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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公告

张桥安置小区何时开工

消防栓被埋地下，望处置

浏河镇居民来电询问，张桥小区安置房什么
时候开始建造？工期多久？

浏河镇工作人员回复：根据娄江新城规划，
拟建张桥小区（暂名）安置房位于张桥村集中居
住点以西、339省道以北。目前已启动规划范围
内动迁、土地规划调整、初步方案规划等工作，具
体开工时间需等土地规划调整到位后方能启动，
计划2023年开工建设。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为3
年。

双凤镇居民来电询问，一年前就听说迎春路
将南延至新红线，迎春路上还竖立了项目概况介
绍牌，但该项目至今没有动静，请问还建吗？

双凤镇工作人员回复：因项目前期存在的土
地流转等问题尚未全部解决而暂缓施工，镇建设
局与泥泾村一直在积极对接协调，争取早日进场
施工。

有市民来电反映，县府街的堰东桥边有一个
消防栓接口一半被埋在了地下，如果附近有火
情，可能影响救火时机，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处
置，保护好消防设施。

市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回复：经过消防大
队工作人员实地勘察，确认该处消防栓不影响使
用。

迎春路南延项目还建吗

2月14日，我市中小学春季学期
开学，商家抓住“开学经济”开展促销活
动，家长和孩子忙着采购书包文具、教
辅材料，为孩子新学期添置“装备”。

➡昨天，学生在超市文具专柜购买
心仪的文具。 记者计海新摄

⬆昨天，新华书店内有不少学生在
挑选教辅材料。 见习记者谢海涛摄

本报讯（记者 杨丹萍） 元宵节
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一直有“火树
银花合，星桥铁索开”的美景可赏，今
年元宵节，我市文化场馆和公园都准
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与你相
约太仓，共度元宵。

2月14日至16日每天晚上6时
30分到9时，在南园举行“光影南园
雅艺共赏”贺元宵、夜游园活动。今
年元宵佳节，南园用灯光为市民游客
打造了一个静谧、雅致的所在。快来
体验古人喝酒邀约，深夜游园，古典
园林夜晚的韵致吧！

2月 15日，由市图书馆主办的
“元”气满满，“盒”启生才图书馆漫
游灯谜会将在各个楼层开展。活动
期间，图书馆各阅览室门口闲置的

存包柜上会贴有灯谜，读者猜对灯
谜后至服务台获取开箱密码，即可
获得相对应的盲盒奖品。当天，一
场传统文化和非遗灯谜会将在市文
化馆举行，由市灯谜协会根据太仓
非遗、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等主题制
作灯谜。

元宵节当天，在江南丝竹馆将举
办 2022 江南丝竹庆元宵交流演奏
会，关注江南丝竹的保护和传承，在
做强基层文化空间特色的同时，为群
众提供优质的品牌文化服务。

除了热闹的线下活动，元宵节期
间，市文化馆、宋文治艺术馆太仓名
人馆的微信公众号也将同步推出闹
元宵、猜灯谜活动，大家可以拿起手
机参与活动。

本报讯（记者 阚亚方）日前，
浏河镇东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虎运当头团圆福”之元宵
节活动。

元宵佳节怎能少了汤圆。当
天，党员和小组长组成包汤圆小
分队，揉面、拌馅、搓汤圆……不
一会儿，汤圆就完工了。大家做
的汤圆中有几个红彤彤的“小灯
笼”和几个萌萌哒的“雪容融”。

青少年们则组成了DIY元宵
灯笼小分队，他们利用各种各样

的材料制作出一盏盏绣球灯笼。
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灯笼成型
时，大家都乐在心头喜在眉梢。
随后，孩子们将灯笼穿在线上，再
粘上灯谜，兴致勃勃地猜起了灯
谜。

当天，社区工作人员还将准
备好的精选谜语悬挂在社区活动
室内，灯谜内容涵盖党建知识、勤
廉文化、垃圾分类、动植物等方
面，大家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开
拓了思维、增长了见识。

社区迎元宵 包汤圆做花灯

本报讯（记者 高焕涛）冬奥会开幕以来，吉祥物“冰墩
墩”成了人见人爱的网红明星。日前，娄东街道景瑞社区
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巧手将轻粘土做成了可爱的“冰墩
墩”。

