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春季田间管理和
春耕生产陆续展开。沙溪
镇抢抓农时，采取针对性措
施，加紧春季农业生产，为
全年丰收开好头、起好步。

（＠太仓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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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产业一般被认为是传统
产业。近年来，高新区积极培育
高端食品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
加持下，高新区食品产业正孕育
一场“舌尖上的革新”。

“科技+”让产业蝶变

说起高新区食品产业的“高
端”生产线，就不得不提和路雪太
仓工厂。该工厂是全球冰淇淋行
业第一家“灯塔工厂”，在全数字
自动控制模式下，生产线智能运
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同
时，利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可
监控原物料和成品的质量波动，
保持原物料的均一稳定和成品的
全流程可追溯。

无独有偶，已经投运的元气
森林太仓工厂同样运用AI、智能
机器人助力工厂的自动化生产。
元气森林太仓工厂采用“PET瓶
高速吹灌旋一体化无菌灌装设备
及产线”和“无菌两用柔性生产
线”，实现含气和不含气产品生产
快速切换，并充分利用风能、太阳
能等清洁能源，为全行业打造绿
色工厂提供示范。

今年以来，高新区食品企业
纷纷增资扩产，积极推动设备工
艺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佳格
食品实施一体化智能仓储项目，
主要新建自动仓库及辅助用房，
建成后可储存成品油100万箱，
日生产出货量达10万箱，预计
年产值10亿元、年纳税4000万

元；挪亚圣诺浓缩鱼油项目则将
扩建5000平方米厂房，并购置
真空罐、低温罐、搅拌设备、灌装
设备、公用设备等设备5套，项
目建成后，可年产浓缩鱼油
2000吨。

“文旅+”让产业升级

高新区通过“工业+旅游”融
合的方式，促进食品产业转型升
级。

每到周末，莱卡尔（太仓）烘
焙有限公司的工厂店就挤满了前
来购买面包的顾客，其中，还有不
少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的。看准
这样的市场前景，菜卡尔公司抓
紧建设面包城堡及生产车间项

目。
据了解，面包城堡于去年9

月正式开工，将于今年年中先行
投用，目前正处于外立面施工及
内部装修阶段。面包城堡集面包
销售、烘焙知识科普和烘焙产品
DIY等于一体，建成后，顾客不仅
能在这里买到物美价廉的面包，
还能体验制作面包的乐趣。生产
车间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建成
投用后，预计年产面包1亿只，同
时将进一步扩大烘焙体验区域，
以“烘焙＋文旅”解锁高新区工业
旅游新体验。

蟹将军海产品加工项目也正
处于基础工程施工中。该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王大螃蟹集团华东
区域总部，进一步开展海产品进

出口贸易、深加工业务，并配套海
产品电商直播、产品展销、工业旅
游等业态，立足太仓、面向长三
角、辐射全国。

今年，高新区在整合现有工
业旅游资源的同时，拓展工业旅
游版图，规划建设集“参观游览、
研学实践、亲子体验、特色购物、
定制服务”五大体验于一体的高
新区工业旅游综合体验中心，并
打造元气森林、和路雪、全味食品
工厂、王大螃蟹等一系列工业游
项目。此外，高新区还与携程开
展深度合作，聚焦环沪地区周末
游需求，搭建“两天一日游”专栏，
定制“德式风情”“工业研学”等
10条特色主题线路，构建“工业+
旅游”新形态。

高新区“味”来可期
□本报记者 周琦

日前，双凤镇组织40余家科技型企业，开展知识产
权保护专题培训会。

培训中，工作人员就知识产权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及
快审优审、知识产权侵权防范和应对等方面进行了宣
讲。知识产权保护关系到企业经营发展、各类项目申报
以及核心关键技术权益保护，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
要素。企业开展创新研发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
断增强，新增授权的发明专利为企业申报认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项目及平台提供了
极大优势。

截至2024年底，双凤镇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721
件，其中当年新增167件。这些新增授权发明专利中，
87%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授权。皇冠、宝骅、创扬、富尔
达等科技引领型企业2024年新增发明专利52件，占全
年新增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双凤镇将进一步就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政策及其对企
业的重要意义，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并结合科技项目
申报及日常工作，推动企业知识产权布局和建设，为企业
高质量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福地双凤）

