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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精准到位
组装效率“狂飙”

站在智慧化生产线移动台座流
水线旁，廖保幸说：“钢筋笼和钢芯
模都是整体吊装的，浇筑完可以直
接分节拆卸出来循环利用，然后再
上顶板钢筋。”

众所周知，“前站”常常是流水
线的效率瓶颈，高效组装才是流水
线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智慧化生产线移动台座不
远处，工人正在钢筋胎具上绑扎
钢 筋 笼—— 这 是 流 水 线 作 业 中
的重要一环。细细端详，这个项
目部特别定制的钢筋胎具处处
有巧思：在下端的桁架上，一个
个定位卡槽已经开好，工人只要
按照卡槽将钢筋放入，钢筋笼就
直接“成形”；两侧焊有波纹管定
位 钢 筋 ，直 接 将 波 纹 管 的 坐 标

“定位”。
“以前我们焊接波纹管，都得两

个人，前面那个人拿着专门的卡尺
弯腰一个个量。”廖保幸说。

以前制作 30 米长的钢筋笼需
要8个人花费4个小时，如今有了这
套钢筋胎具，只需5个人花费2个小
时即可完成。

而这样的钢筋胎具，梁场里有
4套。

在钢筋胎具不远处，焊接的火
花在闪烁——这是工人在加工顶板
钢筋。

“前站”基础打得牢，生产效率
自然高。从 3 月初到 4 月 14 日，智
慧化生产线已经生产箱梁110片，4
条生产线平均1天3片。

浇筑全程“开挂”
品质一路“升华”

在固有的印象中，箱梁浇筑，罐
车和料斗是“固定场景”。但在 2 标
的智慧化生产线移动台座流水线
上却没有它们的身影。

“我们采用的是鱼雷罐+布料
机，只要一个人拿遥控器遥控就
行！”廖保幸指着头顶上方移动过来
的鱼雷罐说。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鱼雷罐通
过一根管子，与“窗外”的混凝土拌
合站生产线直接“串联”。

在遥控器的指挥下，鱼雷罐稳
稳移动到智慧化生产线的一端，布
料机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混凝土拌
合料，并且不停地自动移动位置，
试图让混凝土拌合料均匀布撒在
每个角落。

一位工人熟练地拿起遥控器，
按照他的“指令”，贴在模板“墙
壁”上的自动智能振捣器依次“上
岗”了！

“别看我们的侧模是固定的，
但是可以调节，定位精度在正负 1
毫米。”

“我们还给整个生产线配上了
智慧化控制系统，所有的数据都是
可控的。”

“每一片梁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数据可追溯性100%。”

……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智慧化生

产线已生产箱梁 110 片，运输效率
提升40%，台座周转效率提升50%，
单位面积产梁能力提高 40%，人工
成本降低 20%，节约成本约 70 万

元。与此同时，梁体尺寸合格率
100%，梁体强度达标率100%。

“高端”养生“无死角”
效率翻番效果好

浇筑好的箱梁顺着轨道，被送
入蒸养棚，刹那间，雾气升腾萦绕，

“精养”着里面的箱梁。
养 生 是 箱 梁 生 产 的 关 键 环

节。过去，这个环节是漫长的，而
且完全“靠天吃饭”——露天存
放、人工浇水，即使是在夏天也得
需要一个星期，冬季需要的时间
更长。

但是，在2标的12个蒸养棚里，
养护周期稳定压缩至48小时，而且
完全不受外界气温的影响。

“里面的温度、湿度我们一眼就
能知分晓。”廖保幸指着蒸养棚门楣
上的一个显示屏说。抬眼望去，上
面的一个个数据，仿佛都在“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

经过精心养生，里面的箱梁
会继续顺着轨道被送去张拉——
这个环节也是全自动的，而且张
拉误差被严格控制在正负 6%这个
范围内。

“张拉压浆结束后，100%合格
的箱梁就会放入存梁区，等待正式

‘上岗’。”廖保幸说。
从至少一个星期缩短到 4 天，

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场地利
用率增加 30%，梁场占地面积“节
省”了近50%。

不远处的存梁区，再次成功将
一片箱梁“卸载”的移动台座，正顺
着轨道“跑”回来！

“四新”技术助力连宿高速建设②

智慧化生产线“登场”
每一片箱梁都自带光芒

本报讯 4 月 10 日，笔者从
沭阳农商银行了解到，随着春
耕备耕工作进入关键期，该行
迅速调整工作重心，确保农业
生产顺利开展，为保障粮食安
全贡献力量。

精准响应，满足农业金融需
求。面对春耕备耕季节特有的
金融需求，沭阳农商银行提前布
局，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对
涉农贷款申请迅速反馈并现场
调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信贷服
务。同时推出春耕产品和优惠
政策，以降低农户生产融资成
本，确保春耕资金足额到位。

