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苏铁轩
记者 李娜）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江
苏铁路部门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10月9日，现代快报记者从江苏省
铁路集团获悉，10月 1日至7日，
江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84万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126万人次，较
去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增长5.97%，
创历年国庆黄金周同期新高。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江苏铁

路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
加，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每日
客发均保持在 110 万人次以上。
客流整体呈现“中间高、两头低”
的特点，最高峰出现在10月3日，
当日发送旅客达 136.80 万人次，
部分时段和区段客流高度集中，江
苏地区前往上海、安徽、浙江、山
东、河南、北京等方向的客流上涨
明显。

长假江苏铁路发送旅客88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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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杨晓冬）公
积金可以直接付房租！10 月 9
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近日，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南京东南国
资投资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出全省首个住房公积金按
月直付房租试点项目。

记者了解到，南京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将在东南集团“东南青
年汇”长租公寓试点公积金按月
直付房租业务，共涉及“东南青年

汇”10个项目，覆盖南京7个主要
行政区和江北新区，辐射5000多
套房源。

承租该项目的南京公积金缴存
职工只需向出租门店提出按月直付
房租申请，通过信息录入、系统审核
后，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将自动转
入租赁机构账户，申请职工无需另
掏“腰包”支付房租，实现职工一次
申请、信息数据跑路、租金无感支
付。此外，职工还将享受免押金、租
金折扣等优惠政策。

南京试点公积金按月直付房租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现代
快报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10月9日，全国首
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合体
——苏州南站外立面正式亮相，为
苏州南站站房投入使用打下了坚
实基础。

苏州南站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汾
湖高新区黎里镇，是沪苏湖高铁与
南通至宁波高铁的“十”字交会共用
枢纽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0000
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12线，采用
全国独有的线下式+线侧式+高架
式相结合的候车方式，车站设计旅
客最高聚集人数3000人。

苏州南站枢纽综合体内部空
间上下错落，建成后将成为一座集
高铁、城际铁路、城市地铁、水上
客运、机动车停车场于一体的综合
交通枢纽车站。站房依托周边水
网密布的地理区位，采用高低错
落、起伏有致的不规则形态，联结
形成独具江南特色的“六边形”站
房，是目前国内站房建筑结构形式
最多、最复杂的站房之一，也是全
国首座“六边形”站房综合体。

目前，苏州南站已进入装饰装
修收尾阶段。站房建成开通后，将
填补苏州南部与周边城市没有高铁
联系的空白，成为苏州南部门户。

“六边形”苏州南站外立面亮相

校园里来了个特殊“旁听生”

喷了经销商推荐的“神药”
300亩莲藕长成“糖葫芦”

朱梓豪与“杜甫”现场对诗
通讯员供图

当全网都在找寻这个“谁家
的”满腹诗词的小男孩时，在连云
港市东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花
园路校区二（五）班，记者见到了火
爆全网的对诗小达人朱梓豪。

据了解，因为爸爸妈妈平时都
喜欢朗诵和阅读，经常在家中诵读
经典诗词，这种热爱也影响了孩子
的成长，小小的朱梓豪很早就对中
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兴趣。在他 3
岁多的时候就能够背下大段的古
诗词，妈妈发现朱梓豪对中国古诗
词的浓厚兴趣，就开始带着他读
《三字经》《百家姓》启蒙，后来拓展
到唐宋诗词。别看他今年只有 7
岁，但对诗词热爱至极，目前已经
背完小学生必背的所有古诗词了。

“平时我在家里就跟爸爸妈妈
玩背诗比赛，答对一句加一分，谁
先得到 10 分谁就赢了。”小梓豪
说，自己以前在网上看到过其他小
朋友参与对诗的活动，感觉自己也
可以试一试，正好这次国庆假期和
妈妈一起到西安游玩，就专门来到
大唐不夜城和“杜甫”来了一场跨
越时空的对诗比拼。

“刚开始确实有点紧张，毕竟
那么多人看着嘛，但是一旦投入到
诗句中去，我就忘记了周围的环
境，只想把那些美丽的句子表达出
来。”朱梓豪自信地说。

说到在大唐不夜城和“杜甫”
对诗，朱梓豪的妈妈丁笑静也透露
了一些细节：“当时是要先进行预

赛，谁背的诗词最多，就可以和‘杜
甫’对诗。朱梓豪背了差不多100
首诗词，获得了与‘杜甫’对诗的机
会。没想到孩子全程镇定自若，一
下子对了大约90句诗词。现场工
作人员觉得他很厉害就拍摄了视
频，并发上网宣传，没想到一下子
就受关注了。”

朱梓豪学校的老师、同学们看
到他对诗的视频也纷纷给他点
赞。“朱梓豪背古诗词非常厉害，我
们都很佩服他，他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同学崔璟说。“朱梓豪平时就
非常喜欢古诗词，对古诗词有一些
自己独特的见解，课间，他也经常
会和同学们一起玩诗词游戏，看了
他在视频中的表现，作为他的班主
任老师，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班
主任徐春飞说。

据了解，东海县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已连续多年组织丰富多彩的
读书主题活动，通过“阅读素养大
赛”“诗词中的飞花”“古诗文小考
官选拔”“中华美德故事”等，引领
师生共读、亲子共读，传承中华文
化，不仅提高了学生综合素养，更
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火爆全网的对诗小达人

7岁男孩与“杜甫”对诗惊艳大唐不夜城

雪貂 苏州吴中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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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近
日，一只野生动物闯进了苏州吴中
区横泾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一
间办公室。

