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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路过经开区
街头可以看到有大型雾炮车在
对柳树进行喷雾作业。这是经
开区综合执法局在用水雾降絮
的方式减少飞絮。据悉，该局自
3月底便着手布置今年的抑絮、
降絮工作，在重点区域通过修剪
降絮、水雾降絮和药剂“避孕”的
方式减轻飞絮扰民现象。

柳絮是柳树繁衍后代的一
种自然现象，看似团团“云朵”飘
浮在空中，却会通过眼、鼻等器
官进入人体，严重的会诱发各种
呼吸道疾病，同时也会增加交通
事故隐患。该局明确划分主次
干道两侧柳树范围，对金石路、
观山路、吴都路、立信大道、五湖

大道、贡湖大道等多条路段，针
对性进行集中治理。“此前已提早
介入对长势繁茂的柳树进行修
剪，以减少枝条数量，降低飞絮
量。”区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外，每日出动大型雾炮车2
辆对飞絮较多的路段，早晚进行
湿化、喷水实现物理降絮。

据悉，为了缓解季节性柳絮
影响，新城集团瑞景城市服务公
司去年已对辖区重点地区的柳树
进行了试点针剂“避孕”试验，效果
良好。从5月1日起，将对金匮公
园、尚贤河公园、贡湖湾公园和梁
塘河湿地公园，以及辖区所有道路
的7000多棵柳树进行药物“避
孕”，防治来年柳絮扰民。（潘凡）

在新一轮的乡村发展中，谢埭荡
村正在不断整饬环境，并在乡村旅游
上打造宛山荡湿地旁的新名片。谢
埭荡村当下大力开展道路修建、河道
清淤、景观提升。为了体现村庄自然
特色，人行小道采用鹅卵石、小青砖；
鼓励村民美化房前屋后、零星边角
地，保持原生态的同时做好美丽文章。

谢埭荡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临水
而居、以渔为生的传统江南渔村，现存
700多亩大小水面原来都是分散租赁

经营，大部分鱼塘已经有40多年未进
行清淤工作。现在配合宛山荡风光带
建设，大大小小几百个渔场集中归并
整合再利用的“化零为整”夺人眼球，
历时半年来，规整行动已经完成超过
500亩水面。从村委了解到，以后，这
些鱼塘一部分将根据新的规划改造成
为景观湿地，不再进行水产养殖；一部
分将成为垂钓中心和鲈鱼、鲥鱼、昂刺
鱼、甲鱼等无锡市特种水产养殖区，延
续保留渔村优势和特色。

本报讯 近日，由无锡市文化遗
产保护基金会筹拍的《荣德生1949
光明抉择》在荣德生旧居正式开
机。而无锡籍著名主持人曹可凡更
作为此次特邀主持人，亲临现场。

据了解，《荣德生1949光明抉
择》讲述荣德生先生自1946年至
1952年在旧居居住的6年间，启动

“天元计划”、规划《今后之无锡》、创
办江南大学，经历了从爱国爱家乡到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光眀抉择。这是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继出品
《向西向西——荣氏企业西迁记》之
后，又一部通过锡籍文化名人讲述

名人故居的形式、以影像方式定格
城市文化记忆的创新之举。

为更好地讲述无锡名人往事，
挖掘工商名城内涵，剧组特邀无锡
籍著名主持人曹可凡，亲临荣德生
旧居出镜主持。曹可凡祖籍无锡，
无锡的著名园林——蠡园的建造者
是王禹卿，其兄王尧臣便是曹可凡
的曾外祖父。王氏兄弟曾在上海滩
与荣氏家族一起，共同经营了当时
盛极一时的福新面粉厂、申新纱
厂。对于他来说，“其家族与荣氏家
族有着深厚渊源，此次能参与到拍
摄中，很有意义。” （璎珞）

《荣德生1949光明抉择》开机
无锡籍主持人曹可凡助阵 修剪+喷雾+药剂 多管齐下防飞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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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谢埭荡村，这里刚刚获评2020
年度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和无锡市特色田
园乡村。村民陆续入住漂亮到让人惊艳的翻建农
房，正在兴建的500亩临水鸡头米基地以及毗邻无
锡最美后花园宛山荡湿地的绝佳自然环境，让这个
昔日的江苏名村、无锡最早的亿元村和渔业村，焕
发出别样的颜值魅力和城乡精彩互动画面。

暮春时节第一次来到谢埭
荡村参观，外来人员往往会被村
民们称为“一期”的新江南风农
村翻建房给惊艳到。穿行在粉
墙黛瓦的新居里，人是会“入戏”
的，篱笆外的蔷薇花和清澈河流
围绕着崭新的宅院，浓郁的水乡
特色和村民们软糯的乡音相映成
趣。

这里和安镇的谈村都是锡山
区第一批市级农房翻建试点村，
房型都是简约大方的新中式小
别墅样式，房子的外围则是全新
齐全的配套和专业设计力量打
造的绿化景观。

“这批翻建房建设好不容
易”，厚桥街道有关人士介绍，根

据市、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住房
更新改善的意见，谢埭荡村是锡
山最早享受这波政策红利的村。
但这个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无
锡最早亿元村的名村多年来一直
实行“一村两制”政策，由此造成
了一个村两种管理、两种精神面
貌的特殊现象。2020 年上半
年，华东明来到谢埭荡村担任该
村的党总支书记，这位年轻的村
干部一上来就有很多新动作，在
短时间内，协调解决了原东山头
村（与谢埭荡村合并）的农房翻
建试点问题。对于未来新居的
渴盼和政策同享，让原来的东山
头村村民不再有排外心理，“一
个村、一家亲”渐成共识。

最近两年，谢埭村的老盛承包农
田种植鸡头米小有名气，一到鸡头米
开花和上市季节，田间地头充满了摄
影爱好者的身影。谢埭荡村成立谢荡
水韵（无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导
苏芡种植更规范化、产业化，规模也
从原来的不到100亩扩大到500多

亩。与此同时，依托苏芡展示区这
样适合观光休闲带动文旅产业的项
目从快从新上马。当鸡头米成熟季
到来的时候，游客们不仅可以爬到景
观台上眺望连片壮阔的水景，更可感
受生产＋科技＋旅游＋民宿的全方位
文旅体验。 （晚报记者 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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