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热线 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编辑/刘晓凤组版/顾建峰校对/邱文轩 03

装修补贴还有吗？

有市民询问：苏州的装修补贴现在申请
不了了，有人说是因为补贴资金用完了，是
这样吗？后面还会有吗？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
管处工作人员回复：本次申请补贴金额已达上
限，申报系统暂时关闭，将实时审核申报数据，
审核过程中如有额度释放，系统将自动打开申
报通道，敬请关注，及时刷新提交。

“微公交”小程序为何频繁出问题？

有市民反映：最近一个多月，太仓公交
“微公交”小程序常出问题，如查询公交信息
一直显示加载中、获取数据中、定位更新失
败等，能否修复？

市交运局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技术团队
已锁定“微公交”小程序出现问题的原因，正在
开展修复工作。一方面对服务器扩容升级；另
一方面，重新优化调试数据接口，保障数据传
输的稳定与高效。后续将持续跟进修复工作
进展，确保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

如何办理居住证？

有市民询问：居住证怎么办？到哪里
办？要带哪些材料？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可携带相关证件
如身份证、驾驶证、租房合同等，前往居住地辖
区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居住证。如有疑问，可
致 电 市 公 安 局 人 口 管 理 大 队 ，电 话 ：
33055618。

能否修复感应灯带？

有市民反映：市图书馆二楼，桌子装的
感应灯带有些用不了，影响阅读，能否检查
修复？

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回复：对于所反映
市图书馆二楼阅读区域部分感应灯带无法正
常使用的情况，市图书馆已与工程部门沟通并
提出了解决方案，将尽快对二楼报刊阅览室的
感应灯带及插座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损坏
或感应失效的灯带及插座，以确保所有照明设
备运行正常。此外，还要求工作人员在开馆前
加强对阅读区域照明设施的检查工作，力求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读者如果遇到设备问题，可
告知现场工作人员，市图书馆将第一时间处
理。

这里能否增设公共自行车站点？

有华阳公寓居民询问：小区门口可不可
以增加公共自行车站点？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暂无新增计
划，后续将根据周边环境在增设公共自行车点
位时予以综合考虑。市民可在“娄e行”小程序
查看现有公共自行车点位。

这里为何不提供冷冻包子了？

有市民反映：向阳路的老年助餐点很
好，食物干净卫生，品种多。但以前供应的
包子是冷冻的熟包子，4元5个，现在供应时
又蒸熟了，4.5元5个。老人们买包子，极少
当场吃，都是带回家作为晚餐或第二天的早
餐的。能否恢复供应冷冻包子，或者两种一
起卖，让老人自行选择？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据上级对助餐点服
务的细化要求，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出
售冷冻、冷藏的预制品或生的半成品等，无法
享受老年人用餐补贴。待科室联合市市场监
管局城厢分局确认该场所符合食品安全等要
求后，可售卖冷冻包子。

道路隆起致颠簸，能否修复？

有市民反映：景瑞望府附近，常胜南路
东侧非机动车道上有一长条沥青隆起，非机
动车路过时颠簸较严重，能否修复平整？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经现场查看后，
已安排施工单位对路面进行维修，目前已维修
完毕。

这里何时装路灯？

有沙溪镇中荷村村民反映：中荷村内基
本都有路灯，村民夜间出行方便、安全，但
54组内没有，什么时候能安装路灯？

沙溪镇工作人员回复：中荷村54组内部
道路路灯安装事项已纳入本年度村级规划实
施项目范围，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安装。

在乡村创新创业，既需要新鲜血液带
来新理念、新技术，也要充分发挥“存量”人
才的智慧，而村集体和国企更应成为创新
创业的重要力量。

金仓湖片区以东林村为核心，积极探
索循环农业发展新路径，实现连片拓展。
在此背景下，片区内的万丰村建起智慧牛
场项目，目前已启用两个牛棚。万丰村工
作人员、牛场负责人张佳怡介绍，该项目是
绿色科技项目，采用智能养殖与牧光互补
模式，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同时，牛场构建
起“秸秆-饲料-牛粪-有机肥-优质稻米”
的循环产业链，预计让村集体年收益从 17
万元跃升至 200 万元。此外，优质稻米还
将带来额外收益，实现“秸”尽所能、“牛”转
乾坤的目标。

市文旅集团以国企担当推动农文旅融
合，打造的“大一点的仓”乡村振兴创新项
目，规划了 2100平方米的农文旅融合体验
馆，创新构建“线上+线下”双平台，联动百
余家农民合作社实现品牌增值。旗下的太
仓市金仓湖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在农业生产
环节，依托大型智能育秧设备，创新“订单

式”服务模式，为农户量身定制从育秧、机
插秧到植保的个性化方案。

市级层面的有力支持，推动了村集体、
国企与各方人才携手并肩。在近日举行的

“科技赋能农业 创业点燃乡村”2025 年太
仓市科技强农推进会暨第六届农村创业大
赛上，11 个创意十足的农业项目精彩亮
相，涵盖餐饮、研学、养殖等多个领域，以

