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明 家 庭

本报讯（记者 张丹璐）在浏河镇
新塘村，提起谢忠良，街坊邻里无不
交口称赞。66岁的谢忠良在乡村医生
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了40多
个年头。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师，他
始终是村民们最信赖的“健康守门
人”。

20世纪80年代初，刚背起药箱的
谢忠良面对的是缺医少药的乡村医疗
环境。乡村医生需要为整个村的百姓
服务，遇到的病症多种多样，想要当好
一名乡村医生，需要掌握全面的综合知
识。从常见病诊疗到急症处置，从中医
针灸到儿童保健，谢忠良逐渐成为村民
口中的“百科全书”。

随着农村医疗水平不断改善，电
子病历系统、远程会诊平台等“新事
物”曾一度让这位老村医犯了难。为
适应信息化诊疗需求，他主动向年轻
村干部拜师学艺，从零开始学习软件
操作与键盘输入，逐步建立起村民慢
性病电子档案。如今，他已能熟练录
入健康信息。

现在，谢忠良依然坚守在诊室，用
实际行动织密城乡医疗服务的“末梢网
络”。每当村民因身体不适前来问诊，
他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基础检查——
听诊、测压、测血糖，用最朴素的医者仁
心守护村民健康。

在谢忠良的影响下，他的家人始
终坚持身教重于言传，将爱岗敬业的
职业精神和尊老爱幼的家风家训代代
相传。

守望乡邻四十载
当好“健康守门人”

谢忠良家庭 >>>

本报讯（记者 郭文锐）近日，陆渡街
道掀起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热
潮，多个村、社区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将文明理念深植居民心中。

在陆渡社区，“践行居民公约，‘约’
出文明新风尚”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居
民参与。30余位居民代表在志愿者的
带领下齐声诵读《陆渡社区居民公约》：

“保护绿化讲卫生，垃圾分类不乱扔；文
明公约共遵守，同心协力创和谐……”
志愿者结合生活实例解读条款：通过演
示宠物便便箱使用方法，倡导居民文明
养宠；引用详实数据，强调关闭水电煤

气的重要性。“公约不是口号，而是日常
行为的‘指南针’。”志愿者的讲解赢得
居民一致认同。

交流环节中，居民积极分享实践心
得。70岁的王爷爷主动清理楼道小广
告的事例引发共鸣：“每天顺手清理一
点，公共环境变好了，大家住得更舒
心。”刘奶奶提议组建“养宠文明督导
队”，张伯伯则感叹：“公约让社区有了
行为规范，邻里关系更和谐。”这些朴实
的话语，展现了居民从“被动遵守”到

“主动践行”的转变。
东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

开展“移风易俗破陋习，文明风尚润人
心”活动。小桥村聚焦青少年群体举办

“移风易俗树新风，争做文明好少年”主
题宣讲。通过对比“旧俗”与“新约”，志
愿者引导青少年辨析不良习俗。结合
学习“太风尚10条”和“太仓文明365”
市民文明公约，年轻一代对文明规范有
了更清晰的认知。

系列宣传活动提升了居民对移风易
俗的认同感，更激发了居民参与文明建设
的主动性。陆渡街道将持续创新宣传形
式，推动文明新风尚从社区向全社会延
伸，让崇德向善成为新时代的鲜明底色。

本报讯（记者 沈雯）日前，在
2024~2025年度苏州市“市长杯”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中，我市牌楼小
学女子足球队以“农村小学黑马”之姿
惊艳赛场，不仅刷新了学校参赛历史最
佳战绩，更用顽强拼搏的精神诠释了

“足球育人”的深刻内涵。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牌楼小学将足球纳入校本课程体
系，确保每名学生都能常态化参与足球

运动。学校组建了校级女子足球队和
三支梯队，构建起完善的青训体系。在
师资配置上，既发挥本校体育教师专
长，又聘请专业教练开展系统训练。同
时，通过“校长杯”校园足球联赛、足球
文化节等品牌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足
球氛围。

在深耕足球特色的同时，牌楼小学
积极探索“五育融合”的创新实践：将舞
蹈、绘画、书法融入美育课程；打造“麋

溪农耕园”劳动教育基地，构建开放型
劳动教育体系；开发楹联文化等乡土课
程。这种“家校政社”协同育人的模式，
使学校先后获评“太仓市文明校园”“优
秀家长学校”等荣誉称号。