全产业链，协同推进农业发
展。围绕农业生产的全周期，
沭阳农商银行推出“农机贷”

“农保贷”“苏农担”“苏质贷”
“惠农快贷”等特色金融产品，
有效支持种业振兴、粮食全产
业 链 建 设 。 为 更 好 地 服 务 农
户，该行加大在乡镇集市等场
所的金融服务频次，确保农业生
产资金供应充足。

聚焦审批效率，畅通资金流

动。为了高效响应春耕备耕资
金需求，沭阳农商银行开辟春
耕审批绿色通道，并成立信贷
审批直通车模式，帮助农业企
业解决资金紧张问题。这一举
措不仅为本季度的农业生产提
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也为
后续粮食收购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构建合作机制，促进高质量
发展。沭阳农商银行加强与地
方政府、农业部门等主管部门的
协作，建立“粮食收购企业白名
单”，确保贷款资金流向优质企
业。通过精准滴灌式服务模式，
在春耕时打好农田基础。这一
全周期支持策略，让金融力量深
耕农业发展，切实保障“钱等粮”
持续向好。

据悉，下一阶段，沭阳农商
银行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为沭阳县乃至整
个区域的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粮
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陈建建 胡玲玲）

积极响应春耕备耕
助力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夏莉莉 通讯
员 侯效宁） 近年来，泗洪县魏
营镇坚持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
向，创新举措、精准发力，不断提
升专业化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公
共卫生服务范围，强化多层次医
保服务能力，让群众有“医”靠，
健康获得感持续提升。

下 沉 优 质 医 疗 服 务 资
源 。 该 镇 积 极 争 取 市 县 优 质
医疗资源，开展专家义诊 6 场
次 ，惠 及 群 众 362 人 ，免 费 发
放常用药品 13 种 267 盒，健康
科普覆盖 650 余人次，让群众
享受“家门口”的优质诊疗服
务，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
便捷性。

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

累计投入 80 万元，全面升级镇
域 12 个村（社区）卫生院、急救
站点等医疗机构，新增医疗设
备、全面改善诊疗环境，同步
强化医护人员培训，实现基层
医疗“硬件过硬、服务更暖”，
确 保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网 织
得更密、兜得更牢。

探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依托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定
期为辖区内 60 岁以上老年人、
残 疾 人 等 群 体 提 供 体 检 、建
档、反馈等健康管理服务。为
百岁老人推出上门服务、家庭
医生签约等服务模式，以“主
动服务”换“群众安心”，为群
众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医疗
服务，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群众有“医”靠 幸福更牢靠

■ 王章蕴

春和景明，4 月 13 日上午 10
点，一场特别的飞机航模展在宿
豫区来龙镇开展。10 余架造型
各异的航模飞机在蓝天白云间翻
腾起舞，围观的乡亲们时而屏息
凝神，时而爆发出阵阵喝彩。这
场让村民直呼“开眼界”的飞机航
模展，出自本地农民张先忙之
手。这个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庄
稼汉，用 17 年时间自学航模技
术，如今通过办展让更多农民触
摸到航模。

说起与航模的缘分，42岁的
张先忙眼睛发亮。在他的童年印
象里，其父亲当时服役的部队驻
地附近的机场经常有战斗机轰鸣
而过。“那飞机‘嗖’地冲上云霄，
看得我挪不动腿。”张先忙回忆
道，他对飞机的痴迷，在那时萌
芽。初中毕业后，他先到外地务
工，偶然看到老板从国外带回来
的柴油燃料航模，然而这种航模
价格高昂，动辄上万元，他当时就
暗下决心要自己制造。

“刚开始造的时候，我媳妇
跟村里人都笑话我，说我不务
正 业 。”张 先 忙 憨 厚 地 笑 道 。
发 动 机 推 力 不 足 就 加 装 矢 量
喷口、襟翼角度调小 5 度能改
善 失 速 …… 只 有 初 中 学 历 的
他，为了搞懂这些飞机专业术
语，每天看教学视频，记笔记，

