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8日，记者在市文化馆看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代表性传承人袁光华正在对表演者们进行培训指导，

迎接长三角滚灯艺术节的到来。作为这次活动的东道主，太仓积极准备。

滚灯被称为“百灯之首”，是力与技、刚与柔的统一，在长三角地区的祭祀、节庆、庙会等民间活动中，滚灯都是打头

阵的节目。近年来，像滚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太仓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在丰富群众生活的同时，也让文化

瑰宝得以大放异彩。然而，坚守不易，创新更难，我市如何做好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又面临哪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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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镇胜利村村民询问：德溪路修到孔
泾河就停工了，成了“断头路”，村民通行有
所不便，孔泾河到胜利中心路这一段大约什
么时候恢复施工？

沙溪镇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已经停工的
德溪路东延项目正在完善用地手续，材料正
在报送审批中，预计今年12月可以完善手
续，待完善手续后建设部门将复工建设。

这条“断头路”何时恢复施工？

城厢镇世外桃园小区居民询问：世外桃
园小区路面破损、照明不全，能否进行修理，
或纳入民生实事项目？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小区内路灯已于
2020年进行了更新改造，之前因台风刮倒
损坏的路灯已重新安装；与上级相关部门沟
通后，小区目前暂无整体改造计划。

小区道路、路灯能否修理？

城厢镇南园新村、梅园新村等小区居民
询问：家里的小朋友到了入托年龄，可在哪
个幼儿园上早托班？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2025年秋季
学期，城厢镇幼教中心计划在下辖2~3所幼
儿园开设托班，具体开托园所、班级数等将
统筹施教区入托幼儿需求以及园所实际情
况而定。建议于2025年5月底至6月初，关
注“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微信公众号，了
解相关情况。

孩子能上哪个幼儿园托班？

有市民反映：城厢镇永丰村通往上海嘉
定的南沼丰路，虽非主干道，但行驶的机动
车、非机动车较多，路上没有路灯，有一定安
全隐患，能否安装路灯？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目前，这一路段
正在进行大中修及路面黑色化施工，等到
该工程结束后，将与市交运局等部门沟通，
结合道路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路灯等相关配
套。

这条路能否安装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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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反映：位于东仓南路西、惠阳路
北的鼎成饭店停车场，收费标准明显高于一
般停车场，其收费合规吗？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复：鼎成饭店停车
泊位在私人红线范围内，停车场符合设置规
范，经营者具有停车管理服务的资格。根据
《太仓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
则》（太政规〔2021〕3号），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以及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场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停车场经营者依据
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制定。停
车场已在泊位对面路灯杆、饭店墙壁及泊位
锥桶处分别设有收费告示。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回复：经现场核
实，鼎成饭店停车场证照齐全，收费价格公
示，未发现违法行为。

这个停车场收费合规吗？

广告

□□本报记者 陆媛

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非
遗或许能够不仅仅依托人存在，而
是以数字为载体来记录和呈现。我
市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迈出了坚
实步伐，总体思路清晰明确：对现有
非遗项目进行细致梳理，并根据项
目特性分类施策，实施精准保护。
这一做法已成为当前非遗信息采集
与保存的主流模式，相较于传统的
文字和图片记录，数字化手段更能
全方位、立体地展现非遗项目的现
状。

截至目前，我市已成功完成江

南丝竹、滚灯、太仓肉松、双凤山
歌、唐调（苏州吟诵）、红木雕刻、妈
祖拜祭仪式这些非遗项目的数字
化工作，累计图文视频资料容量
160G。除了新采集的数字内容，
我市还将之前编撰出版的《太仓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等
非遗相关书籍，《太仓非遗》系列
电视专题片等，全部纳入了数字
化保护范畴，建立了庞大的非遗
大数据库。同时，双凤龙狮制作
等多个项目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正
在验收中。

在推进数字化保护的同时，我
市还注重多媒体企划的同步发展，
力求通过生动有趣的载体，让非遗
内容得到更好的传播。例如，《画说
非遗》画册就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它
以艺术化的形式展现了那些历史底
蕴深厚但难以直观呈现的非遗项
目，如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节庆民
俗、时令美食等。对于具有较强镜
头表现力的传统手工技艺项目，如
竹编、红木雕刻等，则进行相关宣传
片的制作，激发更多人对非遗的兴
趣与传承意识。

近期，随着气温下降，室内外的温
差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
期。近期，急诊科医生经常遇到这样
的病例：在温暖的饭店用餐完毕，外
出吸烟时，突然心脏骤停；和朋友在
畅饮之后去洗桑拿或泡温泉，突然心
梗……

近年来，心梗的发病人群正不知不
觉“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心
梗的“候选名单”。

2024年10月，中国疾控中心吴静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在《中国循环杂
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其结果显示：
2015~2019年间，我国城市地区，中青
年男性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率上升。相

比2015年，2019年城市35~44岁男性
和45~54岁男性中急性心梗发病率分
别升高了77.16%和26.36%。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杨跃进
教授及其团队，对来自全国31个省市
的109家医院的1.4万名患者进行了分
析研究。其结果指出，在识别心梗发作
的症状以及心梗的诱因时，需注意“男
女有别”。

