡民族乐团常任指
挥黄炎佳告诉记者，后期作曲家将电视剧
中的音乐主题改写成这部民族乐队作品，
又加了一个副题“卢沟晓月”，以突显京城
的风格和韵律。

黄炎佳是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与

表演艺术大学乐队指挥专业最高学位获
得者，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指挥维也纳
室内乐团音乐季音乐会的中国指挥家。
来无锡从零开始，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
战。“乐团就跟厨师上菜一样，目前阶段
是买洗，随后便是清理干净接着烹煮，而
美味不美味，厨师们很重要。”黄炎佳直
言，自己很喜欢无锡这个乐团，它是“后
浪”的典型代表，队伍很新且能力巨大，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风格各异，如何融合
确实需要时间。乐团在成立之初，无论
是从声音上，还是合作上，都尽量国际
化，让更多的人看到民族管弦乐团也可
以演奏交响乐，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民
族乐器。

（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来自五湖四海的40名“后浪”加盟

无锡首个民族乐团首演将至

本报讯 昨从滨湖区城
管局了解到，马山餐厨垃圾
处置站今年进行了扩容，成
为滨湖区最大的餐厨垃圾处
置场所，日处理餐厨和厨余
垃圾量增长到30吨。滨湖
区另两处处置站分别位于荣
巷和胡埭，日处置能力分别
为20吨，目前滨湖区日处理
餐厨和厨余垃圾量已增长至
70吨。

日前，滨湖餐厨垃圾专
运车辆来到位于碧波支路的
马山餐厨垃圾处置站，将收
集的数吨餐厨和厨余垃圾倒
入投料口，实施粉碎打磨、发
酵烘干等无害化处理。据介
绍，设备会自动对垃圾进行
分拣，将金属、大骨、玻璃物
品从餐厨垃圾中分选出来，
进入对应容器后进行分类处
置，提高了垃圾无害化处置
效率。分离出来的垃圾由于
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水分，因
此处置站专门配置了油水分
离设施，通过挤压让垃圾中
的渗沥液得到充分的沉淀
后，逐步进入污水处理系
统。为防止垃圾的异味影响
到周边环境，处置站专门设
置了净化系统，用来除臭和

杀菌。餐厨和厨余垃圾进行
无害化处置后形成有机肥料
的比例约为 10:1，大约 10
吨垃圾就能够产出1吨有机
肥料。

据了解，滨湖区目前已
经有25个居民小区实施了
垃圾“四分类”，每天产生的
厨余垃圾由专门的收运车辆
进入小区收运，最终全部进
入餐厨垃圾处置站进行无害
化、资源化处置。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
目前市区餐厨及厨余垃圾一
部分进入餐厨及厨余垃圾专
用处置终端，一部分进入生
活垃圾焚烧厂处置。集中处
理设施包括已投运的无锡惠
联餐厨废弃物处理厂，日处
理能力为440吨左右，在建
的锡东餐厨厂将于2021年
投入运营，日处理能力达到
330吨左右，规划建设的惠
联居民厨余垃圾处置设施，
日处理能力达到 1200 吨。
其余，全市各区餐厨和厨余
垃圾分散处理设施以小型厨
余机为主，由各区、街道进行
投资建设运营，总计20处，
日处理规模共计约 151.5
吨。 （巫晓凌）

今年1月揭牌、2月招聘、6月面试，9月正式排练……无锡首个民族乐团终于成

立。11月20日，将迎来首场公开演出，对于团长黄杨来说压力很大，原应一年的磨合

期，缩短至2个多月，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他每天都会去排练厅，渐渐地发现团员来

得比他早，走得比他晚，看着这40张青春洋溢的面孔，他释然了，“我们一定行”。

终有属于无锡的“声音”

“今年9月3日上午9点，我永远都会
记住的时刻。”黄杨表示，这是无锡民族
乐团首批团员第一次排练的时间。无锡
民乐底蕴深厚、基础广泛，诞生过有世界
影响的民乐家，被誉为“民乐之乡”“二胡
之乡”。但由于种种原因，无锡迟迟没有
市一级的民族乐团。无锡终于有了属于
自己的“声音”，这让黄杨十分激动。他告
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无锡曾有一支交
响乐队，是属于无锡歌舞团旗下的，这与
职业乐团性质不一样，所以，无锡民族乐

团可说无锡历史上第一个单独建制的乐
团。

目前乐团有40名团员加一位指挥，
共41人。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首轮的
招聘通过网络进行初试，近300位选手投
递了简历和视频，经过筛选，最终挑选出
80多人进行面试。大部分团员都来自专
业院校，“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在二十
六七岁，在他们眼神中能看到求知、向
往。”黄杨笑着说，自己很喜欢跟团员在一
起，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新乐团新机遇的吸引力

每天早上7点，在无锡民族乐团的排
练厅总能听到琴声，这已经是大院里众所
周知的事情。歌舞剧院的演员们感慨，

“每次排练完，不管多晚，民乐团那层楼总
还会传出乐曲声。”团员们如此努力，让黄
杨很欣慰，他直言，团员都很优秀，甚至有
很多比无锡民族乐团名气大的院团向他
们抛去橄榄枝，但他们最终选择了无锡。
问起原因？黄杨说：“对于他们来说，新乐
团有机遇也更有发展性，可以与乐团共同
成长、进步。”

在中国音乐史上，无锡是一个重要的
节点城市，早在400多年前，无锡就组建

了以民乐演奏、昆曲清唱为主的“天韵
社”，享誉江南；清代华秋苹创立琵琶流派

“无锡派”，刊印了中国第一部琵琶曲谱
集；一代国乐大家郑觐文探索民族乐队建
制，组成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刘半农开一
代音乐考古之先风；刘天华改良国乐，创
作二胡曲，把二胡引入高等学府；阿炳谱
就的《二泉映月》，更是令世界瞩目；闵惠
芬、王建民、邓建栋在当代民乐演奏上占
有重要一席……因此，无锡民乐的影响力
无可取代，以市民乐团为载体，无锡要传
承好这些地方民乐文化，努力占领中国民
乐新高地。

五湖四海的“后浪”可畏

近3年公益诉讼
挽损2.84亿余元

餐厨垃圾处置站扩容
滨湖日处理量达7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