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厢镇移风易俗树新风

文明新风润泽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肖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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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胜黄永胜 >>>>>>

文 明 校 园

双凤镇，作为中国民间艺术（龙狮）之
乡，龙狮文化源远流长。每当重大节庆活
动来临，龙狮舞总能将节日氛围推向高
潮。龙腾狮吼、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在
这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背后，总有人背
负着传承龙狮文化的使命默默前行。

“提起精气神，拿出气势来。”“你们看
看我是怎么舞的。”记者前来拜访时，舞龙
舞狮教练黄永胜正在给明德高中的学生们
上课。10多名学生组成的“小飞龙”跟随

“龙珠”，不断变换姿态，时而腾跃冲飞，时
而入海破浪；另一侧，4名学生组成的两只

“小狮子”正在练习搔痒、抖毛等动作，操场
上一派欢腾景象。

双凤龙狮舞不仅兼收了南狮北狮所
长，还融合了舞龙舞狮特点，独具地方特
色。“既有钻穴、搔痒等文狮动作，刻画狮子
的温顺、喜耍神态；又有蹬坛、上桩、腾云、
采青、滚跳板等高难惊险的武狮动作，淋漓
尽致地展现狮子的勇猛性格。”黄永胜说，
舞龙也同样精彩，分为“龙出宫”“龙钻塔”

“龙打滚”“龙脱壳”等不同舞法。
走进黄永胜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了他

的“老伙计”——色彩斑斓、制作精美的龙

狮。“我是1999年左右开始接触龙狮舞的，
当时特意去了南京拜师学习。”他回忆说，
自己越学越沉醉其中，后来干脆专职从事
龙狮舞表演和教学。

与龙狮相伴共舞二十余载，黄永胜参
与并指导了多场大型龙狮舞表演。眼下，
他正把自己的技艺和“绝活”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下一代“小龙狮”。“以前父辈传承技艺
时，都会嘱咐不要外传，但现在早就没有这
个说法了。”他抚摸着“龙身”说，“所有招式
我都烂熟于心，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跳不动
了，但龙狮舞的传承绝对不能停下来。”

近些年，黄永胜总会定期去双凤中学、
沙溪高中、新湖小学等中小学校给学生们
上课。让他欣慰的是，许多学生会主动向
他学习请教，龙狮舞课程受到了广泛欢
迎。去年，他指导的双凤镇新湖小学龙狮
队还获得了苏州市第二届青少年舞龙舞狮
锦标赛的3项大奖。

“看到这群孩子完成腾跃翻滚等高难
度动作，我都会默默拍手叫好。”每当提起
学生们的表现，黄永胜总是满脸骄傲，“有
这群孩子在，我的‘老伙计’还能再舞上个
百年。”

本报讯（记者 沈雯）以诗歌为载体，鹿
河小学多年来积极推进诗育品牌建设，致力
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沐浴在诗香之中。近
日，该校被授予“江苏省楹联教育基地”称
号，为学校的诗育特色再添一张崭新名片。

在鹿河小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学生
自创的诗歌。学生们在日常的赏读中，创
作欲望被激发，争相成为校园小诗人。学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孩子们从‘读诗’到

‘写诗’，从‘学联’到‘创联’，传统文化的基
因在他们心中悄然生根。”据悉，学校还成
立了“小银杏诗社”，每周定期开课，特聘省

诗词协会会员龚道明等资深老师为辅导
员，开展格律诗和楹联的教学与创作。多
名师生在省市乃至全国比赛中屡获佳绩。

此外，学校将诗育拓展到全校各学段，
以年级为梯度，以班级为单位，积极营造班级
诗育文化。低中高年级分别以“诗趣盎然”

“诗情画意”“诗韵书香”为主题，将诗育文化活
动渗透到学校的读书节、艺术节中，开展丰富
多彩的诗韵书香系列活动。学生们在活动中
不仅得到了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深刻的
品格教育，将“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自2008年起，鹿河小学通过多年的探

