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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汪颖 朱伟倩

“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
情。记者日前了解到，为促进公共文化
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创新利用阵地服
务资源，市文广旅局聚焦惠民实效，主
动适应不同群体个性化需求，发布2024
年“我们身边的场馆”文化活动项目清
单，实现社教活动常态化开展，方便群
众更好享受优质文化生活。

关爱“青少年”，托起多彩“童年梦”

日前，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亲子共
读活动，依托馆内数字资源，帮助孩子
们深入了解春天的特点，感受春天的美
好，同时指导家长在家如何使用图书馆
资源，丰富儿童的闲暇时光。

此次活动，市图书馆精选绘本，通
过共读的方式带领孩子们探索春天的
奥秘。在共读过程中，孩子们仿佛置
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春天世界，感受
着春天的美好与温暖。除了共读绘
本，馆员老师还通过生动有趣的科普

视频，让孩子们对春天的气候特点、
植物生长、节气节日等知识有了更直
观的了解。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生有
更多精力参与到公共文化场馆活动中
来。我市以青少年精神文化需求为导
向，结合全民艺术普及、全民阅读、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等活动资源。据介绍，
2024年全市将开展 123项 515场“从小
爱场馆”文化活动。通过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点单”，公共文化场馆“接单”，
吸引广大青少年有组织地进入图文博
美等文化场馆。活动开展以来，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非遗伴我成
长”和“白蛇传传说”绘本课程、京口文
化艺术中心的“文化进校园”、扬中博物
馆的“田野少年研学实践”等活动最受
青少年儿童的喜爱，成为学校幼儿园

“点单”最多的服务项目。

关注“老年人”，描绘最美“夕阳红”

不久前，由市文广旅局、市民政局、
市老龄协会主办，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与市老年书画协会承办的“翰墨颂祖

国 丹青绘盛世——老年书画作品展”
在焦山书画院举行。展览甄选了市老
年书画协会会员 200幅书法、绘画作品
进行展出，充分展现了广大离退休同
志勤奋学习、励志进取的精神。他们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祖国美丽富饶的河
山和文明和谐的书香社会；展现家乡
的沧桑巨变和加速跑的奋斗场景；以
臻善臻美的书画作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艺术家始终为了人民”
的价值取向。

据了解，由市文广旅局组织，各级
公共文化场馆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
结合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与市老龄委
统筹谋划，结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
求，有普及智能生活开展的“e路晚霞”
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活动，有丰富艺
术文化生活开展的“老年艺术大学”活
动，还有满足多样性文化需求开展的
阅读交流会、戏曲赏析、专题讲座等活
动，2024 年，全市将开展 83 项 390 场

“文化伴夕阳”文化活动，让广大老年
人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用文化“陪伴”
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关心“特殊群体”，点亮温暖“幸福路”

日前，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
馆承办的葫芦丝春季公益培训班在市
特教中心开课。活动现场，由市文化馆

业务骨干组成的文化志愿者们表演了
民乐合奏《青城山下白素贞》、葫芦丝合
奏《月光下的凤尾竹》，精彩的演出赢
得孩子们的阵阵掌声。随后，市文化
馆业务干部对这群特殊的孩子进行

“手把手”葫芦丝演奏教学，在老师的
悉心指导下，孩子们表现出对艺术的
热爱、对学习的热情，脸上洋溢着喜悦
的笑容。

据介绍，这项公益培训于 2023年 5
月正式启动，以“与爱同行‘艺’心筑
梦”为主题，旨在关注残障儿童群体，
截至目前服务人次已近千人次。这项
活动是市文化馆在公益性、均等性、常
态化要求的基础上自主创立的公益性
品牌服务项目，是市文化馆精心打造
的群众文化活动的又一张名片，旨在
用艺术去关爱特殊群体、残障儿童。

为了让文化艺术成为特殊群体表
达自我、实现自我的重要载体。市文广
旅局从标准化、特色化、数字化、社会化
四个维度入手，覆盖艺术表演、非遗体
验、书画教学、绘本阅读等类型。2024
年，全市将开展 40项 82场针对特殊群
体的文化活动。

接下来，市文广旅局将继续打磨
“我们身边的场馆”文化品牌，提供更有
效率、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公共文化服务，切实增强公共文化“获
得感”。

本报记者 俞佳融 冯曙光 本报通讯员 丁长华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春耕的关键时刻，金
融的春雨如约而至，滋润着希望的田野。丹徒区宝堰镇
益农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包和虎感慨道：“在最需要
的时候，农行及时发放了250万元贷款，我们得以及时购
买农资，确保了春耕的顺利进行。”这正是我市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金穗行动”的生动写照。