双凤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培训会

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丹璐）日前，浏河镇举行“放心浏和”
消费品牌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发布了“放心浏和”消费品
牌和相应logo，并为“放心浏和”消费维权驿站揭牌，进
一步提升浏河旅游服务质量，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活动中，市市场监管局浏河分局分析了2024年度浏
河镇消费投诉数据。浏河餐饮行业协会发布行业自律倡
议，承诺诚信经营，以优质服务规范餐饮市场秩序。浏河
商户代表作出承诺，将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共同塑造诚
信消费名片。

据了解，“放心浏和”消费维权驿站设在浏河古镇游
客中心，将实行“一站式”纠纷调处机制，为居民游客提供
全方位维权服务。

浏河镇通过建立消费维权驿站、健全行业自律体系、
强化服务质量监管，打造了“事前承诺、事中监管、事后保
障”的全链条消费服务体系。该镇还将实施商品服务提
质工程，进一步加强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旅游商品等
领域的质量监督，并同步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消费安全
承诺等举措，以品牌建设为抓手，让放心消费成为浏河文
旅的核心竞争力。

消费遇纠纷
“放心浏和”帮您忙

在浮桥镇浮南社区，有一支
江南丝竹业余文艺队伍——浮南
丝竹社。多年来，他们积极开展
江南丝竹演出，既传承了江南丝
竹文化，又丰富了精神文化生
活。

日前，记者来到海韵花园老
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二楼，映
入眼帘的是占据了半个屋子的

各式乐器，包括笛子、二胡、琵
琶、扬琴等，浮南丝竹社的成员
正在排练，一首首江南丝竹曲目
响起，曲调优美淳朴、清新悦耳。

闻静芬是浮南丝竹社的组织
者。退休后，她和几位爱好文艺
的同龄者经常在社区里参加文艺
活动。后来，志同道合的人越来
越多，她就萌发了成立乐队的想

法。
2016 年，浮南丝竹社正式

成立。经过一年苦练，他们登上
了太仓市第十三届江南丝竹比
赛的舞台，并且获了奖。“这次得
奖，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增强了
我们发展壮大团队的信心。”闻
静芬说。

目前，浮南丝竹社共有成员

12名，平均年龄68岁。他们经
常聚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每周
三次在海韵花园老年人日间照料
服务中心排练。未来，他们将继
续推动江南丝竹的传承与创新，
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再次焕发
生机。

江南丝竹是广泛流行于以太
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沪地区的传

统音乐形式，以丝竹类乐器为主，
演奏风格具有江南韵味，符合

“小、细、轻、雅”的特点，是最具代
表性的江南文化符号之一。江南
丝竹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
江南人民生活与情感的生动写
照。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它依
然散发着独特魅力，等待更多人
去聆听、传承与发扬。

丝竹和鸣丝竹和鸣浮南丝竹浮南丝竹社奏响老有所社奏响老有所““乐乐””
□本报记者 姜文锦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社
会对科学育儿的需求日益增长，育婴行业作为新业态就
业的代表，正焕发出蓬勃生机。近期，沙溪镇社会事业办
公室联合镇党建工作办公室，举办首期育婴师培训班，进
一步践行“春风红社”党建品牌为民服务宗旨，为群众提
供更加充分、更加公平、更有温度的保障，推动高质量充
分就业。

此次育婴师职业技能培训班是“春风红社”党建品牌
聚焦重点群体促进就业的又一重要举措，特邀资深育婴
师授课，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学员提供
优质实用的培训。

本次培训面向全镇18到45岁待就业人员，培训内容
包括婴儿洗护、婴儿喂养、婴幼儿辅食制作、婴儿常见病
及护理等，所有课程费用全免，考试合格的学员由江苏省
家庭服务业协会发放培训合格证，沙溪镇与市家政协会
将为学员提供就业推荐服务。

接下来，沙溪镇将持续推行“岗位需要+技能培训+
就业服务”深度融合模式，聚焦“一老一小”民生需求，继
续加强育婴、养老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为就业困难人员提
供优质培训资源和就业机会，助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
分的就业。

沙溪为就业困难群众
“充电赋能”

本报讯（记者 缪卉蕾）近日，2025年璜泾新华村第八
届门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全市各区镇的16支门球队齐
聚绿茵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们精神矍铄，全神贯注投入比
赛。他们手握球槌，沉着冷静，弯腰击球，精准到位，展
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强的心理素养。每一次精彩
击球，现场都会响起阵阵掌声和喝彩。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获得前三名的队伍分别是时思队、浏河镇队和市属
金秋队九曲一队。

