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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表达方式，让更多青少年直
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类特
色课程已然成为太湖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的“年度亮点”。今年以来，太
湖街道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从
用好阵地、延伸服务、成风化俗等方
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向纵深
开展，通过聚人气、接地气、入人心的
惠民活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提升百姓幸福感。

“作为吴中区最年轻的板块，太
湖街道在建项目居于全区前列，正向
着‘聚人气’谋求更大突破。”太湖街
道党工委委员陈静介绍说，目前，街
道常住人口已经破万，面对群众对高
品质生活的追求，尤其是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街道不断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深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为辖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

用好用活文明实践阵地，打通宣
传、教育、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金秋
时节，沿着吴中太湖南大堤漫步，不远
处几间集装箱式的流动书社引人注目。
走进其中，齐屋顶的书架布满书籍，精
致的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吸引了市
民和游客前来休憩。不久前，一场“行走

苏州湾品味读书香”活动在这里展开，
几十位吴中少年在太湖畔徜徉文学书
海，领略浩渺风光，充分感悟阅读的快
乐。

“这间流动的阅读空间名叫‘青
年光计划学习社’，集休闲书吧、文
创展示等便民服务于一体，为周边
居民提供优质的阅读环境和丰富的
书籍资源，如今已成为街道常态化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阵地之一。”太
湖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负责人王
尧介绍说，根据“1+N”运营模式，街
道在中心区设立一个实践所，并在
社区、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商业综合
体等地配置N个特色站点，为辖区
居民、建设者、游客提供贴心、便捷
的志愿服务。

延伸触角，推动文明实践成体
系、广覆盖。9月 4日，一场“扶芽成
荫”家校社共识会在太湖街道融湾
社区、颐湾社区举行。在华中师范大
学苏州实验中学副校长余美琴带领
下，大家畅谈家庭教育理念、亲子相
处趣事，不断拉近彼此距离。

“太湖街道双职工家庭多，且居
民大多集中在融湾社区和颐湾社

区。”在融湾社区书记吴丽娟看来，
文明实践活动要吸引更多人参与，
家庭教育是一个精准的切入点。针
对这一情况，融湾社区依托社会工
作室，积极链接学校资源，通过前期
调研，针对性设计家庭教育课程。

此外，融湾社区、颐湾社区还积
极探索“公益+志愿”，面向未成年人
开设暑托班。举办“小小银行家”“小
小科学家”等沉浸式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开设国画、陶笛、烘焙等特色课
程；聆听退伍老兵讲述个人事迹……
从7月初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
班，吸引了80余名少年儿童报名参
与。当前，该社区还在卫健等相关部
门指导和帮助下，尝试开设3岁以下
儿童托育服务，争创儿童友好社区。

针对不同群体，太湖街道差异化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真心实意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颐湾社区联合街道
团工委开展“智彩生活——老年人智
能手机教学”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老
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智能生
活，切实以“家文化”聚合力让社区更
温馨；吴中京剧联谊会走进社区，让
广大群众在家门口过一把“戏瘾”，陶

冶情操的同时增进邻里的感情，戏剧
演员们专业的唱腔、惟妙惟肖的表演
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面对众多在建工地，太湖街道也
确保文明实践“不缺位”，不间断为建
设者提供精准服务。走进太湖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者港湾、党员
能量站、新时代讲堂等九大特色功能
区一应俱全，令人倍感温暖。太湖街
道融合辖区企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
力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常态化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每月开展科普宣传
和技能培训、每季度组织爱心义诊、
定期举行“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
活动，让建设者充分感受温暖。今年
以来，围绕理论宣讲、市民教育、文化
活动、科普宣传以及常态化志愿服务
活动，太湖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已
累计开展活动80余场。

精神文明建设需持之以恒、久
久为功。太湖街道将继续坚持群众
需求导向，扎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常态化开展，切实提高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加快绘就“天
堂苏州·最美吴中”现实图景凝聚
强大精神力量。

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与家乡有着
割舍不断的情愫。当我身处异乡吃到
米糕时，总是想起家乡的米糕来。