2023年我市制定出台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金穗行
动”，以健全金融体系、加大金融供给、推动改革创新、强
化保障能力等举措，将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三农”发展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数据显示，我市涉农贷款余额持
续增长，2021年-2023年，涉农贷款增幅均高于各项贷款
增速，占全部贷款比重达37.6%，彰显出我市对“三农”领
域金融支持的力度和决心。

加大金融供给，滴灌“三农”沃土

在“金融行动”的指引下，我市金融系统积极作为，
以农为本，加快推进支付便农、信用惠农、服务利农，努
力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如今，在丹徒
区谷阳镇湖马村，能方便查看到即将到账的补贴信息。

“这一平台的运用，是5G和智能终端技术在提升农村公
共服务与数字化治理能力方面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效
提升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镇江农
商银行辛丰支行客户经理钱姝浩介绍。

此外，我市还致力于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已建成有
效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786个，实现银行网点行政村全
覆盖。其中，25个服务点在全国率先实现公交卡充值、
农资购买实名认证功能，22个服务点在全省率先上线涉
农补贴公示平台，切实解决了农民基础支付服务不便的
问题。

支持重点领域，助力春耕备耕

在春耕备耕的关键时刻，“金穗行动”指导金融机构
深入了解农户的种养殖规模以及资金需求，精准提供贷
款支持和全面的金融服务。

周爱华是丹阳市一位家庭农场经营者，今年年初，
他通过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的“邮农E贷”产品，成功获
得30万元贷款，及时解决了备耕资金问题。“2023年末新
增流转了50亩耕地，但年初发现手头流动资金不足了。”
周爱华说。正当他考虑是否减少播种面积时，邮储银行
镇江市分行乡村振兴工作专班工作人员上门来了解情
况，便通过“邮农E贷”线上产品，现场给周爱华发放了
30万元贷款，助其解决了资金需求，确保了粮食的及时
播种。

与此同时，“金穗行动”还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围
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流通收储加工等全产业链
加大信贷投入。2023 年我市各银行投放的“三夏”信
贷资金达 10.88亿元，有力支持粮食种植工作。

（下转2版）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312国道宁镇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加速推进
3月15日，312国道宁镇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句容4标SUP-25沥青下面层主线试验段顺利铺设完成，标志着项目

全线主线沥青面层施工即将迎来施工高潮。 谢峰 陆晓霖 黄帅 摄影报道

本报讯（杨荣庆 栾继业）阳春三
月，春暖花开。近日，京口区特殊教育
中心党支部与正东路街道酒海街社
区、市第五人民医院联合开展了“校社
医家文明实践融合行动”。活动中，特
教中心的党员教师对残疾人朋友们开
展了手工结绳编织技艺培训，特殊儿
童在参与奉献爱心的过程中也获得了
自信与成就感，文明之风吹遍了校园
的每个角落。

据了解，京口特教中心 27 名教
师中有 22 名女教师，她们作为学校

探索发展的绝对主力，不断提升着
区域特殊教育的水平，贡献着不凡
的力量。

在 强 抓 师 德 牢 固 树 立 为 特 殊
孩 子 的 发 展 理 念 中 展 现 巾 帼 担
当。京口特教中心的女教师们始
终心系特殊儿童，服务残疾孩子及
其家庭，用真心见真情。王美老师
从事特教工作已 32 年，对待特殊
孩子充满爱心，师生情浓，和孩子
们一起乐玩、趣玩、享玩，2023 年被
评为镇江市优秀德育工作者。干

一岗爱一岗的梁蕊红老师热情不
减 ，从 普 校 转 到 特 殊 学 校 的 8 年
来，不断努力提高从事特殊教育的
业务能力，从一名“新手小白”成长
为特教能手，2023 年还被评为镇江
市优秀班主任。

在师能提升中展现巾帼风采，
在因材施教中展现巾帼智慧。近年
来，京口特教中心动人的教育诗篇，
离不开每一位女教师的努力与拼
搏。教导处的王娟、朱洁然两位老
师是大学同学，从教 14年来，她俩齐
头并进，一路收获。王娟老师 2022
年获省微课大赛一等奖，2023 年在
全市教师节大会上作《点亮微光，与
你同行》“我的教育故事”分享；

（下转2版）

京口区特教中心：

党建引领贡献特殊教育巾帼力量

本报记者 胡建伟
本报通讯员 陈瑶 周再兴

近日，“柔美的花 无畏的狮子——
宋庆龄 88年个人史图片展”在茅山新
四军纪念馆专题展厅开展，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参观。

茅山是全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之
一，红色资源丰富。近年来，茅山风景区高
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加强革命
遗址存真和保护，推出红色研学线路，传承

