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7日，沙溪镇洪
泾村小田果园的果农正
在喂养散放的草鸡。春
暖时节，小田果园50亩
果树花儿盛开，300多只
草鸡、鸭等家禽活跃在果
树下形成小生态。家禽
养殖每年可为果园增收3
万余元。

姚建平摄

果树花开
鸡儿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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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张瑜）近日，记者从璜泾镇孟
河村获悉，通过3年的国土空间全域整治，该村实
现了村域企业全部拆除，复耕土地200多亩，完成
了从工农相辅的传统村落向农旅融合的生态乡村
的美丽转变。

作为“幸运花海吴家湾”的所在地，孟河村立
足于绿色发展、农旅融合的思路，全力推动国土空
间全域整治。开展人棚混居、“小散乱污”整治，拆
除人棚混居点80多处；关停群众反映污染强烈的
奶牛场2家，做好土地还原复耕；拆除企业60多
家，总面积超15万平方米，复耕土地200多亩。

据了解，孟河村将继续向农旅融合方向发展，
不断完善农旅基础设施，做大特色农业，将吴家湾
打造成为集观光、休闲、住宿为一体的度假胜地，
实现农业新旧动能转换，培育现代农业产业经济，
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创业，让孟河村的小康之路越
走越宽。

构建绿色生态新孟河
复耕土地200多亩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为进一步筑牢“外防输
入”防线，切实做好进口非冷链货物疫情防控工
作，近日，市应急管理局依托太仓市进口物品企业
疫情防控系统，全面开展进口非冷链货物现场防
疫巡查工作。

日前，系统预警某重点进口外资企业未完成
进口物料防疫任务，高新区安环局执法人员随
即前往该公司进行核查。经查，该公司在3月3
日、3月14日连续两次未按规定上传进口物料
防疫情况，且现场工作人员未配备一次性防护
服、未建立进口物品相关废弃物处置台账。目
前，高新区安环局针对该公司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后续将根据案情进行
严肃处理。

下一步，我市将切实做好防疫工作指导，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第一防控责任，进一步织密疫情防
控工作网，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
筑牢进口货物企业“疫情+安全”双防线。

进口货物未按规定申报
一企业被立案调查

转变观念

集体祭扫替代现场祭扫

3月28日中午，记者在浏家港陵塔
集体祭扫活动现场看到，庄严肃穆的祭
扫现场，供案上摆放着香烛糕点、鲜花
供果，全体工作人员佩戴口罩，手捧鲜
花，行鞠躬礼，代表无法前来现场祭扫
的市民表达对先人的缅怀与思念。

清明前夕，全市各公墓、骨灰堂（塔
陵）在墓区入口醒目位置都张贴了公
告、温馨提示以及政策解读，要求殡葬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代为开展一次集体
祭扫活动。

“今年我们不去扫墓了，我看到公
墓管理方已经代我们集体祭扫过了。”
家住科教新城的周女士，每年清明都要
和全家老小一起去公墓祭扫，今年情况
特殊，她和家里的长辈们一一作了解
释，大家都表示积极响应号召，倡导清
明新风，是对抗疫最好的支持。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集体祭
扫是去年我市在清明期间推出的创新
举措，今年是第二年开展这一公益性活
动。“我们要求各殡葬服务机构的工作
人员为安葬在公墓、安息堂、塔陵的逝
者的家属，提供墓位（格位）清扫、鞠躬
行礼、敬献鲜花、宣读悼词等集体祭扫
服务，努力做好群众无法到现场祭扫的

心理慰藉。”

指尖告慰

“网上祭扫”惠及千家万户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打开手机，就
可以进墓园祭扫，在云端表达思念。为
满足广大市民祭奠逝者、感恩先人的愿
望，引导群众以更文明、更绿色、更科学
的方式祭奠亲人，“苏城云祭扫”公益信
息平台为群众提供免费的“云祭扫”服
务。

市民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
“苏周到”APP或关注“苏州民政”“太
仓民政”公众号，登录“苏城云祭
扫”公益信息平台，选择相应墓区，
输入相关信息，即可在手机上看到墓
碑实景，并可以通过献花、敬香、留
言等方式进行虚拟祭扫，实现足不出

户、安全祭扫。
每年清明期间，也是人们前往烈

士陵园公祭英烈、缅怀先辈的重要时
刻。受疫情影响，太仓革命烈士陵园
临时闭园，暂不对社会各界开放，暂停
现场祭扫活动。为此，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推出“2022·奋进·网上祭英烈”活
动。烈士家属和社会各界可关注“太
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进行网上祭扫，向英雄寄托哀思，致
敬缅怀。

此外，高新区湖川堂还在入口处设
置了一个“天堂信箱”，里面收集了数百
位群众书写的寄语卡片，卡片上写满了
对逝去亲人的真挚思念和祈福问候。
湖川堂负责人介绍，通过在湖川堂大门
设置“天堂信箱”等方式，向广大祭奠群
众征集抒发相思、祈福的寄语等，倡导
以家庭追思会、网上遥寄等形式开展绿

