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洙泾河活动堰是主
城区水质提升控导工程
建设的5座活动堰之一，
位于兴业路与江南路交
叉口东北侧。该项目
2020 年下半年开工建
设，目前工程主体全面竣
工，具备放水条件，预计5
月份可完工验收。

记者计海新摄

洙泾河活动堰

即 将 竣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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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日前，浏河
镇对听海路启动“前店后厨”“331”专
项拆违行动，进一步深化国土空间全
域整治工作。

当日，记者在常青集贸市场附近
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隐藏在商铺后
侧的约200平方米的违建，这些违建基
本都是用泡沫夹芯板搭建而成的，分属
于8家商户。有的被用作厨房，有的被
用作储物间，甚至还有的被用作经营场
所，这些违建几乎将此处的公共区域全
部给“瓜分”了。“这里的违建，不仅导致
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堵塞，环境脏乱差，
还占用了公共区域和消防通道，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听海路所在的紫薇苑
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听海路位于浏河镇紫薇苑社区辖
区，南起郑和路、北至望海路，全长约
1.5公里，主要有常青集贸市场、宏弈
广场、好买得购物广场三个购物中心，
共有个体经营户近400家。

浏河镇启动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工
作后，该镇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紫薇
苑社区对听海路沿街商铺进行排查，
发现该条道路两侧有21家商铺存在

“前店后厨”这一情况。为此，当天该
镇启动专项拆违行动，对这21处违建
进行集中拆除。

深化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工作

浏河拆除听海路“前店后厨”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昨日，记者
从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大会
上获悉，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将
紧扣“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着眼“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凝聚智
慧力量、切实履行职能，为太仓奋力开
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谱写高质量建
设“两地两城”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施燕萍，副市长、无党派知联会会长
顾建康出席活动。

今年，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
将坚持政治引领，结合建党100周年契
机，广泛动员、组织开展四史学习活动，
并组织会员赴革命纪念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等参观学习，引导全体会员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坚定理想信念，实现思
想共识新提升；坚持同频共振，围绕太
仓“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以课
题为纽带，以调研为抓手，聚焦聚力全
市创新发展、融入上海、城市建设、生态
环境、民生幸福等课题方向，广泛开展
调查研究，彰显参政履职新作为；坚持
关注民生，继续开展扶贫帮困、捐书助
学、慈善募捐等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不
断增强活动的实效和社会影响力；坚持
固本强基,切实发挥知联会聚才、荐才
的功能，重点发展政治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年轻人才入会,确
保自身建设呈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沙溪镇将
建筑工地综合整治纳入到年度综合执
法工作要点之中，对工地进行全方位
管控，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镇在2020年逐步完善和提升
建筑工地周边市容环境治理“沙溪模
式”。即“四个一”工作法：明确一套治
理标准、签署一份责任书、建立一套工
作台账和制定一项巡查机制。以
《2020年太仓市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运输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为导向，
建立健全一套适合沙溪镇建筑工地周
边市容环境治理的标准。要求辖区内
各建筑工地签署《建筑工地文明施工

责任书》，并按标准进行自检，加强管
理、提升细节，做到各类物料堆场覆
盖，裸露地面无积尘。在沙溪镇综合
执法局执法系统平台中，建立了建筑
工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中队日常
巡查台账等，切实做到措施细化、责
任到人、任务到位。实施“5+2”工
作机制，安排队员采取定期巡查和随
机抽查相结合的监管方式，狠抓源头、
严堵漏洞，严查工地扬尘、路面抛撒及
深夜施工等违法行为。

截至今年3月底，沙溪镇已累计
开展巡查164次、不定期夜查32次，
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教育效果。

实施“四个一”工作法

沙溪深入推进建筑工地整治

本报讯（记者 王俊）日前，娄东街
道对四通路、郑和路西北侧一处大型
违规高立柱广告设施进行了依法拆
除。该高立柱广告设施面积约324平
方米，重约10吨。为保障拆除作业的
顺利进行，娄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
组织专业施工人员和重型吊装设备，
在做好警戒及安全防护的基础上，历
经5个小时完成了拆除作业。

去年，该局对辖区违规高立柱广
告设施进行摸排，共发现有5处违规
高立柱广告。这5处高立柱广告设置
期限已满15年，后续未经相关部门续

审，且因缺少维护，不同程度出现锈
蚀、损坏，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极易出
现安全隐患。为此，该局对这些违规
高立柱广告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向广
告主发放了整改通知，要求其限期自
拆，消除隐患。至今年3月，相关法律
程序均已履行完毕。

从3月16日起，该局开展专项整
治，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对上述5处违规
高立柱广告设施逐一予以助拆。截至
4月9日，该局完成了全部拆除工作，合
计拆除面积约1404平方米，清理各类
管立柱、支撑柱、广告牌等40余吨。

大祝：今年的民生实事项目
中，有好几项都与市住建局有
关，如新设、改造燃气管道和居
民小区供气项目、特色田园（康
居）乡村建设项目以及城区口袋
公园新建项目，目前这些项目都
在有序推进。

健健：太仓有很多公园，口
袋公园还是第一次听到，那口袋
公园到底是什么呢？

安安：口袋公园指规模很小
的城市开放空间，通常呈斑块状
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当
地居民服务。在不同的地方，口
袋公园又被称为袖珍公园、迷你
公园、绿亩公园、贴身公园等，口
袋公园的面积大多在1万平方米
以下。