“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点燃“红色引
擎”——“镇江茅山红色二日游”线路入选
首届十大长三角红色文化线路，“烽火家
书·铁军信仰”现场教学入选全省干部教育
培训精品课程，“铁军东进战地 苏南抗日
堡垒”红色主题教育示范区入选省文旅消
费创新案例，磨盘山抗战遗址群保护利用
项目被评为“镇江市第一批文物活化利用
优秀案例”。如今，茅山红色旅游如火如
荼，全年接待游客120余万人次。

加强资源保护，守好红色“家底”。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
合理利用”的要求，在红色资源“建”

“管”“用”上下功夫、出实招，将红色遗
址保护工作纳入重点工作。对新四军
医疗所、新四军修械所、新四军井、新四
军水坝、许维新烈士故居等抗战遗址进
行修缮保护，对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红
色景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红色资源调查，挖掘资源“富矿”。
收集整理茅山抗战故事、烈士名录、诗

歌、散文等 234 篇，收集图片、文物照
600多张；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
和研究工作，对新四军在茅山的抗日活
动，新四军一支队和二支队地下交通站
进行勘察和研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所形成的文化遗迹的挖掘工作。加
强资金保障，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每年投入不少于 200
万，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保驾护航”。

用活红色资源，打响红色品牌。串
联点位，打造以茅山“铁军营”党性教育
基地为主体、多个培训点位为延伸的多
元化培训教育架构，开设“新四军军工历
史陈列”“新四军卫生工作史陈列”；组建

“红色智库”，开发沉浸式课程，编排快板
《小号手王喜顺》、情景剧《抗日英雄巫恒
通》、音诗画《最可爱的人》、实境演艺《播
火者——李大钊和女儿李星华穿越时空
的对话》等，把新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下的成果编排成剧目，同时推出“红色+
农时”“红色+国学”“红色+考古”等红色
精品研学线路，打响红色研学品牌；深度
挖掘茅山红色事件与人物事迹，收集整
理茅山抗战故事，汇编成红色故事；以鲜
活教材讲好红色故事，开展红色故事宣
讲活动，架起观众和红色文化的桥梁。

下一步，茅山风景区将在保护利用
上求实，在融合发展上创新，在品质提
升上发力，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培训、
文创融合发展，讲好茅山红色故事，打
好红色资源“组合拳”，让红色资源成为
茅山闪亮“名片”。

本报讯（杜广晨 方良龙）随着景观
绿化工程各个分项陆续展开，最近行经
朱方路的市民发现，正在建设中的朱方
路越来越有看头了。3月 14日，记者从
朱方路(北府路-中山北路段)道路改造
工程项目部了解到，整个工程最迟 5月
份将全部结束。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铺装灰蓝色透
水混凝土的人行道看起来十分平整美观，
沿线树池中投放了大块黄色鹅卵石。北
侧人行道上，多个花池已砌筑完成，多名
施工人员正在砌筑景观节点树池，部分施
工人员在慢车道进行雨污井清理、路牙调
整等工作。道路工程施工单位项目副经
理唐伍介绍，目前除了人行道盲道施工、
部分雨污水工程整改，他们承担的工程基
本结束，预计3月底将接受验收。

节点北府路朱方路交叉口交通岛绿化
景观工程去年底已完工。记者看到，交通
岛内部主要分为三块，沿朱方路一侧和沿
润州路一侧绿化带，栽植高大乔木榉树，下
层以草坪为主。核心三角绿岛内以祥云图
案为底，采用白砂岩、景石、丛生造型树结
合造景，形成一处自然的林下空间。

在交通岛对面福帝门宾馆一侧人行
道已补植行道树香樟，朱方路润康城段
行道树香樟栽植正在进行中。记者了解
到，此前南侧人行道行道树栽植，由于未
避让早高峰，被勒令暂停作业，并按合同
进行处罚。此后，由于行道树规格未达
到2.5米，已栽植的香樟被拔除全部作退
场处理，工程质量监管严格可见一斑。

朱方路沿线的供电箱全部作了彩绘
处理，如同一幅幅水墨山水画。来自湖南
娄底的农民画家罗海春寥寥几笔，就勾勒
出一抹黛青、几重远山，营造了若隐若现、
亦梦亦幻的意境。 （下转2版）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火
热
进
行
中

朱
方
路
改
造
工
程

预
计
五
月
份
可
完
工

广告广告

创新性利用资源 常态化开展服务

聚焦三群体，让群众文化更有温度

党旗党旗““ ””红红 一线建功一线建功

茅山风景区：

加强保护利用，让红色资源成为闪亮“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