家乡的米糕分两种，即大蒸糕、
中蒸糕。大蒸糕是用大蒸笼蒸。一笼
大蒸糕有五六十斤重，需得两个人从
锅上抬下来。这当然是由众人分食的
米糕。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到新稻谷
收上来，按习俗要尝新米，而尝新米
的最佳途径就是蒸笼新米糕。米糕蒸
好后，每家每户都能分到一块米糕品
尝，大家其乐融融地分享着丰收的
成果。

蒸米糕的第一步骤是要把淘洗

好的米加工成米粉。这时候需要准备
新出的粳米和糯米，粳米占七成，糯
米占三成。掺入糯米的作用是为了让
米糕的黏性更好，吃起来更软糯。米
粉磨好后，队上几个蒸米糕的能手搭
起锅灶，开始准备蒸米糕的事宜。他
们在洗干净的大蒸笼内垫上一块湿
纱布，然后将蒸笼置锅上预热。另外
几个人在大盆里拌匀米粉，掺入适量
的白糖。等蒸笼冒出蒸汽了，一个人
负责把米粉舀进筛子，另一个人把着
竹筛子，将米粉筛进蒸笼里。米粉铺
满一层后，盖上锅盖蒸，十多分钟后
米糕蒸熟，揭开锅盖筛第二层米粉。
蒸熟后，又筛进第三层米粉。就这样
蒸熟一层，添加一层，直到蒸满一笼
为止。一笼米糕蒸熟后，需要两个壮
劳力端起来，倒扣在案板上脱出来。

众人拥挤着看米糕，一个个脸上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开始分糕啦！一人掌
称，一人切糕，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打
谷场上热气腾腾，大家伙品尝着米
糕，不亦乐乎。

待到青蚕豆上市时节，生产队也
会蒸蚕豆米糕让全队人品尝。蚕豆米
糕的做法与前述蒸大笼米糕一样。只
不过后者加入一定数量的蚕豆粒儿。
米糕内夹带青蚕豆，有一种白绿相间
的好看，吃起来满口清香，口感极佳。

中蒸糕是用自家的饭甑子蒸的，
制作方法跟大蒸糕差不多，有十多斤
重。中型米糕大多用来“过礼”。大多
是相亲或订婚时，男方家赠送女方家
品尝的。米糕象征团圆、软糯黏甜，深
受家乡人的喜欢。而心中抹不去的乡
愁，也让我时常怀念家乡的米糕。

高度重视并积极
支持老年运动，对于
提高老年群体的身体
素质和健康水平，丰
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
化生活，促进老年群
体身心健康，推进构
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及家庭应该真正
重视并竭力支持老年
运动，实实在在为老
年运动给力。

精心组织。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全民健
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
魄、健康生活的基础
和保障，人民身体健
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涵，是每
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
福生活的重要基础。组织开展老年运
动，是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实施全
民健身计划和健康中国战略不可或缺
的重要举措。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
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被确定为国家战
略。社会及有关部门应该将老年运动
工作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议
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
民生实事项目，纳入工作督查和绩效
考核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应该为老年
运动提供场地、器材、运动指导等条件
和便利服务，让老年群体真切感受党
委政府的关爱和温暖、社会各界的帮
助和支持。

积极支持。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
能，激活免疫系统，改善精神状态，是
一项对老年群体有诸多裨益的活动。
科学运动是老年群体增强体质、健康
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社会及有关部门
应该按照“巩固城市、发展农村、重在
基层、面向全体”的要求，积极创造条
件，为老年人提供文化体育活动场所，
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
健身需求。尤其应加快建设公共健身
设施网络，切实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场地、
设施和器材，满足老年人不同的健身
需求，提高老年群体运动健身的积极
性，鼓励、支持并帮助他们激发健身热
情，共享全民健身硕果，就近、就便参
加健身运动，增强体质、强健精神，让
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实
实在在，社会参与更加积极有效。

科学指导。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直
接关系家庭和睦幸福、社会和谐稳
定。社会及有关部门应该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
为中心转变”的卫生健康工作要求，
有效指导老年人根据自身条件，选择
适宜的运动项目或类别，积极参加散
步、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做老年体操
等慢节奏、低强度的运动项目。特别
是老年体育协会等体育社团组织更
应协调有关方面尤其是社会体育指
导员，大力开展面向老年人的科学健
身指导培训，有效调动老年人的运动
积极性，指导老年人科学健身，努力
提升老年人体育运动实效。在有条件
的地方，可按照“安全第一、风格第
一、友谊第一、健康第一”和“重在参
与、重在交流、重在快乐、重在健康”
的原则，适当组织适合老年人特点的
体育健身比赛，以有效促进老年体育
运动经常性开展。