今后，牌楼小学将继续深挖地域资
源，以“文化底蕴+乡土情怀+育人功力”
为特色，通过多元课程体系赋能学生全
面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特
色品牌。

文 明 校 园

强体润心 护航学生向阳生长
牌楼小学 >>>

践行居民公约“约”出文明新风尚

文 明 村 镇

不久前，城厢镇电站村文明实践创新
思路，用一条4.3公里的健身步道将“桃花
岛”等文旅景点和“国防教育基地”等文明
实践阵地串联起来，形成边走边看边学的

“文明实践圈”；以“小楼道”撬动“大治
理”，东林村制定《睦邻楼道自治公约》，细
化“门前三包”“文明养宠”等 10 项行为规
范……

赋能乡风文明建设，城厢走出乡风文
明建设“新范式”。城厢镇作为我市金仓
田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责任单位之

一，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以文明
村建设为引领，通过“乡村连片组团+分中
心赋能”，走出乡风文明建设“新范式”。

围绕文明实践主线，城厢镇探索“文
明实践中央厨房”体系，推出“文明同行·
理论润心”活动，打通服务农村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跨越板块区域界线，充分整
合调度各类阵地、服务资源，形成涵盖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等主题的多条研学路线。同时，
城厢镇将行业资源串点成线，在电站村推

出“行走的文明实践圈”项目作示范，释放
行业部门资源优势。

打造文明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城厢镇
积极扩大文明宣传覆盖面。发动定制村
干、农业委培生成立“田园up主”自主运营
自媒体平台，发布《水美万丰 文明野餐》
《味稻东林 文明旅游》等系列短视频，展现
农村文明新场景；村民自创自演《村里来了
金“归”婿》《“老丈人”回来了》等3集文明
短剧，开拓线上推介新赛道。同时，城厢镇
推动“城乡文明 结对共建”挂钩联系，实现

人才、文化资源向农村流动，助力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在道德典型引领文明风尚等方
面畅通城乡文明融合发展的渠道。

此外，城厢镇因地制宜打造亮点，在
文明创建“点”上展特色。目前，电站村推
出“文明公社 睦邻小家”项目，“一楼一
特”打造23个不同主题的文明楼道；东林
村创新“二四六八十”工作法使村规民约
走向“十美十要”；万丰村率先试点开展

“宅基管家”工作，制定实施《宅前屋后人
居环境积分管理办法》。

走出乡风文明建设“新范式”
□本报记者 肖朋

城厢镇 >>> 春暖花开之际，不少青少
年会感到情绪低落、烦闷。青
少年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摆脱
伤春情绪：

1.接纳：允许自己暂时情
绪低落，可以看一部致郁系电
影或听悲伤音乐。抱一抱自
己，用意念从头到脚扫描自己
的身体，感知身体各个部位，
不评价地接纳自己。

2.适度运动：散步、跳绳
或跟跳健身操，通过运动促进
体内啡肽分泌，让身体先“轻
快”起来。

3.给情绪寻找“树洞”：写

日记、录语音或找人聊天，说
出自己当下的感受，压抑感会
减轻。

4.重建“秩序感”：按时吃
饭、整理书桌、定点睡觉，按个
人习惯保持正常生活节奏。

5.指尖创造疗愈感：拼乐
高、涂秘密花园、做手工……
专注当下的小创造，重建对生
活的掌控感。

若两周以上持续失眠、厌
食、有自伤倾向，请立即寻求
专业人士帮助。

（太仓市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指导中心 马俊峰）

未成年人心理热线：53536161

为“伤春”情绪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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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快告诉小陶老师，遇到游戏
代练诈骗怎么办？”日前，在市实验小学操
场上，一群身穿“小警察”制服的孩子们围
成圆圈，站在中央的女民警举起一张画满
问号的卡片，笑盈盈地问道。这位亲切的

“小陶老师”，正是太仓市公安局城中派出
所勤务指挥室民警陶桉柠。参加公安工
作刚满3年的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
派出所关爱工作站成员、最受辖区孩子们
欢迎的“警察老师”。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陶桉柠，今年29
岁，在踏入公安队伍之前，曾是一名幼

儿园教师。5年的从教时光，不仅赋予
了她一颗童心，更让她在与孩子们的朝
夕相处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教育经
验。

