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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江景轩 记者 顾元
森）《南京市积分落户实施办法》于2024年3
月10日正式实施。3月11日，张女士来到南
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政务服务管理大队
窗口办理落户手续，成为积分落户新政实施
首个工作日成功办理的“第一人”。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自2023年起，原籍
为宿迁的张女士一直在南京江北新区工作，目
前在一家商场担任管理人员。根据积分落户
新政，取消了原来要求在南京市内缴纳不少于
12个月社保的限制条件，在南京市“合法稳定
就业、合法稳定居所”，即可申请积分落户。据
了解，张女士在南京市已缴纳社会保险4个月，
符合积分落户新政的申请条件。从审核材料
到完成受理，仅用了5分钟时间。

“我工作的地方在江北新区，也在这里买
了房子，各方面条件都很方便，这样一来孩子
上学问题也解决了。”张女士说，前段时间她
了解到积分落户新政，“按照先前的户籍准入
政策，我不符合申请条件。新的积分落户政
策一出，正好实现了我一直以来落户南京的
愿望，窗口办理既高效又周到，真是太好了！”

事后，张女士特地拨打12345热线，对政
务服务管理大队的民警表示感谢。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卫）随着气温的回
升，南京的天空被五彩斑斓的风筝点缀，在这
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南京市风筝运动协会联
合江苏省风筝协会，在南京市江北新区久智
大草坪举行了一场“龙腾华夏”风筝放飞活
动。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南京22个风筝分会
俱乐部的170多名会员参与，他们共同放飞了
23条大型龙类风筝。

现场最长的风筝出自江苏风筝达人朱长
征之手，这条龙形风筝由101片“鳞片”组成，
全长88米，长龙腾空，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
朱长征介绍，这只风筝跟着他拿了不少国内
风筝大赛的一等奖，从设计到制作都是由他
主操，历时9个多月完成。他说：“龙是中华民
族的象征，这次风筝放飞活动，希望能在2024
年让江苏风筝人放飞更多梦想和希望。”在放
飞的过程中，有人扶龙尾、有人扶龙头，朱长
征作为主飞，负责拉线，他表示：“放飞这样的
风筝需要大家通力合作，能够提高大家团结
协作的精神，这样的风筝放飞活动，也能提高
大家制作和放飞风筝的水平。”

进入春季，江苏风筝放飞活动还形成了
全省联动，除了南京，镇江、连云港、如皋、宜
兴等地也都举办了类似的活动。江苏省风筝
协会秘书长谢小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风筝是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之一，我们想用这种活动告诉大家，
放飞风筝不仅是提升身心健康的方式，同时
也是在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小记者与父母一起“植”此新绿
“我觉得自己在家或学校里也可以种

树”“我也不太想来，因为今天起得太早了”，
活动刚开始，就有小记者向带队老师发出

“抗议”，但是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了
采摘玫瑰白菜的欢声笑语之中。

六朝贡共享农场的负责人先带领小记
者们走进菜田认识白菜，告诉大家应该采摘
白菜最顶端的部分。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小
记者每人拿着一个大袋子，在玫瑰白菜田采
摘“春菜”。收获今年的第一茬美味对大家
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很快就有小记者
装满了一袋白菜，还申请再装一袋。

“春天是野菜开始生长的季节，也是野
菜最好吃的时候。”看着大家都将手中的袋
子塞得满满当当，农场负责人引导小记者们
来到另一边的果园种植果树。

“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比如开花、
结果、成熟等时节，通过视频或照片的形式

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家也能实时掌握果
树的生长情况。夏天时还可以亲自采摘自
己果树上的梨子。”

小记者们听说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梨
子都非常兴奋，挖坑、搬树苗、填土、压实，大
家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将一棵棵果树种进
土里。

在大自然中体验劳动的魅力
“今天的活动虽然很辛苦，但也很有意

义，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不易，
也让她更加亲近大自然。”小记者王信淇和
妈妈拿纸板、黏土和水彩笔共同制作了一块

“种树牌”，挂在亲手种下的小树上，希望可
以“种一棵小树，绿一方净土”。

“来之前我就向她们科普了种树的意
义，告诉她们种树是为了保护大自然。来之
后都是她们动手去做，都不需要我去帮忙，
我觉得这样才更有意义。”小记者朱恩朵的
妈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看着孩子劳动的身

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朱恩朵说：“通过本次
活动，今后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浪费粮食。”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仙鹤门分校22级6班的同学们“组团”参与
了本次活动。“这是本学期劳动实践周活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次植树和挖野菜活
动，学生可以学习正确使用劳动工具，开展种
植劳作的全过程，在出汗、出力中增强劳动实
践能力。”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仙鹤门分校
副校长周艳说。“本次活动也向学生传递着
热爱环境、保护大自然的环保理念，增强大
家的凝聚力，让树木植于土，生态理念植于
心。为美丽春天增绿，为美丽家园添彩。”