记者在景瑞社区看到，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制
作“冰墩墩”，桌子中间摆着各色轻粘土。指导老师金刚告诉
记者，他从网上买来了各色轻粘土，带领孩子们制作“冰墩
墩”“雪容融”。他自己第一次制作“冰墩墩”用了整整3个小
时。随着制作技术逐渐娴熟，如今他一个小时便可完成制
作。各种颜色的轻粘土在他和孩子们的手中揉捏，再用压泥
板、丸棒等工具塑形，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冰墩墩”就制作完
成了，惟妙惟肖。

金刚告诉记者，相对于买来的，自己制作的“冰墩墩”
“雪容融”是独一无二的。用轻粘土制作，在常温下会变
硬变轻，不会开裂，可以长久保存。而且在制作过程中，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与奥运精神非常
契合。

社区青少年
巧手制作黏土“冰墩墩”

在璜泾的南大门，水边花海之
地，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内传出笛
子、二胡、扬琴、琵琶、笙、阮等传统民
族乐器奏出的丝竹之声，《秋夕》等一
首首江南丝竹乐曲曲调悠扬婉转，韵
味十足。这里正是璜泾镇刚刚启用
的丝竹馆，馆内面积不大，但胜在环
境优美，兼具展示、排练、表演等诸多
功能，成为展示璜泾地方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生活、增添地方农旅色彩的
新窗口。

璜泾素有“江南丝竹第一镇”的
美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太仓力
争江南丝竹发源地，璜泾中心小学学
生民乐团应运而生。在民乐界泰斗
的支持帮助下，出自璜泾的学生民乐
团逐渐走出太仓，远赴世界各地表
演，成为民乐届的一朵奇葩。笛王陆

春龄更是为璜泾题词“少儿民乐的摇
篮”。在多年的努力下，“江南丝竹”
成为太仓的一张文化名片，而璜泾的
少儿民乐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
用。

如今，丝竹馆的建成启用，让更
多百姓接触江南丝竹这一文化瑰宝，
就是地方珍视传统文化的一种诠
释。在丝竹馆里排练的这支民乐队
伍中，有不少正是当年少儿民乐团的
首批学员。“当年，我们师从老一辈璜
泾本地的丝竹人，如今我们也成为民
乐传承人。”乐队的琵琶手王燕告诉
记者，业余时间她和很多队员在学校
里培养新一批少儿民乐团成员。

在璜泾镇荣文小学，放了寒假的
学校十分安静，但排练教室里十分热
闹，在孙老师的指挥下，20多名小学

生合奏一曲。笛子高音悠扬清远，低
音含蓄婉转；二胡弓法饱满柔和，力度
变化细腻；琵琶清脆，阮音浑厚……小
小民乐团里，常见的、不常见的乐器足
有5种，可谓“五脏俱全”，小小乐手们
手持乐器，优美的调子就这样流淌出
来……“目前，学校少儿民乐团成员超
过百名。”荣文小学副校长陈太香告诉
记者，组建少儿民乐团并不是民乐传
承的全部。去年，学校组建教师民乐
团，聘请璜泾民乐团成员授课，为民乐
进课堂积累师资力量。“要更广泛地普
及丝竹文化，教师是第一要素。”陈太
香表示，光靠“外援”来支撑上千学生
教学显然不够，因此由学校老师利用
课余时间“先学”，最终实现丝竹文化
进课堂的目标。

记者在学校看到，学校建成了丝

竹排练教室，配备专业的乐器，为丝
竹文化的普及奠定了硬件基础。“教
师民乐团已经成立了半年多，预计
2022 年上半学年即可实现课堂普
及，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了解江南丝竹
文化。”陈太香说，未来在璜泾，江南
丝竹不再“曲高和寡”，而是人人能欣
赏、懂演奏，地方文化的底蕴将更加
深厚。

璜泾镇文体站工作人员表示，对
于江南丝竹，璜泾不仅致力于传承，
也在创新。从创编新曲到创新演奏
方式，再到更新演出服饰、增加表现
力，璜泾丝竹注重演出的艺术形象和
现场感受，为的是让江南丝竹以更优
雅的姿态呈现在百姓面前，让文化走
进生活、走近百姓，让传统焕发新的
活力。

丝竹馆里曲声悠扬
璜泾致力于江南丝竹的传承和创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张瑜

新学期添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