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4日，万达广场内由数十顶小帐篷搭建而成的“帐篷集市”吸引了市民驻足。
据了解，摊主都是小朋友，他们将家里的闲置物品精心摆放在帐篷摊位上，忙着招呼顾
客，家长也帮忙吆喝。一名小摊主说，通过摆摊，体会到了父母工作的辛苦。

见习记者谢海涛摄

帐 篷
集 市

本报讯（记者 邢智丰）昨天，市老
年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春季
学期共开设138个班级，学员达4100
人次，学员数、班级数双双创新高。

早上8时40分，位于太平路上的
市老年大学门口，老人们佩戴口罩，出
示苏康码绿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登记。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
的第一天，1200多名老人走进校园，
接受交谊舞、拉丁舞、模特走秀、沪剧、
古筝、电子琴等课程的学习。

今年春季学期，市老年大学开设
舞蹈拳操、声乐戏曲、器乐演奏、书画
摄影、智能应用、综合应用等六大系
39个专业课程，包括声乐、摄影、智能
手机、电脑、钢琴、瑜伽、模特走秀等。
设置138个班级，学员达4100人次。
班级较去年秋季学期新增17个，班级
数、招生学员人次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市老年大学不断丰富课
程内容，增加开班数量，使老年人各择
其好、各展所长、各得其乐。据悉，今
年老年大学还将以推进校园文化为重
点，办好主题系列活动，并开展丰富多
彩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

老年大学
2021年春季学期

开 学

为进一步优化部分区域及道路交通环境，提高道路通
行效率，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安
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部分区域及道路交通
实际情况，即日起决定在原严管道路基础上对我市339省
道以南、346国道以东、墅沟河以北、长江以西区域道路，以
及陆长线、站东路、站南路、站厚路、站中路、站北路、站前大
道、昆太路及辅路、庙浜路、太丰村中心路、万众路增设禁令
标志等交通设施，禁止机动车停放或者临时停车。车辆在
上述区域及道路停放或者临时停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
线的，将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处以一百元罚款，
并按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

太仓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3月12日

关于加强我市部分区域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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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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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公告一、为了您的人身和供电安全，请不要在电力线路两
侧300米内放风筝

二、保护电力设施，营造有序用电环境
三、为了照亮千家万户，请你我共同保护电力设施
四、奉献清洁能源，建设和谐社会
五、绿色电能，创新奉献

保护电力设施

办理电动车上牌需要哪些材料

有市民来电询问，现在城区电动车上牌需要
哪些材料？到哪里办理？

市公安局民警回复表示，办理电动车上牌所
需材料：身份证、购车发票、产品合格证。车管所
或辖区中队、派出所均可办理。车管所电动车上
牌时间为周一至周六。

有市民来电反映，惠阳路2小时内6元/次的
停车收费标准过高，导致很多商家都把车停到附
近小区里，使得小区居民停车愈发困难，希望相
关部门加强管理，合理收费。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复表示，为加强停车收
费规范管理，切实提高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
2018年12月28日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准，2019年
3月25日由市城管局在《太仓日报》上公示，2019
年12月18日起，惠阳路停车点正式开始实行停
车收费管理。按照规定，惠阳路停车点收费标准
为30分钟内免费停放，2小时内6元/次，2小时为
1次，一天最多不超过6次计费，不足2小时按2
小时计费，收费时段为7时~21时。惠阳路周边
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民防局等单位开放了共享停
车，市民下载太仓智慧停车APP，完成实名认证
和车辆绑定后，可在这些单位错时停车。共享停
车收费标准为2小时免费，2~4小时2元/次，4~
24小时4元/次，以24小时为计费周期。

惠阳路停车收费高，致小区停车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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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有一段时间了，不少家长和
学生收到学校的提醒：学生原则上不
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将手机
带入校园需求的，在进校后应将手机
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沉迷网络、游戏成瘾、近视率上
升……近年来，中小学生因过度使用
手机出现了种种问题，引起社会关
切。对孩子带手机该怎么管，令不少
老师和家长头疼。

2月初，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

校园。江苏省教育厅下发《省教育厅
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
要求科学制定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实
施方案，做到“六个明确”，包括明确教
师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
用手机完成作业；明确家长对孩子使
用手机监督管理的教育职责等。

《通知》发出后，我市各个学校也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举
措。如市一中明确要求，严禁携带手
机进入学校，学生或家长有事可联系
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学生也可以到门
卫处拨打电话联系家长；市二中也禁
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带入课堂，但允许
学生带电话手表，不过在校期间设置
为禁用；新湖小学不允许学生将手机
带入课堂，但允许使用电话手表，上课

时段需设置为静音……新学期中，我
市中小学纷纷加强学生的手机管理。

对于各学校的举措，绝大部分家
长举双手同意。“当然，我们一般也不
让孩子把手机带到学校。”市二中副校
长沈菊林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学校
一直以来都不允许学生将智能手机带
进课堂，这次是进一步跟学生和家长
强调禁带手机的问题，如发现，手机会
由班主任保管并及时与家长联系。新
湖小学校长金虹霞表示，带智能手机
的小学生极少，小学生主要佩戴的是
电话手表，由于小学生年龄小，需要家
长联系及“跟踪”，所以一般只允许电
话手表进校园，但同样在上课时禁用。

家长们坦言，希望学校禁止学生
带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这样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孩子对手机的依赖。