6班家委会的负责人陈乐艺妈妈说：“平
时基本上都待在家里，集体参加这样的活动
能让孩子长见识，正好他才学了《邓小平爷爷
植树》这篇课文，马上就能亲身实践，也是与
课本有所呼应。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孩子的
责任心，一开始挖土的时候就说要自己来做，
都自己弄，整个过程非常认真。”

绿化科普、树种展示，系列活
动精彩纷呈

春风吹拂大地，迎来植树造林的好时
光。活动现场，市民们填写全民义务植树情
况调查问卷，还有不少人现场咨询植树报名
事宜。今年95岁的市民洪定海，就是其中
之一，他说：“现在南京环境越来越好，越来
越美，我想亲手种下一棵树，为南京再添一
抹绿。”

据了解，今年南京共有6个义务植树基
地面向市民开放，分别为栖霞山国家森林公
园中大路、江宁汤山街道古泉社区、六合冶
山林场老山工区小山、溧水月牙湖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生态茶园、溧水芳邻农场和溧水柘
塘街道秦淮社区山头水库。

江苏地理位置适中，气候适宜，植物丰
富。波尼、马罕、肖尼、斯图尔特、金华、绍兴
……展示台上多个品种的薄壳山核桃吸引
人围观，有的肚子圆圆，有的细细长长。江
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景观树种与花卉研究

所研究员教忠意介绍，“薄壳山核桃，就是我
们常吃的碧根果。波尼、马罕这两个品种的
产量大，也比较常见，目前在泗洪、响水一带
种植得多，已经产生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
经济效益。”

三分栽七分养，树木养护管理不容忽
视。江苏省林业有害生物检疫防治站综合
科科长叶利芹带来了松墨天牛、美国白蛾、
桑天牛、大叶黄杨尺蠖等害虫标本。“美国白
蛾主要危害蔷薇科植物，比如樱花、杨树、柳
树等，翠绿的树叶经其啃食后，不消几天，整
棵树的叶子都将被啃食殆尽。”叶利芹介绍，
2024年，江苏省林业局以贯彻落实第1号总
林长令为抓手，聚焦“两虫一病”和能力建
设，遏制美国白蛾等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高发
态势。

森林覆盖面积、林木覆盖率
连续6年位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南京围绕公园城市建设，深入
推行林长制，加强园林绿化和林业资源管

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南京全市森林覆盖
面积达297万余亩，林木覆盖率达31.96%，
连续6年位居全省第一。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44.96%，绿地率达40.82%，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6.2 平方米，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
列。

长江南京段全长97公里，岸线总长约
280.82公里，是南京最为重要的城市轴线和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自2019年起，为深
入践行“长江大保护”，南京重点针对沿江防
护林缺株断档的区域开展绿化造林，实现长
江两岸应绿尽绿，构筑连续完整、结构稳定
的绿色生态廊道，长江两岸绿色界面贯通率
达85%以上。

南京不断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在线
下植树空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推出“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2023年完成省级“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神策门公园基地建设，
南京共建成“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5
处。

南京森林覆盖面积、林木覆盖率连续6年全省第一

植树节，种下一棵树再添一抹绿

现代 小记者“植”此新绿
在劳动中品味春天的味道

草长莺飞，春光明媚。3月 12日
是植树节，两天前，现代+小记者前往
位于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的六朝贡共享农场，采摘春天的第
一茬“春菜”、种下新年的第一棵梨树
苗。据了解，本次植树活动种下的梨
树将会由工作人员继续照顾。今年夏
天，小记者们就能吃到自己亲手种下
的梨树果实。

实习生 靖然 刘艺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楠/文 王玉秋晨/摄

阳春三月春意浓，植树添绿正当
时。2024年3月12日是第46个植树
节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43周年，绿化
科普、花艺演示、有奖问答……在南京
秦淮区月牙湖公园青龙广场，一场以
“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美丽江苏”“‘植’
此青绿正当时 履职尽责你我他”为主
题的绿化宣传活动举行。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南京森林覆盖面
积达 297 万 余 亩 ，林 木覆盖率达
31.96%，连续6年位居全省第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文/摄

最长88米
23条风筝“飞龙在天”

南京积分落户新政实施

江北新区迎来“第一人”

由101片“鳞片”组成的88米龙形风筝
南京市风筝运动协会供图

市民观看展板

陈乐艺和
妈妈在认真
植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