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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建设高
标准农田，看到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对
老百姓的生活有如此大的改善，我是真
的高兴又自豪。”淮阴区农业农村局农
田建设科科长万晨这样对记者说道。
从2019年起，万晨开始负责全区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作，累计负责建设高标准
农田34.5万亩。2020年至2022年
间，他屡屡攻坚克难，成功将淮阴区渔
沟镇、徐溜镇近5万亩“望天收”的旱田
改造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大大
地提升了项目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
项目区群众的富民增收提供了有力保
障。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实习生 陈若扬

集中连片的农田、平整通畅的道路沟渠、现代化的设施设备……

淮阴区渔沟镇的西南角的倪祠堂村，原先的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

田，大片的土地上种上了稻谷，一片片的绿色为炎炎夏日带来了清凉——

从“望天收”到“高产田”
他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种幸福

本报讯 “灯泡亮了，亮

了。”正在操作着电子积木的

高婉欣激动地欢呼着。在淮

安区漕运镇小青淮公益夏令

营活动现场，江苏电子信息职

业学院电子网络学院“童享时

光”实践团的志愿者们为孩子

们讲解如何接通电路，随后就

让小朋友们自己实际操作，小

朋友们看到自己连接的电灯

泡点亮后激动不已。

实践团队还现场连线学

院专业老师，为小学生们在线

科普赛车奥秘。在学校的实

验室内，电子网络学院的李博

老师操控着赛车，展示着科技

的魅力，小朋友们眼睛一刻都

没有眨，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师

详细的讲解，看着赛车在赛道

上精准稳定地运行着，一阵阵

掌声从教室里传来。

活动结束后，大学生志愿

者说：“作为实践团队的一员，

很高兴能赴漕运镇参加‘小青

淮’公益夏令营。在活动过程

中，我们志愿者对小朋友们进

行一对多教学，培养他们对学

习的兴趣，引导他们从被动到

主动学习，同时给他们树立一

个良好的榜样，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融媒体记者 陈帅
通讯员 裴付伟

感受科技魅力
放飞创新梦想

本报讯 昨日是七夕，这

一天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

的日子，很多年轻人看中这一

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也选择

在这一天与自己的爱侣定下

终身。当天，我市各婚姻登记

处迎来了一波登记小高峰。

在清江浦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当天一大早，前来登

记的准新人们就排起了长

龙。登记处大厅里，工作人员

用彩色气球布置出了漂亮的

七夕主题背景墙，营造出浪漫

的氛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一对对新人互诉爱意，共读结

婚誓词，现场溢满了甜蜜的气

息。“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

子，我们觉得选择在这一天登

记很浪漫，很有纪念意义。”市

民王先生说，他和女友很早就

约好了要在七夕当天登记。

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日下

午4时许，清江浦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已为超过100对新

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清江浦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