但也有一些家长表示，禁止手机进校
园也不能一刀切，特别是对于低年级
的小学生，应当允许使用电话手表。

在走访中，学生们则表示，手机并
非只有游戏，一些学习软件也可以助
力学习，还可以看看新闻，搜索一些知
识。父母不在或辅导不了的题目，依
靠手机也可以独立解决。也有部分家
长表示，孩子有了手机，在家可以自行
点餐，外出可以导航定位，手机不仅是
用来打电话和玩游戏的，更是顺应时
代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采访中，老师们也表示，实际上
不是手机本身的问题，如何使用好手
机才是问题，引导学生科学使用手机，
需要家校合力。“比如孩子做作业的时
候，家长在一旁玩手机，这就是错误的
示范。”

我市不少学校要求学生原则上不得将手机带入校园，那——

本报讯（记者 王俊）日前，陆渡街道举办了“美化
窨井盖·共建美丽生活”活动。志愿者们来到洙泾村横
沥佳苑小区，在一个个窨井盖上作画，装点环境、美化
小区，营造浓厚文明氛围。

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们蹲在地上，用五彩缤纷
的颜料在窨井盖上描绘出各式各样的图画，如雷锋头
像、小猪佩奇、机器猫、荷花、粮食等，让原本毫不起眼
的窨井盖变得美丽鲜活起来，成为小区里的新景观。“画
得不错，还挺好看的！”“比原先要好看。”居民们三三两
两地走上前来，打量“改头换面”的窨井盖，赞叹不已。

“党员和志愿者参与活动，是为了倡导学雷锋、文
明出行、节约粮食、爱护地球等理念，也在美化环境的
同时，提高居民的绿色环保意识，推动大家积极参与到
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陆渡街道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本报讯（记者 王硕）日前，一场生动有趣的农业劳
动教育活动在市经贸小学展开。当天，学校邀请了农
业专家来到学校为学生们上课，并指导他们亲手播下
蔬菜种子，体验种植的乐趣与劳动的快乐。

当天，学生们在多媒体教室听取了农业专家有关
绿色蔬菜的专题讲座，详细了解蔬菜种植的全过程。
学生们学习到现代化、模块化的蔬菜种植，蔬菜生长过
程中的光照、水、施肥等知识，发现种植中样样充满了
学问。课程结束后，学生们来到操场学习实地操作技
能。每个同学领取种植模块以及记录手册，通过松土、
播种、覆土、浇水、喷肥等环节，亲手种下了属于自己的
菜。

学生们通过蔬菜生长记录手册，记录下蔬菜的生
长变化，认识到从发芽到长成幼苗，从生长到茂盛，需
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大家也在种植过程中收获感悟与
心得。

本报讯（记者 张立）近日，城厢镇
东林村组织两委工作人员、党员、村民
组长、楼道长和志愿者，一起前往东林
佳苑东北侧的“一分菜地”进行整治，
彻底改变这片菜地的杂乱面貌。

记者看到，这片菜地位于金仓湖公
园与东林佳苑之间，面积约50余亩，被
分割成小块，散乱地种着青菜、大蒜、香
葱、生菜、蚕豆等，同一种蔬菜种植面积
大的约有10平方米，小的只有一张桌面
大。有些地上覆盖了地膜，有的用旧木
条、竹竿搭了架子，摇摇欲坠。

记者了解到，大约10年前，东林
村村民入住东林佳苑后，村里考虑到
大家有种菜习惯，也有吃菜的需求，就
给每户分了一分地，由村民自己种
菜。有的村民为了种菜，搭棚子、覆地
膜，这里最终成了一块公园和小区间
的“环境洼地”。

包括城厢镇在内，太仓的农家都
有拓地种菜的习惯，随着美丽乡村建
设的推进，这样的菜地在一定程度上
成了影响农村环境的短板：搭简易架
子，架子上的瓜、豆死藤不清理；盖了

地膜，任由残破的地膜散落田间；甚至
还在田间乱堆放旧建材、破家具。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城厢镇各村、
社区加快打造美观实用、接地气的“美
丽小菜园”，不仅不让各家的菜地成为
特色田园乡村、特色康居乡村建设的

“洼地”，还要让“高颜值”菜园为美丽
乡村增添意趣。

记者在太丰社区浦江组的路边看
到，这里小菜园的围栏由防腐木料构
成，每块菜地用小青砖矮围墙隔开，菜
地入口还建了木门，门框顶上覆盖着

稻草，入口看上去很别致，整片菜地就
像小花园一样。太丰社区工作人员
说，这些地以前大多由村民私垦，环境
面貌很差，社区改造、分块后，再让村
民来认领，种植时令蔬菜，既满足大家
的需求，又提升了环境。万丰村正在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村里还有一批苏
州市级的美丽庭院，该村也充分利用
农宅周边的菜地，实施“一户一策”，将
美丽小菜园建设融入美丽庭院建设，
村民宅前屋后面貌焕然一新，村里的
整体风貌也更有特色了。

□本报记者 周 琦

孩子能真正“放下”手机吗？

东林整治“自由菜地”
打造“高颜值”小菜园

窨井盖“改头换面”
手绘装点小区风景

劳动教育进课堂
学会亲手种蔬菜

上海人可以用全款在太购房吗

有市民来电咨询，现在太仓的房屋限购政策
如何？听说上海人可以用全款在太仓购多套房
产，是否属实？

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太仓严格执行
苏州市限购政策：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苏州市
区、昆山市、太仓市范围内申请购买第1套住房
时，应提供自购房之日起前3年内在苏州市范围
内连续2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
险（城镇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暂停对已拥有1套
及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
房和二手住房；暂停向拥有3套及以上的本市户
籍居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房
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向不符合
条件的购房人出售商品住房。购房人需提供现
有房屋情况相关证明材料并出具书面承诺。违
反上述规定的，房地产交易和不动产登记部门不
予办理相关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