“硬核科技”与“创新思维”描绘乡村未来，
让观众和评委看到了乡村与创业者的相互
成就。会上，农村创客团队成功入驻签约，
与乡村发展联系更加紧密。

今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专章部署“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将农业科技创新工作摆
到更高的位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我市把科技强农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

“三农”领域牵引性、撬动性工程来抓，实施
乡村创客“十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为优秀人才创业搭建优
质平台，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智慧农业
和成果转化新高地。未来，相信会有更多
创业者奔赴太仓乡村，共绘乡村振兴新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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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不仅是游子心中挥之不去

的乡愁寄托，也是时代浪潮中创新创

业的希望原野。在太仓，创业者与乡

村正以一种紧密相连、相互成就的方

式共同前行。创业者带来了资金、技

术和理念，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乡村广阔的发展空间、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为创业者提

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90 后”的顾海桥，是双凤镇庆丰村的女婿。一
次农宅翻建的契机，让他萌生了在乡村创业的想法。
他精心打造了一家田园咖啡馆，取名为“屋顶咖啡”。
去年 10 月，“屋顶咖啡”正式投入运营。作为一名艺
术类教培从业者，顾海桥将咖啡馆打造得别具一格。
他还擅长利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屋
顶咖啡”相关内容成为全网流量热点，登顶抖音苏州
咖啡厅好评榜榜首。

近期，顾海桥在庆丰村稻田理想园内开了第二家
咖啡馆，并邀请多个音乐主播团队驻唱一个月。当乡
村咖啡与音乐相遇，再次引起网络热潮，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据统计，这两家咖啡馆每天能为当地引
流约 300 人。顾海桥说：“乡村给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乡村的魅
力。”

在城厢镇东林村，有一位有着德国生活与工作经
历的创业者——杨加友。东林村打造的生态循环农
业模式全国领先，顺应了当下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
求。杨加友敏锐捕捉到了东林村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中的商机与价值，2021 年，选择在这里开启自己的创
业征程。

杨加友精心开辟了学生研学、企业团建、亲子游
等一系列项目。他和他的团队将东林村相关农产品
开发成双语课程，孩子们既能学到农业知识，了解乡
村文化，又拓宽了国际视野。去年，杨加友打造的游
学基地接待游客近10 万人次，这一数字彰显了中德
文化融合的魅力与潜力。杨加友表示：“我的项目建
立在中德文化之上，希望通过东林村搭建一座沟通的
桥梁。”

那么，究竟怎样的农村才能挣脱传统
枷锁，以开放包容之姿迎接怀揣梦想的创
业者，让他们愿意扎根于此呢？

顾海桥选择在庆丰村开设第二家咖啡
馆，正是被庆丰村自身的优势吸引。作为
双凤镇和庆丰村重点打造的文旅核心区，
稻田理想园规划有观景区域，还配套了民
宿业态，凭借前期的发展与宣传，已经积累
了一定的人气。“村里将稻田理想园的部分
区域交由顾海桥经营，并为其提供基础设
施与资源支持。”庆丰村村委会副主任周晨
介绍，不仅如此，村里还计划与顾海桥开展
更深层次的合作，在“稻田计划”中打造农
产品展示及销售专区，并联动观景台，让游
客打卡稻田风光，进一步增加农文旅项目
的经济收益。

“令人欣喜的是，咖啡店爆火之后，年
轻人看到了这种轻资产、多样化的创业样
本，开始改建自家小院开咖啡店。”周晨表
示，目前村里新增了两家小院咖啡馆，其中
一家已经开业。周晨感慨道：“百花齐放才
是乡村的春天，我们欢迎更多创业者来到
庆丰村共同发展。”

而东林村不仅坐拥产业与区位的双

重优势，更让杨加友感到欣喜的是，近年
来，村委会积极构思规划，对村里的生
态、场地等开展了一系列更新升级，包括
在已落地众多研学项目的基础上，联动
周边村庄，新增青蛙研学和中草药研学
项目，不断拓展研学领域。杨加友预计，
今年他的游学基地将接待游客 12 万人
次。

东林村党委副书记徐坚表示，东林村
急需既懂文旅运营又具创新思维的专业人
才，以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造特色
旅游项目，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同时，互联
网人才也至关重要，他们能够借助新媒体
平台进行宣传推广。“东林村满怀诚意地期
待与双创人才携手合作，将为人才提供全
方位的支持，包括项目所需场地和日常运
营资源。”

乡村将实现强村富民作为最终的发展
目标，这与创业者追求提升效益的目标高
度契合，堪称一场双向奔赴的“发展之
约”。杨加友和顾海桥坦诚表示，村里给予
的全方位支持，是他们选择来此创业的关
键考量因素。在他们看来，良好的营商环
境才能“赢商”。创创创创

乡愁与梦想交织
创业者奔赴乡村新舞台

优势与诚意并举
乡村筑巢引凤待良才

“新农人”与“老把式”共舞
创新创业“火力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