“许多家庭矛盾和校园纠纷背后都隐
藏着孩子深层次的心理问题。”陶桉柠说，
3年的基层公安工作让她认识到，只有从
孩子心理根源上着手，才能减少这类现象
的发生。那么，能否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
结合公安工作实践，做一些尝试？从教经
历告诉陶桉柠，传统说教方式往往难以引
起孩子的共鸣，所以，她再次拿出了“看家

本领”——为孩子们定制安全宣防游戏，
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

在反诈飞行棋里破解“免费皮肤”陷
阱，在“校园隐患 侦探赛”中实地测绘校
园隐患点，用 AED 训练机唱出自编心肺
复苏儿歌，向“解忧树洞机”匿名投递自
己的烦恼……这些充满童趣的“游戏方
案”，以“游戏破冰 + 系统护航”的创新模
式，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在陶桉
柠的带领下，一些佩戴着徽章的小小身
影，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课间，孩子
们是认真巡查消防通道的“安全特工

队”；放学时，孩子们是举着笑脸牌的“交
通指挥官”。

3年来，“小陶老师”累计授课72 次，
覆盖学生8100余人，精准帮扶15人次，
涉校矛盾纠纷警情同比下降 42%，校园
反诈知识知晓率提升至95%。陶桉柠告
诉记者：“怀着童心，将心比心，我希望让
孩子们感到被爱、被保护，这样他们才能
有足够的信心去探索世界。”陶桉柠用自
己的行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文明
的种子，让稚嫩的文明之花在校园里绚丽
绽放。

本报讯（记者 肖朋 文/
图）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期间，市司法局联合
多部门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20余家单位
通过设置宣传展台、发放普法
资料、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
向市民普及《国家安全法》
《反有组织犯罪法》《保密法》
等法律法规，切实增强市民
国家安全意识和法治素养。

法治护航文明，实践彰
显担当。市司法局始终将法
治建设与文明城市建设深度
融合，开展“千村万企、千家
万户”专项普法行动。组织
律师、“法律明白人”、调解员
等专业力量深入基层，通过
法治讲座、“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送法进社区等多元
形式，推动形成全民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立足长效治理，市司法
局建立“路长制”工作机制，
为新入驻商户开展普法宣
传，同步优化市容环境和交
通秩序。重点打造“太仓市
掌上12348”线上法律服务平
台，强化法律服务窗口建设，
持续提升市民法治素养和城
市文明品质。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更
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领
作用，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
治力量，在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夯实文明城市建
设工程上贡献力量。

普法惠民润民心普法惠民润民心
法治赋能文明城法治赋能文明城

文 明 单 位

本报讯（记者 陆媛）阅
读是城市文明的基石，市民
的阅读素养关系城市的精神
高度与文化厚度。日前，记
者从市文体广旅局获悉，我
市培育了多个阅读品牌，大
大丰富市民的精神世界。

市图书馆的“好阅连节”
活动自2015年启动，经过十
年发展，已成为市民耳熟能
详的阅读活动。每逢春节、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市图书馆都会以
传统文化为根基，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
动，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礼仪、习俗等，让读者
沉浸式感受阅读与江南文
化的魅力。精彩纷呈的活
动增强了读者对公共阅读
场馆的黏性，全民阅读氛围
愈发浓厚。

据了解，目前，我市拥有
娄东大讲堂、雅言读书会、蜗

牛慢读、左手咖啡右手书等
多个阅读品牌，并且不断有
志愿者加入阅读推广志愿者
团队。他们在表演、讲解、摄
影、主持等岗位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活动的顺利进行
提供有力保障。

去年，市图书馆接待读
者约200.93万余人，借阅有
效证约54.5万余张，信用借
阅电子证15752张；新增馆藏
约4.4万册；馆内举办各类线
下活动 451场次，线上活动
102场次，联合乡镇分馆举办
线下活动258场，共有近36.8
万人参与。

今后，我市将继续以阅
读赋能城市发展，让公共文
化阵地成为文明传承的“孵
化器”、市民精神的“充电
站”，在书页翻动间书写更厚
重的文化篇章，为“江南文
化”品牌注入太仓特色的阅
读基因。

多样阅读品牌
滋养市民精神世界

市文体广旅局 >>>

□本报记者 宋沐恩 文/图

用童心守护校园文明用童心守护校园文明
陶桉柠陶桉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