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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太仓这位医生连续多天不出诊，
背后真相……#

今年的桂花虽姗姗来迟，但依旧香气不减。记者
为大家盘点了这些赏桂宝藏地，快点走出家门和这份
秋季“限定香”撞个满怀吧！

南园。山水画间赏桂，有诗意。步入南园，远远就
能闻到这股熟悉又久违的芳香，桂花初绽，香远益清。

吴家湾。桂花飘落如雨，最浪漫。提到桂花，吴家
湾一定不能落下。每到这个季节，3000株金桂争相开
放，细细碎碎的挤在一起，甜甜的桂花香扑面而来。

天镜湖。“桂”气中漫步，好惬意！今年的桂花，迟
到也有迟到的好。有了气温的加持，香气少了一份甜
腻，闻起来更加轻柔单纯。漫步在“桂”气之中，每一次
呼吸，都叫人幸福沉醉。

目前，太仓的桂花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快约上
朋友一起“真香”吧！

@淡漠ing：太仓遍地桂花，一出家门就是桂花香，
开心。

@速博朱国琳：金仓湖桂花更多哦！
@微风掠过：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依然微笑：文明赏花，千万别摘哦！

#秋季“限定香”！太仓赏桂宝藏地在……#

#全国领先！新美术馆即将惊艳太仓#

注射了5天动员剂，采集了3个小时，日前，市一院
肝胆外科医生龚涛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向一位
13岁血液病男童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太仓今
年第4位、总数第15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
者，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龚涛出生于1985年，是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副主任医师，同时担任苏州大学讲师。他还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考取了健身教练资格证。在抗疫期间，龚涛
还积极参与门诊发热预检、疫苗接种保障等各项工作。

龚涛表示：“孩子是全家的希望，能帮助一个孩子
重燃生命之光，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也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

也许是因为本身学医的缘故，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善举，龚涛觉得像平时工作一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太仓一直以来都是一座有爱之城，也希望有更多
的市民积极投身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这项大爱事业中，
为更多的患者架起生命之桥！

@何渊：向龚医生致敬！
@荷风：大爱无疆，为你点赞！
@月明：赞！龚涛医生，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MrLiu：他是个有爱心、品格高尚的医生。
@高军会：医者仁心，为拥有大爱的龚医生点赞！

喜上加喜！进入竣工冲刺阶段的新美术馆项目又
传来好消息，它的综合技术被专家们鉴定为国内领先
水平，并建议加大成果推广应用。

近日，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在太仓召开了新建太
仓美术馆项目“大面积复杂结构白色清水混凝土综合
技术”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科技成果
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建议加大成果推广应用。

新建太仓美术馆项目位于太仓市半泾河东侧、上
海东路南侧、新建半泾路西侧、朝阳路北侧地块，总建
筑面积16650.12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3层，建筑高
度23.85米。建筑表现形式大量采用白色清水混凝土，
体积4000余立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展览、办公、学术讨论、
公共教育为一体的太仓文化新地标。

@春暖花开：太好了！期待中！
@双林：期待新地标早日建成！

坚持健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
宋天钧一练就是几十年。如今72岁
的他依旧保持着年轻健硕的身材，有
着远超同龄人的精气神。

“动则慢衰，动则慢退，健身给我

的身体重新注入了活力！”他热爱健
身，是健身房的终身会员，每天会花很
多时间泡在健身房，在各种训练器械
上循环训练，享受和年轻人一起运动
的快乐。

近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一市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有关部署要
求，经过充分技术准备和协调对接，在
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决定
从今天起，启动长三角区域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跨省通办”试点，进一步方便
跨省异地工作、学习、生活的居民申领
居民身份证。

据了解，试点以前，长三角区域居
民在办理身份证时，只有在换、补领业
务上实行“跨省通办”，首次申领身份证
仍要回原籍办理，这对面广量大的跟随
父母进城上学的未成年人来说，存在较
多的不便。试点这一政策后，他们在居
住地凭相关证明即可申领，大大减少不
必要的来回奔波之苦。

目前长三角区域试点这一政策的
城市包括：上海市全市，江苏省南京市、
苏州市、盐城市，浙江省嘉兴市、绍兴
市、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宿州市、黄
山市。

试点全面推开后，将与江苏省现有
的居民身份证申、换、补领“省内通办”，
以及换、补领“跨省通办”业务形成补

充。在试点基础上，12月1日起，长三
角区域将全面实行“跨省通办”政策，届
时江苏省所有派出所户籍窗口、户政办
理大厅将全面受理长三角区域身份证
异地首次申领和全国身份证“跨省通
办”换、补领业务，切实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太仓发布）

长三角区域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可“跨省通办”

做“硬核”老人
把晚年变“玩年”

□本报见习记者 徐雪莲 金梦丹

谈起老年人的生活，大家的印象都是养花、喝茶、溜公

园、打麻将之类，但是有些老人却不走寻常路，做着很多连

年轻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如

今，老年人的生活已不再枯燥乏味，更多的老爷爷老奶奶

们懂得了如何用年轻的心态去享受晚年生活，当爷爷奶奶

们遇到抖音，画风就变了，他们把晚年变“玩年”，用行动证

明年龄只是数字，下面一起来认识下这些“硬核”老人吧！

太仓市老年骑游队于2009
年正式成立，成员平均年龄在
60岁以上，他们几乎每天都会
外出骑行。

65周岁的马伟兵是老年骑
游队的队长，身为骑行达人的
他每年骑行总里程都在5000
公里左右。

骑游队刚成立的时候，手
机导航还没有那么普及，出行
全靠提前做好的攻略和随身携
带的地图。每次长途骑行之

前，马伟兵便会做非常详细的
攻略。在他的带领下，骑游队
曾历时23天骑行2378公里抵
达哈尔滨，单程1800公里骑行
北京，环骑青海湖和海南岛等
地……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马伟
兵其实是一名癌症患者。但是
他不畏病痛，骑行时，他会穿上
帅气的队服，戴上闪亮的头
盔。通过骑行，他不仅提高了
身体素质，也越发自信了。

谁说台球是年轻人的专
利？老年人一样可以玩得很
溜。弯腰、架杆、瞄准、击球落
袋……年近7旬的马清伟玩斯
诺克台球已经20多年。现在，
他每天坚持在体育活动中心打
球，风雨无阻。

“斯诺克台球是一项时尚
高雅的运动，可以修身养性，既
动手又动脑，每次拿起球杆觉
得自己年轻了几十岁，精气神
立刻全来了。”马清伟介绍，最
初他是通过电视和书本自学
的。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的
球技不仅有了很大提升，身体
也变得越发硬朗，他还经常去
外地观看或者参加比赛，向一
些高手“取经”。

92岁的费洪奎，退休前在沙溪镇
政府工作，退休后的他依旧积极努力
地跟上时代潮流。在智能手机流行的
今天，费老已经熟练掌握了线上缴费、
微信聊天、刷短视频这些必备技能。
同时，他还会通过“学习强国”APP学
习一些历史、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

老人说，手机上有许多文章可以
看，很多不懂的事情在手机上搜一搜
就知道了。“活到老、学到老”成了费老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为他的晚年生
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年龄只是数字，并不限定某种心
态，只要心态还年轻，即使到了老年，
也依旧能活出光彩。愿所有的老人都

能健康平安，潮不潮不重要，开心快乐
最重要！紧随潮流“潮”气蓬勃

骑游抗癌 精神昂扬

坚持健身 老当益壮

智能时代 学而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