门球是一项老年人友好的户外运动，在新华村拥有
深厚的群众基础。10多年前，新华村就把门球运动作为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广，修建了
专业的门球场地，并组织村民参与门球活动。新华村门
球队从最初的爱好者自发组队练习，到如今拥有球员20
余人，累计获得各类奖项数十次。门球已经成为新华村
的特色体育项目，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还促进了
邻里间的交流与和谐。

目前，新华村已连续八年主办门球邀请赛，不仅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健身活动，也为
周边地区的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切磋
球技的平台，助力全民健身。未来，新华村将继续开展各
类体育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以球会友 切磋技艺

新华村门球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缪卉
蕾）日前，江苏省农业技术
推广协会、江苏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发布了2024
年优质稻米典型案例，璜
泾镇雅丰农场专业合作社
的“雅勤”牌稻米成功入
选。

选对种，才能产好
米。“雅勤”牌稻米精选“南
粳46”水稻品种，并采用
绿色有机种植模式。雅丰
农场以“水稻生产、稻米加
工、秕糠饲猪、猪粪制肥、
有机肥还田”为核心，构建
起“一粒米、一袋粉、一头
猪、一棵菜”的农业循环
链，同时发展鸭稻共作等
生态养殖模式，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量，利用农

业废弃物资源，有效提升
土壤肥力和稻米品质，达
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重提升。

智能化、机械化生产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
为产出高质量稻米奠定了
坚实基础。秉持“绿色、健
康、生态”的发展理念，雅
丰农场致力于粮食生产的
转型升级，试点500亩“无
人农场”，配备智能农机设
备、导航系统，并搭建全链
条农场管理系统，充分发
挥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
算、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三
大技术的关键作用，实现
粮食作物耕、种、管、收、
储、加工六大环节全程机
械化和精准化管理。

江苏省优质稻米典型案例发布

“璜泾大米”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高焕
涛）日前，双凤镇新湖村的
蔬菜大棚内，来了一群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苏州健
雄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20余名青年学
子化身“田间学徒”，系统
学习番茄整枝打杈关键技
术。

“整枝和打杈是番茄
栽培的关键管理，合理的
整枝和打杈可调节植株生
长，提高产量和品质。”
现场，农技人员细心讲
解，同学们听得津津有
味，并在农技人员的指
导下现场操作，细心地
为番茄插上赖以攀爬的
竹竿。

健雄学院带队老师汪
洋表示，希望通过田间课
堂，让同学们感悟榜样的
力量，增强能力素养，提升
本领担当，亲身感受美丽
乡村建设的成果，真实体
会到劳动的意义，了解自
己的优势和不足，有更多

的机会学习课本以外的知
识，更好地实现“实践育
人”目标。

新湖村作为太仓最早
发展大棚设施的区域，自
20世纪80年代初就逐步
形成了自身种植特色。目
前，新湖村蔬菜种植核心
区域面积超300亩，建设
了100多个大棚。在番茄
种植方面，经过几代种植
能手的努力探索，新湖村
找到了口感好、产量高、
抗病强的番茄新品种，并
成功引种。作为新湖村
的主打产品，新湖番茄畅
销本地和苏州、上海等周
边市场，带动村民一起走
上科学种植、勤劳致富的
道路。

双凤镇将继续举办类
似的农事体验活动，吸引
更多市民走进农村，让更
多人了解双凤农产品，进
一步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
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和
农文旅融合发展。

健雄学子蔬菜大棚学整枝

田间课堂实践育人

“没想到基层卫生院这么厉
害！老中医技术精湛，妙手回
春。”近日，太仓市高新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收到患者陆先生的一
封感谢信，信中满怀感激之情，讲
述了家门口的“微型中医院”给群
众就医带来的便利。

陆先生左侧多发性肋骨骨
折，经过保守治疗后仍感觉疼痛
难忍，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
医馆接受治疗。在中医药的调理
下，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康复后，

他特意写下感谢信。
一家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中

医治疗为何能赢得如此好的口
碑？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心以中医药特色疗效为引领，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的
中医服务。”

得益于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四级中医馆建设，高新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诊疗区
域扩展至243平方米，新增4间
中医诊室，优化了中医门诊就诊
流程，方便患者一站式就诊。同

时，中心增添了小针刀、中药定
向透药治疗仪、电针仪等新设
备，进一步提升了诊疗效率。此
外，中医适宜技术也得到拓展，
从常规的推拿、针刺、拔罐等，扩
展至刮痧、中医骨伤治疗等10类
27项。

今后，该中心将不断完善中
医药服务体系，加强中医师适宜
技术培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
里”。

（＠太仓娄东街道）

“微型中医院”群众有“医”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