骆秀介绍，近年来，七夕和

“520”等特殊时间节点深受年

轻人欢迎，每次都会迎来一波

登记高峰。为了做好今年七

夕的婚姻登记服务工作，该处

在节日到来前就提前谋划，积

极应对，如提前开放网上预约

通道，告知新人们可提前在网

上预约，提倡新人分批次错峰

前来，安排专人接听咨询电

话，提醒新人需要携带的证件

材料等。

在办理婚姻登记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通过向新人们发

放“树新风 除陋习 婚事新

办”倡议书和“致新婚夫妇的

一封信”，引导新人们签署了

“婚事新办 相爱永远”承诺

书，积极传递健康的婚姻价值

观，弘扬“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责任共担、互敬互爱”的婚

姻理念。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通讯员 王晓雷

在爱的日子里
与爱的人定下终身

七夕迎来婚姻登记小高峰

自2017年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毕

业后，万晨回到家乡淮安，从事农业工

作。2019年，他接到任务，要参与和设

计淮阴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接受这

项艰巨的任务开始，他就长期在田间地

头进行高标准农田规划与设计，不论寒

冬酷暑一直工作在项目一线，对项目实

施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

淮阴区渔沟镇倪祠堂村，全村耕地

面积约1500亩，在农田建设前均为旱

地，群众以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旱作

物为主。这样的旱地带来的问题是雨

季排涝难，旱季灌溉难，年年“望天收”，

土地无人承包流转，群众收种、出行都

极为不便，村集体经济也非常困难。多

年以来，群众一直盼望能把旱田改造成

旱涝保收的水田，但是因为资金和技术

难度等原因一直不能实现。2020年6

月，万晨在了解到情况后，下决心要为

倪祠堂村群众解难题，将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带到了渔沟镇，总投资3050万

元，并把整个倪祠堂村纳入了建设范

围。2021年6月，项目建成后，倪祠堂

村总计新建 5座灌溉泵站，平整土地

400余亩，新建3米宽机耕道路4.32公

里，新建防渗渠道9.92公里，配套渠系

建筑物40余座，成功地将1500亩旱地

全部改造为“旱能灌，涝能排，路相同，

渠相连”的高标准农田，土地几乎全部

流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近10万元。倪

祠堂村群众也欢呼雀跃，从此告别了

“望天收”的时代。

●投身家乡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需要技术与

资金支持，亲身下至田间用心考察，更

需要积极解决困难、担起重担的魄力。

面对机构改革、人手紧缺的困难情况，

同时又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新阶段

的紧要档口，有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

资，由此前的一年 3000 万变成了 1.3

亿，工作量翻了数倍，选择留下的万晨

没有退缩，主动请缨扛起科室的重任，

夜以继日地学习有关文件与资料，走遍

淮阴区的田间地头寻找高效完成项目

管理的办法。

2020年，他相继制定推出《淮阴区

高标准农田施工单位考核办法》《淮阴

区高标准农田监理单位考核办法》《淮

阴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级验收细

则》等，通过月度考核的方式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进行严格量化管理，有力

地促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发展。时

至今日，淮阴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无

论是质量还是管理均位列淮安市前列。

2020年2月，万晨身患尿毒症与肝

硬化的母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身为独

生子的他开始了医院、单位之间的两点

一线。虽然很累很辛苦，但这些困难都

没有击垮他，在南京鼓楼医院陪护的日

子里，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与职

责，依然牢记自己是单位的那颗螺丝

钉，一边陪护好母亲，一边坚持把工作

做好。2021年7月，万晨的母亲不幸去

世，经历这样巨大的悲痛后，万晨在休

假两周后，重新调整好状态，再次投入

到高标准农田事业中。“我的妈妈总是

教导我永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永远

不要忘了自己肩上的职责。”万晨说。

●扛起责任成为“业务能手”

在坚守自己本职岗位的基础上，万

晨没有忘记他的结对帮扶的困难户庄

茂莲老人。老人今年83岁，2017年起

一直是万晨的结对帮扶困难户，她患有

多种慢性病，女儿远嫁外地，一个人长

期独居。2018年，老人所住的瓦房被暴

风雨破坏，开始漏风漏雨。万晨在一次

走访后得知这个情况，便悄悄地给老人

留下几百元钱，然后亲自去为老人的房

屋修缮奔波，在他的努力下，为老人争

取来8000元危房改造资金。2019年

初，庄茂莲老人的房屋终于修缮完成，

她很是感动，拉着万晨的手说：“太感谢

你了，我的孙子孙女都没有你这样关心

我，也没有你来得勤，如果没有你，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真的是党的好干

部。”

对于自己的未来，万晨坚信，自己

依然会以最昂扬的姿态，将青春与热血

投入到高标准农田建设事业中，坚持以

技术力、实践力与责任力建设高标准农

田，始终牢记雷锋同志的“螺丝钉”精

神，把工作与百姓放在第一位，为家乡

的振兴添上自己的一抹鲜亮色彩。

●不忘初心热心助人

昔日“望

天 收 ”今 朝

“希望田”

本报讯 在七夕来临之

际，不少社区为老人送上祝

福，共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

日。

在蓝庭印象小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6对金婚、红宝石

婚老年夫妇参加了“一路有

你、真爱相随”七夕节主题活

动。“老婆你辛苦了，你为家庭

付出这么多，现在我要好好照

顾你！”在真情告白活动环节

中，王士银将一只红玫瑰送给

相伴40余年的妻子李海英。

据了解，王士银年轻时常年在

外上班，李阿姨一个人照顾公

婆和一双儿女。王士银退休

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王士花和葛以从老两口

每天都到京南社区老年助餐

点吃午饭。“七夕”这天，助餐

点悄悄地给王爷爷准备了玫

瑰花。“老太婆节日快乐！”吃

饭时，王爷爷突然从身后拿出

鲜花，给葛奶奶一个惊喜。葛

奶奶激动地给爷爷喂了口饭

以表感谢，老两口幸福得像一

对恋人。

■通讯员 张婉如
融媒体记者 刘权

真爱相随
老人浪漫过七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