“学校闯进来一只野生动物，
担心会伤及学生，有安全隐患。”
事发当天，这位“不速之客”闯进
了学校，它一直待在办公室，不愿
意出去，老师无奈只能报警求助。

接警后，吴中公安分局横泾派
出所民警立即赶至现场。民警在
一间办公室找到了这只小动物。
当民警准备靠近仔细查看时，它却
十分警觉，迅速逃跑。

在确保不伤害到小动物的情
况下，民警关上门进行“围追堵
截”。几经周折，众人终于将它捉
住，放到了笼子内。通过观察，民
警发现它的脸有点像老鼠，体型又
和家猫差不多。民警咨询了专业
人士后，最终确认这只动物是雪
貂。

据介绍，雪貂比较耐冷，但是
没有汗腺，耐热能力较差，所以它

“闯入”学校可能是为了吹空调避
高温。民警将它送到了苏州市陆
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表示，
雪貂在苏州并无自然分布，这只可
能是人工驯养的宠物貂。

目前，这只雪貂已由苏州市陆
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暂养。

日前，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景
区，一名来自江苏连云港的 7岁
小男孩和诗圣“杜甫”上演了一场
尽显才华的对诗比拼，面对上百
首不同的诗词对答如流，他惊人
的记忆力和古诗词储备量引得网
友不停赞叹。

通讯员 常铁 高哲 姜黎黎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晓宇

300亩藕塘丰收在望，谁知试
采的时候发现莲藕严重畸形变成
球状、糖葫芦状。经农业部门检
测，原来是经销商推荐使用的神奇
地王套餐导致的。

宿迁蔡集镇的老孟四年前经
人介绍来到宿豫区的陆集街道陆
集社区，承包了 300 亩地种植莲
藕。为了种好莲藕，老孟吃住都在
藕塘边，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藕
塘的收成也一年比一年好。

8月 2日，老孟到经常去的经
销商徐某处购买杀菌药给藕塘灭
菌，徐某推荐一种名为神奇地王套
餐的“神药”，称可以让莲藕更加白
嫩，长得更长，增加莲藕产量。经不
起徐某的推销，老孟购买了17套地
王套餐，8月4日下午安排无人机将

“神药”全部喷洒到了藕塘里。
8月底，正是第一批莲藕上市

的时间，老孟安排人到最东边的藕
塘里采藕。就在老孟满怀期待看
到又白又嫩又长的莲藕时，采藕工
人拿出水的莲藕却让他彻底傻眼
了。只见工人拿出的莲藕颜色发
黄，本来该是 20多厘米长的藕节
现在却只有五六厘米长，正常情况
下一条主藕应该在150厘米左右，
现在却连五六十厘米都没有，拿在
手中就像糖葫芦一样。

难道是这个藕塘没管理好？
老孟安排工人又换了个藕塘，结果
还是一样，莲藕都长成了畸形的形
状。

“这是怎么回事呢？平时都是
按照老办法来做的，怎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想来想去，老孟想到了
8月初使用的“神药”。这时有采藕
工人提醒说，隔壁乡镇藕塘也出现

了这种情况，也是购买同一家经销
商的“神药”。

为了确定真相，9月9日，老孟
向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申请
莲藕田间生产事故鉴定。9月 13
日，该局做出了相关鉴定。

在老孟出示的《宿迁市宿豫区
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上，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神奇地王套餐
的主要成分为：30%有效成分唑
醚·戊唑醇、98%有效成分磷酸二
氢钾、60%有效成分氯化胆碱、8%
有效成分胺鲜酯、10%有效成分调
环酸钙。

“申请人田块莲藕抽样顶芽后
第 1、2 节平均长约 6.64 厘米和
8.64厘米，正常藕样顶芽后第1、2
节平均长度分别为12厘米、18厘
米。两者相比长度短缩，同时申请
人田块莲藕各节段表皮呈明显黄
褐色，正常莲藕均为嫩白色。”

10%有效成分调环酸钙农业
部备案标签产品性能明确标注本
品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通过植
物种子、根系和叶面吸收抑制赤霉
酸的合成，具有延缓苗旺长、抗倒
伏及矮化性能。与申请人田块莲
藕节间短缩现象相符。

鉴定意见是：1.神奇地王套餐
中的成分均未见在莲藕上登记使
用；2.申请人田块莲藕受害症状与
使用神奇地王套餐有关。

在老孟的催促下，“神药”的生
产厂家重庆依尔双丰科技有限公
司的胡经理等人也赶到了现场。
胡经理对宿豫区农业部门出具的
鉴定书表示认可，但在具体的赔偿
方面，双方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10月8日下午，老孟对现代快

报记者说：“现在厂方提出的处理
方案是，每亩赔偿1000多元，而根
据当时的市场行情，平均亩产莲藕
4000斤一亩，市场平均单价2.8元
一斤，我的直接损失每亩就在
11200 元。后期，我还要清塘、翻
土、消毒、灭菌，重新种植藕苗，这
些花费都还没算上。现在差距太
大了，这个我肯定接受不了。”

老孟说，厂家的说法是，按照
用药要求，在喷洒第一次之后，还
要进行第二次喷洒，他的藕田只喷
洒了一次，损失肯定没有那么大，

“不论我喷洒了几次，造成的损失
已经形成了啊。”

对此，胡经理表示，公司已经
提出了处理方案，但对方并没有接
受，“具体的，还在谈，现在说了也
没用。等有了结果再和你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杨亦文 文/摄

畸形莲藕与正常莲藕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