色文明祭扫。

以人为本
清明祭扫有了更多选择

“今年情况特殊，我不能到墓前看
您了，请工作人员代为祭扫，您多谅
解！”家住外地的王先生通过手机屏幕，
对着自己逝去父亲的墓碑隔空表达哀
思。

王先生说，当他看到有代客祭扫服
务公告时，立即与双凤洪福公墓工作人
员取得联系，经过电话沟通服务流程
后，工作人员就代替他进行了祭扫，了
却了他不能亲临现场祭扫的遗憾。祭
扫前，工作人员和王先生互加微信，然
后打开视频聊天功能，向王先生直播祭
扫流程。

“代客祭扫”是指市民不用到场，委
托公墓方祭奠亲人，由公墓礼仪人员提
供擦拭墓碑（格位）、鞠躬行礼、代献供
品鲜花等服务，并把服务过程通过照片
或视频反馈给客户。市民可通过微信
下单或者电话预约的形式购买该服务。

据统计，我市多家殡葬服务机构自
3月8日以来已提供代客祭扫930余次。

市文明办和市民政局倡议广大市
民，弘扬新时代文明祭祀新风尚，以移
风易俗、绿色生态、文明祭扫的实际行
动遥寄哀思，助力疫情防控。

今年的3月22日~28日是第三十
五届“中国水周”，主题为“推进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复苏河湖生态”。城厢
镇东林村在东林合作农场全力打造幸
福河湖群，修复河道生态超3公里、水
面面积7万多平方米，让稻子“喝上”好
水、孩子见到美丽河湖。

杮子泾是东林合作农场边的一条
小河，数百米长、10余米宽。记者看到，
杮子泾两岸打上了木桩，沿岸的土地翻
松了。杮子泾靠近侯塘的一段，工人们
沿西岸打下了两排水泥桩并铺设了2米

多宽的钢结构架子，一直向东延伸。
东林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杮子

泾、侯塘两岸翻松的土地上将种上草皮
和灌木，不但可以绿化河岸，还能涵养
水土。钢架完工后，将铺设木栈道。这
是该村实施幸福河湖群建设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东林村的幸福河湖
群建设，涵盖东林合作农场中全部河
道，总长超3公里，水面面积7万多平方
米。通过建设幸福河湖群，该村将实现
两个目标，一是修复河道生态，提升其
自净能力，让稻子“喝上”好水；二是实

现“农业+”，充分利用良好的水生态，
进一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

“东林村的河道生态修复将通过减
污和提升自净能力来实现，这个项目得
到了省、苏州市农业科研院所的大力支
持，我们很有信心。”东林村负责人介绍
说，目前东林村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农药化肥用量不断减少，村里还将进行
沿河绿化、生态沟渠和5个净化小湿地
等建设，进一步减少排入河道的残留药
肥和土壤流失；河道的自净化主要通过
种植水底、水面植物等来实现，用该河道

水浇灌稻田，将提升东林大米的品质。
在农旅融合发展方面，东林村正以

侯塘为中心，新建1.1公里的木栈道；以
新开河为中心，新建600米的花架长
廊，并依托这些地方原有的驿站、步道
等，形成新的旅游景观景点。东林村负
责人说，幸福河湖群的建设最迟今年6
月竣工，届时游客到村里游玩，走在木
栈道上或者花架长廊下，看着脚下清澈
的河水，欣赏水中摇摆的水草、嬉戏的
小鱼，将流连忘返于水乡韵味和田园风
光中。

稻子“喝上”好水 孩子看见美丽河湖

幸福河湖群画卷在东林展开

疫情防控期间，人们该如何祭扫亲人，寄托哀思？今年清明节——

换个方式缅怀亲人
□本报记者 邢智丰

清明节是人们悼念逝者、寄托哀思、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按照
传统，每年3月中旬开始，我市各公墓、安息堂、塔陵都会迎来扫墓大
军。但受疫情影响，今年清明期间，除骨灰安放需要外，全市公墓、骨
灰堂（塔陵）等骨灰安放场所关闭，群众现场祭扫活动暂停。那么，在
这个特殊的清明节到来之际，市民们该如何缅怀亲人呢？

近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市民认为缅怀逝者，贵在
心意，不必拘泥形式，大家通过集体祭扫、网络祭扫、代客祭扫等方式
也可以缅怀逝者、慎终追远。

本报讯（记者 肖朋）日前，在苏州市发布的关
于2021年苏州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绩考核情况的通报中，我市城厢镇位列乡镇考
核第一等次、浮桥镇位列第三等次，获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奖励合计20亩。

去年以来，我市资规部门紧密结合资源规划
职能，精心谋划“三农”领域及乡村振兴战略重点
工作，为进一步实现“城在田中、园在城中”夯实资
源规划基础。高标准推进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形成中期成果。指导乡镇开展“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全市覆盖率达93%。持
续推进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完成拆旧复垦6250.85
亩。搭建指标交易平台，拓宽乡村建设发展资金
获取渠道。全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2547.17亩。
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健全完
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严守耕地红线。完成成片
造林550亩，做好农村绿化养护17000亩、森林抚
育3300亩，全市自然湿地保护率维持在72.4%。
创新采用“政府购买律师见证服务”等方式，全省
率先完成农房登记颁证试点考核任务，任务完成
率达112.72%

我市获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奖励20亩

□本报记者 张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