列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的4
个口袋公园，就散布在太仓城区
各处，其中，兰德游园在城区北
部、相公河游园在南部、S路口袋
公园在城区的西部、镇洋小学西
侧游园则在城区的东部，而且面
积都不大，兰德游园、相公河游
园、S路口袋公园的面积都在1
万平方米以下。

大祝：太仓的公园很多，如
市民公园、金仓湖公园、天镜湖
公园、西庐园、城北河湿地公园
等，和这些公园相比，新建的口
袋公园有什么特点？

安安：与普通的公园相比，
口袋公园的特点主要有小而
精、小而美，功能的针对性更
强，各种设施更人性化。如世
界上第一个口袋公园佩雷公园
占地仅390平方米。与普通公园
相比，规模小很多，但在有限
的空间里，既有乔木、灌木和
地被植物，有精心设计的景观
小品，还有可供居民散步的游
道，也有简单、实用的休闲休
憩设施，可以说做到了小而精、

小而美。
区别于综合公园的多功

能，口袋公园功能的针对性更
强更明确，就是服务于周边人
群，方便他们开展一些简单而且
相对短暂的休闲、休憩活动，减
缓压力、放松身心，如饭后的散
步、小坐或儿童的游戏等。

设施更人性化，指的是口
袋公园中使用者的活动大多以
日常、高频率的活动为主，这
就要求公园内各种设施符合大
家日常使用的尺度、习惯，因
此要求设计师更加了解社区的
组成关系和使用者的需求，让
大家能更好地亲近自然，玩得更
舒适。

历经百余年风雨，璜泾镇西
塔下的老街上，大部分老宅院墙
斑驳陆离，有的房子甚至坍塌，
不再具备居住功能，逼仄的过道
偶有老人来回走动。很多人选
择离开这里，但也有人选择留
下，守护这里的水乡印迹和独特
的江南建筑文化。

人间四月天，衰败的老街深
处也有繁花似锦。现代化的花
房、两进的院落，这栋翻新不久
的民宅不仅满足现代人的居住
要求，更有着旧时江南园林的遗
风。据这家的男主人陈先生介
绍，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曾
经是一个三进的老式院子，兄妹
三人和父母在这里生活了数十
年。成年后赴外工作，但他割舍
不了对故土的怀念，希望退休后
回到这里安度晚年。由于老宅

已破旧不堪，生活设施落后，陈
先生便邀请苏州设计公司根据
自家的情况进行设计，前后花
了 2 年时间对老宅进行改造。

“老街不比村里，每家每户宅基
并不规整，必须根据原有的地
块条件因地制宜改造。”陈先生
告诉记者。

如何改造？建设什么样的
房子？陈先生和家人颇费了一
番脑筋。“按当时的潮流，新式建
筑固然操作简单、面积利用率
大，但不是我心目中家的感觉。”
陈先生表示，他和设计师沟通，
在保障居住舒适的条件下，尽可
能保留江南水乡建筑风格，以粉
墙、黛瓦、石墙、方窗为外部主体
风貌，房屋结构延续中式住宅两
进两层格局，没有追求“住得
大”，而是在居住空间并不富余

的情况下大面积留白，打造一个
四季花园，种植了上百种花草树
木，展示江南人居独有的庭院情
怀。如今，满庭的春色关不住，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
芳菲”，配合着白墙、围篱，陈先
生改造后的老宅成为老街上引
人注目的一景。

房屋外貌保留了水乡建筑
特点，房屋内部则留下了主人的
乡土记忆。在新宅天井的东侧，
一面老宅的墙壁被完整地保留下
来，同样留下的还有老宅的大梁、
脸盆架、竹匾、木箱、时钟……一
件件充满记忆的老物件被再利
用，作为新宅的装饰品，黑白的
照片也被挂在原屋的墙壁上，点
点滴滴的留存温暖了整座宅院。

陈先生改造后的老宅，并非
在老街上独树一帜。老街另一侧
的钱先生也刚刚完成了老宅的
更新，一栋江南别院风格的新中
式二进二层小楼在阳光里格外
优雅，飞檐、照壁、天井彰显了江
南风韵，大型落地窗、温馨的内
部装饰又透露出现代居住理念，
通过巧妙的设计将主人的文化

品位和生活需求深度融合。两
进小楼间的天井最为精妙，为起
居空间带来大量采光，清晨、黄
昏的光与影成为独特风景。钱
先生介绍，年龄大了，就会明白
哪里都不如故乡好。修葺这座
院子，就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留
住儿时老街的样子，旧时生活的
样子。

老街是民间文化生活化的
集中展示地。老街日益衰落，那
些蕴含在传统宅院的江南文化、
建筑智慧也随着风化的墙体日
渐式微。不过，渐渐地，有一些
力量如同这春天里的微风，拂过
老街，留下一片新的“生机”。就
像陈、钱等老宅翻新一样，他们
凭借自己对于故土的深情、对于
江南文化的认同，焕活老街的肌
理，让人们看到照向老街的一缕

“曙光”。事实上，地方古建、文
化基因的保护，老街的活化不能
仅依靠民间力量，更需要地方政
府用长远的眼光去科学保护、合
理利用和永续传承，让那些时间
积淀下来的地方“软实力”成为
我们永留乡愁的寄托。

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大会举行

彰显参政履职新作为

拆除5处违规高立柱广告

娄东街道呵护城市“天际线”

小而精、小而美，口袋公园来了！

中式天井、旧宅物件，打造有记忆有底蕴的江南风韵——

“新中式”民居活化老街“旧风貌”
□本报记者 张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