农闲时还专门去拜访工程师学
习专业知识。陪伴着张先忙多
年 来 对 飞 机 航 模 的 热 爱 与 坚
持，他的爱人逐渐对这个执着
的男人刮目相看。在妻子的支
持下，张先忙终于圆了自己的

“飞天梦”。
飞机航模展上，张先忙为

乡亲们讲解着飞机的构造、材
质以及飞行原理。怕乡亲们听
不懂，他用筛粮食来比喻空气
动力：“就像扬麦子，风速大了
轻的麸皮飞得远，这和机翼产
生升力一个理儿。”67 岁来龙
镇 居 民 王 哲 远 仰 着 脖 子 追 着
看：“乖乖！这和电视里的真飞
机一样威风！”孩子们更是雀跃
着 轮 番 对 飞 行 模 拟 器 进 行 操
作。“比我爸开的汽车还带劲，
将来有机会我也要自己制造一
个飞机，让它飞向蓝天。”现场
观看航模展的中学生李房桐兴
奋地说。

当乡村振兴遇见科技创新，
当传统农具邂逅现代航模，这次
飞机航模展让大家看到的不仅
是硬核技术下乡的生动图景，更
是新时代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炽热追求。“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无人机，也希望更多的地
方应用上无人机，让它造福于
民，也让父老乡亲的生活有所提
升。”谈及办展初衷，这个朴实的
汉子满眼期待。

从“田间”向“蓝天”

宿豫农民张先忙
办起飞机航模展

魏营镇

沭阳农商银行

本报记者 沈 省
见习记者 陈 诚

■ 通 讯 员 毕媛媛 张堃

连宿高速公路“四新”小档案
名称：智慧化生产线移动台

座流水线生产工艺
引进单位：连宿高速公路灌

云至沭阳段（宿迁段）2标项目部
效益对比：台座周转效率提

升50%，单位面积产梁能力提高
40%，场地利用率增加30%，人工
成本降低20%。

4月14日，在连宿高速公路
灌云至沭阳段（宿迁段）2标的梁
场存梁区，100多片箱梁在阳光
下闪着光芒。

“这些都是我们智慧化生
产线移动台座流水线生产的，
全部采用不锈钢面板模板，要
不然没有这镜面效果。”连宿高
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宿迁段）
2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廖保幸
自豪地说。

梁是工程的脊梁。而 2 标
梁场承担着连宿高速公路灌云
至沭阳段（宿迁段）全线2187片
预制梁的生产任务。为此，项目
部大手笔引进了智慧化生产线
移动台座流水线生产工艺，通过
24台可移动台座构建环形智能
产线，创新实现“模板安装—浇
筑成型—蒸汽养护—预应力张
拉”四工位无缝流转，确保生产
的每一片箱梁都是“栋梁”，撑起
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宿
迁段）的“脊梁”。

（上接1版）
桑墟镇建立的卫厕管护服务体

系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
们不仅关注厕所的建设，更注重后续
的管护服务。”邱政超说，镇里成立了
卫厕管护服务中心，配备12辆吸粪车
和9名专业服务人员，为全镇所有公
厕、户厕提供粪污清掏处理及维修服
务，村民通过手机就能预约维修、清
掏等服务。

在资源利用方面，桑墟镇充分发
挥地域优势，将粪污资源化利用与
当地农业产业相结合。与种植大户
合作消纳粪污，与集中处理中心签
订处理协议，还鼓励村民自主消纳
液态肥，实现粪污全方位资源化利
用，既保护了环境，又推动了农业绿
色发展。

作为沭阳县人口最多、面积最大
的乡镇，截至目前，桑墟镇共完成22
个村居的户厕改造工作，改造户数达
14122 户，显著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
境，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以点带面，从“示范户”到“整村推”
如果说元兴村的改厕工作重在

后续管理，那么泗洪县归仁镇江桥社
区则摸索出了一条从“示范户”到“整
村推”的改厕特色路径。

江桥社区位于归仁镇北侧，过去
家家户户用室外旱厕，生活污水随处
倒。直到前些年，社区里开展人居环
境改造提升工程，支持居民改造室内
卫生间，社区环境迎来转机。

“刚开始，很多居民对改厕有顾
虑，觉得麻烦。”江桥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董宏说，为了打消居
民的疑虑，社区通过建立改厕示范
户，让居民实地参观体验，以示范户
的产品质量、施工方式和使用效果作
为整村改厕的标准。让居民们直观
感受到改厕的好处。