确保安全。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
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科学运
动、保持健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
是对子女、对家庭、对社会负责。有关
方面应从不断提高老年运动安全保障
水平，确保运动设施安全等方面着力，
在运动项目的选择、运动时段的掌握、
运动场地的筛选、运动强度的把握等
方面把关。应该引导老年人选择运动
项目考虑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基础疾病
等，选择参加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项目。
尤其应指导老年群体，运动时力求适
时、适地、适量、适己，力求使神经系统
和运动系统高度默契、和谐配合。同
时，还应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加强康复医院和护理院（中心、站）建
设，确保老年人一有运动不适就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和照料，最大程度
避免或减少运动给老年人带来的伤
害，努力实现运动为美好生活添动力、
添滋味、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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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武桂成）10 月 17
日，江苏省东台市西溪景区与东
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举办
天仙缘文创市集，10名非遗传承
人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庆祝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当天上午，在东台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会长周志杨、陈春
生的带领下，10名非遗传承人
带来了发绣、木雕、麦秆画、葫
芦画、糖画、捏糖人、花灯、核
雕、泥塑等作品。

市集上，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的葫芦画吸引着不少的游
客。葫芦画的制作者是今年71
岁的省民协会员、盐城市非遗
传承人、葫芦高级技师何以进，
他向游客介绍着葫芦画的制作
过程和创意。一根根金黄的麦

秆看似平常，但在麦秆画传承
人周翔手中，却渐渐制作成神
奇的麦秆双面绣画。他的多件
麦秆画作品先后在省市比赛中
获奖。木雕技师朱付寿的一幅
《我爱你中国》大型浮雕吸引着
游客，这幅宽1280毫米，高760
毫米的浮雕作品，是他耗时三
个多月的作品。在现场，花灯、
糖画、捏糖人、泥塑等手艺人都
在专心致志制作，向游客展示
非遗的艺术魅力。

“我们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文艺工
作者的希望和要求，多创作作
品，多出精品，为繁荣文艺创
作，鼓励大家为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作贡献。”东台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会长周志杨表示。

本报讯（都江文）为关心关
爱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提高
中老年人的防病养生意识，形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10月14日
上午，四川省都江堰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都江堰市志愿
服务总队开展了秋季健康养生
知识讲座活动，邀请都江堰市
中医院专家前来授课。

讲座中，专家主要围绕秋
季养生概念、起居调养等健康
知识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以及

秋季情志调节、运动调养、饮
食调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
解。讲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实用性强，获得了大家的一致
好评。

活动倡导树立健康、文明的
生活理念，助力辖区老人们自
我保健能力的提高，辖区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
提升。下一步，都江堰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还将不定期组织
开展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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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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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洁）10 月
15 日至 16 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乒乓球赛在四川省成都市
青羊区光华街道东坡路社区
的一处“美空间”举行，参赛选
手、裁判员、赛事志愿者都是
社区居民。大家通过乒乓球
赛，竞技锻炼、交流感情，共享
文明幸福生活。

东坡路社区有一群爱好乒
乓球运动的中老年居民，约50
余人，他们自发成立了社区乒
乓球爱好者协会，时常聚在一
起打球。为了让这群“乒乓球

迷”在家门口就能打球，东坡路
社区在开展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行动中，盘活闲置资源，专门将
一处社区“美空间”打造成了乒
乓球运动场地，让群众共享文
明健康生活。

东坡路社区工作人员陈月
表示，“美空间”的打造，让群众
性精神文化活动开展有了场
所；社区乒乓球赛的开展，丰富
了社区居民体育活动。这不仅
增强了居民归属感、认同感、幸
福感，也增强了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的凝聚力。

江苏东台：
非遗传承人亮“绝活”共庆党的二十大

甲骨文遇上江南文化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百匠百课进所站”系列课程走进太湖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志愿者

李越将诸多“苏式元素”与甲骨文巧妙勾连，融合研学、绘画、手工等形式，
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课。

都江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展秋季健康养生知识讲座活动

成都市东坡路社区：
“小球”弹起来 共享文明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