索与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育文化。
2016年12月，中华诗词学会批准该校为

“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在文明校园创建过
程中，该校注重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以诗润童心，让学生沉浸在浓厚的诗
育文化氛围中，实现诗歌知识与审美情趣
共同提升。诗育文化不仅润泽了孩子们的
心灵，也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品位。

从“中华诗教先进单位”到“江苏省楹
联教育基地”，鹿河小学用多年的坚持证
明，诗歌不仅是平仄格律，更是照亮乡村教
育的一把火炬。

本报讯（记者 张丹璐）日前，
一场“弘扬沪剧文化、传承文明新
风”文化娱乐系列活动在浏河镇
东仓村举行。据了解，近年来，
东仓村以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
深挖村民文化需求，创新打造

“家门口”的文化课堂，让村民当
主角，秀出文明新风。

依托现有的各类功能活动
室，东仓村开设沪剧、太极拳、烘
焙、编织、广场舞、乒乓球等社团
活动，大力培育乡村文艺骨干。
在此基础上，东仓村成立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舞妈舞
爸志愿服务队、青禾社志愿服务
队等，常态化开展帮扶弱势群体
慰问活动。

“文化课堂的开设为我们打
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各项工
作的开展和宣传贯彻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东仓村工作人员表
示。为了倡导乡风文明，东仓村
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开展了一系
列传统节日活动，培养村民守望
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风尚。其
中，沪剧老师将村规民约改编为

“和美东仓谣”，让村民广泛传唱；
小品《小莉的婚事》号召全体村民
共同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围绕垃
圾分类内容编排的节目等，有效
地推动了文明乡风的塑造。

每年举办的“和美东仓农民
文化节”更成了村民们展示文化
成果的重要舞台。文艺汇演中的
所有节目均由村民们自行编排，
旗袍秀、舞蹈、沪剧等精彩纷呈的
表演不仅展现了村民的才艺和风
采，也推动文化服务从“送文化”
向“秀文化”转变，进一步营造“和
美东仓”文化氛围。

本报讯（记者 郭文锐）近日，娄东街道以文明城市
常态建设为契机，聚焦流动摊贩治理与民生需求平衡难
题，创新推出“城商协作”集市点，在华盛六园设置便民
摊位，既规范市容秩序，又保留城市烟火气，探索出一条

“民生服务+长效管理”的文明城市建设新路径。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环境，而周边居民买菜不

便、本地菜农销售无门等问题同样亟待解决。娄东街道转
变治理思路，变“驱赶”为“疏导”，在华盛六园周边设
立“城商协作”集市点，优先向华盛园小区、华盛六园、
华盛八园的本地拆迁户开放。符合条件的住户通过申请审
核后可免费入驻，既为本地农户拓宽增收渠道，又让居民
在家门口买到新鲜蔬果，实现“民生小事”与“城市治
理”的双赢。

为保障集市点有序运营，娄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引入“积分制”管理模式，对摊位
的卫生状况、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等定期考核，并将积分
结果与后续摊位使用权挂钩。通过动态监管与正向激励，
既激发摊主自主维护环境的积极性，又确保管理常态化、
精细化。自试点以来，已有19名菜农入驻，摊位整洁有
序，周边居民纷纷点赞：“现在买菜方便又放心，环境也
更清爽了。”

“城商协作”集市点的设立，是娄东街道推动文明城
市内涵式建设的缩影。今后，娄东街道将结合居民反馈，
优化点位布局与管理机制，并逐步推广经验，让“烟火
味”与“文明味”深度融合，打造更具温度、更可持续的
文明之城。

本报讯（记者 郭文锐）业余时间如何释放压力、学习生
活技能、培养兴趣爱好、结识好友？科教新城推出的文明实
践“星光课堂”给出了完美答案。自开办以来，该课堂受到
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成为居民业余生活的一大亮点。