社区居民王加彩是江桥社区第
一家改厕示范户。“以前夏天上厕所
都得捂住鼻子，很不方便。现在可好
了，也没蚊子也没苍蝇了。”王加彩对
改造后的卫厕赞不绝口。据王加彩
说，他家的厕所改造完成后，吸引了
许多居民前来参观。

社区居民赵传朋家里也换上
了新马桶，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让
他感觉和从前大不一样，他说：“以
前觉得改厕麻烦，没这个必要，后
来社区干部带我们去示范户家参
观，看到新厕所这么好，大家都争
着报名改厕！”

“为了确保改厕工作的长效管
理，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管护队伍，负
责厕所的日常维护、问题检修和粪
污清运等工作。”董宏说，每户人家
的改厕编号牌上都登记上了管护人
员的联系方式，方便村民随时反馈
问题。

截至目前，江桥社区已改户厕
208户，所有旱厕及小公厕均已拆除
完毕。江桥社区改厕工作的推进，
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还促进了乡
风文明建设，成为归仁镇改厕工作的
典范。

在改厕工作中，归仁镇注重以点
带面，通过建立样板示范户和强化宣
传引导，让示范户成为居民们了解改
厕的窗口，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

“我们前期在全镇广泛摸排，收集群
众的改厕意愿和建议，然后在每个社
区（村）选择条件成熟的1—2家示范
户，供其他群众参观借鉴。”归仁镇改
厕业务负责人徐宁说，截至目前，全
镇已改造卫厕1810户，其数量也呈逐
年递增趋势，并且在老百姓当中获得
了一致的好评。

由政府先行采购改厕材料，在
示范户建设完成后，后续的招标
建设严格按照示范户标准进行，

改厕工作的质量和一致性得到了
保障。

归仁镇的改厕工作，不仅注重硬
件设施的提升，更注重群众观念的转
变。“改厕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我们
自己的事。”徐宁表示。为了激发群
众的参与热情，镇里通过多种形式加
强宣传引导，组织村民到改厕示范户
家现场观摩，邀请专家讲解卫生户厕
的使用方法及优点，让村民切实感受
到改厕的重要性。

全市“一盘棋”，改厕工作纵深推进
“厕所革命”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一环，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仅 2024
年，全市就高标准完成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改造66942户，其中新建改造
47559户、整改达标19383户。

针对过去改厕工作中存在的
标准不高、群众积极性不足等问
题，宿迁采取“示范引领+问题导
向”双轮驱动策略，确保改厕工作
扎实推进。

“我们通过在每个村先行打造
2—3户改厕示范户，每年建设至少10
个改厕样板村，以样板的示范效应带
动全市改厕水平提升。”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周沛说，示范户的高质量建
设，让村民直观感受到改厕后的卫生
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升，从而激发改厕
的内生动力。

质量是改厕工作的生命线。宿
迁通过紧盯材料、施工、验收三大关
键环节，开展全流程监管，确保让每
一座厕所都经得起检验。

“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化
粪池、便器等厕具产品进行专项质
量抽查，杜绝不合格产品下地安
装。”周沛介绍，通过编印农村户厕
改造工作手册和管理流程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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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严格把控施工、验收环节，确保
改厕户满意。

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
门不定期开展暗访调研，将发现问题
以通报或交办单形式进行交办，限定
整改时限，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
解决。

改厕工作不仅要“改得好”，更要
“用得好”。宿迁秉持“三分建、七分
管”理念，做好“后半篇文章”。通过
广播、发放明白纸等形式普及卫生厕
所知识，引导群众正确使用，并将改
厕纳入积分制管理，动员群众保持厕
所卫生。

宿迁还探索设立农厕服务站和
维修点，配齐维修工具和厕具配件，
明确服务标准和价格，制作改厕标识
牌，公开服务电话，方便村民报抽和
维修。在粪污处理方面，宿迁因地制
宜，靠近城镇的村庄实施与城镇管网
统规统建，其他村庄结合庭院经济和
农业绿色发展，实现粪污还田就近消
纳和综合利用。

这场“厕所革命”，改变的不仅是
如厕方式。当村民用上干净的厕所，
健康隐患随之消除，文明素养悄然提
升；当粪污从污染源变为有机肥，乡
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农业产业链得
以延伸。宿迁的实践证明，“小厕所”
里藏着“大民生”，更孕育着乡村振兴
的澎湃动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完成无害化卫生户厕建
设和改造 9000 户。随着农村改厕
工作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乡
村因‘厕所革命’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周沛表示，“我们将继续
秉持‘小厕所、大民生’的理念，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
让这项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农民群
众，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
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