■心梗发作症状
1. 男性急性心梗发作：症状很明

确，主要是持续胸痛（67%）和大汗
（70%）。

2.女性急性心梗发作：主要是放射
痛、后背痛、恶心呕吐多，胸痛和大汗相

对少见，有时“自己都说不清楚”。
■心梗的诱因
1.男性心梗多因“烟酒”或“娱乐”：

研究调查中，有15.4%的男性心梗发作
是因为过度不良生活方式，这里的过度
是指与平时相比饮食过量、高脂饮食、
大量吸烟、大量饮酒和夜间过度娱乐
等。

2.女性心梗多因“情绪”或“压力”：
女性发生心梗更多则是因为情绪激动
或心理压力过大。研究发现，女性有
14.4%因为精神压力大诱发心梗，而男
性不到10%。

此外，男性和女性因劳累而诱发
心梗的比例均较高，分别占到45%以

上。
■牢记“两个120”
1. 第一个“120”是要及时拨打

“120”电话。
如胸痛等症状持续15分钟仍没有

缓解，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
2.第二个“120”是指心梗救治要争

取黄金120分钟。
并不是说超过120分钟就没有救

治的意义了，而是指如能在黄金120分
钟内送医救治，可有效缩小心肌梗死范
围，大大降低心梗的病死率和致残率。
越早进行溶栓、支架等灌注治疗，患者
后期生活质量就会越高。

（来源：苏州疾控）

心梗不是“老年病”出现这些症状千万要当“心”

需坚守更需与时俱进 需情怀更需人才技术

让非遗“活下来”“火出圈”“深扎根”

说到我市的非遗，江南丝竹是绕不
开的话题。自2006年江南丝竹被国务
院正式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以来，太仓在江南丝竹的
传承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刚
刚结束的江南丝竹演出季，吸引了江浙
沪地区众多江南丝竹团队前来参加，21
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为观众带来了视听
盛宴。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太仓市江南
丝竹协会会长高雪峰和几位同伴从
1992年开始，历经三年在太仓各个角
落辗转，搜集寻找江南丝竹曲谱和民间
艺人，为江南丝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奠定基础。高雪峰也见证了太仓
江南丝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2015
年，太仓五洋丝竹乐团代表太仓参加了
第三届海内外江南丝竹邀请赛，荣获金
奖第一名。太仓江南丝竹艳压群芳，得
到了世界的瞩目。”高雪峰说，“太仓五
洋丝竹乐团作为太仓水平最高的江南
丝竹乐队，连续18年获得企业的大力
支持，这也为太仓江南丝竹的发展提供
了有效助力。”

在我市关于江南丝竹的众多品牌
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南丝竹演
奏比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20届。
今年的参赛团队多达28支，且每支队
伍参与人员不得重复。这些团队交流
切磋技艺，共同推动江南丝竹的繁荣发
展。

目前，我市登记在册的江南丝竹演
出团队增加到了42支，演出中能够融
入自身理解、“死谱活奏”的表演者也越
来越多。这充分说明，太仓江南丝竹的
保护传承工作颇有成效，这门艺术也已
经逐渐发扬光大。

时隔3年发布非遗漆器作品的
李子柒又火爆全网，展现了制作漆
器工艺品的艰难。作为确山打铁花

“千年来第一个女传人”的江寻千在
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一个顶端的非
遗传承人都不能靠手艺来生活，谈
何让更多的人加入。这让大众在欣
赏精美的艺术品和绚丽的表演之
余，也开始关注非遗传承人的生存
现状。那么在太仓，非遗传承人过
得如何？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沙溪老街
的紫檀木雕店，见到了江苏省乡土
人才“三带”名人、苏州明式家具
（红木雕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
加忠。

店内朴素的展柜中，陈列着几
样价值不菲的作品，标牌上手写了
作品的日期、名称和所获奖项，这
些奖项几乎都是国家级的金奖。

陆加忠拿起一个明式风格的蝈
蝈笼，看似简单，然而在镂空的蝈蝈
笼中，却有一只栩栩如生的蝈蝈。
据他介绍，笼子的部分是用一整块
紫檀雕刻而成的，里面的蝈蝈不是
雕好再放进去的，而是直接和笼子
一起雕刻成型，可见技艺之高超。
该作品获得第七届“苏艺杯”工艺美
术大赛金奖。

然而，在陆加忠44年的木雕生
涯中，却只培养了徒弟5人，其中一
人还是他的女儿。他们有的在家
具厂从事雕刻工作，但面临着下岗
的风险；有的则选择将木雕作为业
余爱好，难以在技艺上有所突破。
对木雕有着浓厚兴趣的人很多，但
由于经济压力和就业前景的不确
定性，他们很难将木雕作为终身职
业。另外，由于学习木雕技艺需要
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高门槛也劝
退了不少人。

但也有例外。陆加忠的新徒弟
蔡思一是某大学雕塑系的学生，机缘
巧合下拜陆加忠为师。蔡思一对今
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有比较成熟的
规划，他一边在校学习理论和实操，一

边在陆加忠这里精进学艺。毕业后，
他打算去意大利继续深造，将来与公
司合作，制作高端手工木雕艺术品。

“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端
产品，才是我们这一行的出路。这
门技艺要是在我手里断了，实在太
可惜。我的小徒弟天分很高，希望
他能坚持下去。”陆加忠表示。

木雕这类传统手工艺文化，市
场需求一直不断缩小，技艺再好，如
果不能做到高端、知名，酒香也怕巷
子深。目前，我市已经成功申报的
非遗项目有约70个，然而有些非遗
项目却一直未能找到传承人，非遗
手艺人的生存现状也并不乐观。在
现代化的浪潮中，这些人需要更多
的关注和支持。

悠扬丝竹声
传遍长三角

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与寂寞

数字化技术创新保护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