夜幕降临，常丰社区居委会四楼的烘焙室里灯火通明、
热气腾腾。在烘焙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学员们专心致志地
制作着蛋黄酥。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准备，一个个成型的蛋
黄酥被送进了烤箱，学员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美味的出
炉。这不仅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更是居民交流互动、增进友
谊的绝佳机会。

文明实践“星光课堂”不仅限于烘焙课，茶艺、八段锦、
有氧健身操等课程同样精彩纷呈，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
选择。这些课程不仅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还提升了他
们的文化素养与身体素质。“在家门口就能学到这么多实用
的技能，真是太方便了。”学员高雅说道，“周末的时候，我还
可以用所学技能给家里人做一些甜品，这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希望科教新城文明实践‘星光课堂’可以一直办下
去，并且越办越好。”

科教新城充分利用工作日下班时间，精心设计了丰富
的文化课程与体育课程，今年更是特别推出了文明实践

“周末学堂”，促进社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常丰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孙闻雯表示：“接下来，我们会开展更多年轻人
喜欢的课程项目，比如AI编辑、手机摄影摄像等，希望
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文明实践‘星光课堂’中
来。”

文明实践“星光课堂”作为科教新城社区文明建设的重
要一环，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更是推动
社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后，科教新城将继续深
化文明实践“星光课堂”的内涵与外延，为居民提供更加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体验。

“城商协作”集市点
让“烟火味”与“文明味”并存

“星光课堂”点亮居民夜生活
科教新城 >>>

让民间艺术在年轻一代中舞动
□本报记者 宋沐恩

鹿河小学 >>>

诗育文化照亮乡村教育之路
东仓村 >>>

“文化课堂”
秀出文明精气神

不久前，城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
办了“弘扬美德传家风 移风易俗树新风”
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活动中，“中国
好人”、城厢镇万丰村村民王耀宏孝老爱亲
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人员。大家纷纷
表示，将从身边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传承
和弘扬美德。

近年来，城厢镇不断深化乡风文明建
设，通过多种措施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
正气，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阵地+队伍”共建共
育，涵养文明乡风

楼道是居民公共生活的“最小单元”，
现下，城厢镇共有156个楼道入选“太仓市
文明楼道”、2个楼道入选“苏州市级文明
示范楼道”，成为文明新风的“暖心驿站”。
城厢镇胜泾社区根据太仓市“太风尚10

条”新规要求，建立了“泾”喜共享小站，进
一步推动文明新风进万家。

城厢镇还组建了多支移风易俗志愿服
务队，包括“Y起文明”社团、“文明帮帮团”
等，将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今年，电站
村培育组建了“喜事帮”志愿服务队，倡导婚
事新办、喜事简办的良好风尚。

■“约束+激励”双管齐
下，彰显文明风尚

为更好地推进移风易俗，城厢镇引导
各村将移风易俗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成立
红白理事会，并签订移风易俗倡议书。电
站村通过村民投票评选，在喜事会所推出

“移风易俗家宴十碗”A、B菜单，为村民提
供更多“文明选择”。

同时，城厢镇坚持以村民为导向，激活
小区治理。东林村制定了小区管理“十不

规范”，并升级为“十美十要”，通过奖励机
制鼓励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线上+线下”同步驱
动，弘扬文明新风

城厢镇通过文艺演出和各类活动，推
动移风易俗落地生根。从“厉行节约”到

“闲物新生”，从City Walk到“乡风文明会
客厅”，一系列活动让村民记得住、有感触、
肯实践。

此外，城厢镇还巧用新媒体，以短视
频、微视频等形式传播移风易俗理念。移
风易俗宣传短片《找回红包的“初心”》
让红包成为传播文明新风尚的使者；《村
里来了金“归”婿》等文明微短剧，展示
了乡村文旅发展新动态和移风易俗新成
果。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