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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一策”微关爱
童心相伴共成长

本报讯（谢越 记者 张驰川）“在近
代史馆里，我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上没有
的知识。”小宁（化名）指着镇江博物馆里
的史料，开心地告诉社工曹顺芳。近日，
丹徒区妇联携手市言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开展困境妇女儿童精准微关爱服务，
带领服务对象小宁等 4人参观博物馆、
购书、玩蹦床，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这
场活动是言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的
2024年丹徒区妇联“慈善助力困境妇女
儿童家庭精准微关爱服务行动”项目。
项目通过精准帮助，改善困境妇女儿童
的生活。

小宁的妈妈是一位智力障碍女性，
无自理能力。小宁正在读初中，成绩十
分优异。小雨的父母都在监狱服刑，爷
爷奶奶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十分困难。
方方和圆圆是一对兄弟，他们的父母都
是残疾人。在项目的施行过程中，曹顺
芳多次走入这 4个孩子的家中，与家庭
成员面对面沟通，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送上生活物资。考虑到孩子们的特
点，社工们决定组织这次户外活动，让孩
子们在快乐游玩的同时，更好地与社会
接触，开阔眼界。

当天上午，在社工们的陪伴下，孩
子们先去参观了镇江博物馆，从周代青
铜器到元明瓷器。孩子们在参观过程
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与热情。参
观结束后，社工们又带着 4个孩子去新
华书店漫书阁店买书，帮孩子们精心挑
选了适合他们的教辅材料，又让孩子们
自己选了感兴趣的课外书。下午，社工
们带领孩子们来到酷跃蹦床乐园感受
蹦床的魅力。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言和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和社工们仍然
在行动。目前，社工与志愿者们已经完
成了对10户困境妇女儿童家庭的走访，
以基层困境妇女儿童家庭需求为导向，
开展“一户一策”精准微关爱服务，为其
提供持续且有效的服务，实实在在将党
的温暖送进孩子们家中。（文中青少年均
为化名）

本报讯（记者 景泊）镇江文化名片——京口闸遗址目前
处于脏乱差的“失管”状态经本报7月16日报道后，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全市各大知名网站纷纷转载，谈起我市的历史文
化遗存保护，许多市民在抒发怀旧情怀的同时，也深感遗憾。

“京口闸遗址附近的老巷已经不存在很多年了，只剩这
一处遗址孤零零地裸露在光鲜亮丽的高楼群中，坚守着最
后的‘阵地’。”曾经居住在中华路30多年的张老先生激动地
告诉记者，中华路片区2009年实施旧城改造。

拆迁地块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老街巷都已成为记
忆。“我们家是典型的老式四合院，住着五六户居民，每户只有
五六十平方米。”年少时住在这里的“70后”郭先生告诉记者，他
从网上看到新闻后，心情颇为激动。他是京口闸遗址旁巷子里
出生的，在此生活了30多年，直到拆迁才搬离。在他的记忆
里，整条巷子里有长满青苔的青石板，每隔几户人家，就有一口
饱经风霜的古井，家家户户大门敞开着……在网络上，市民们
除了抒发情怀，更多地表示“保护缺位令人痛心”的遗憾。

“中华路从前是镇江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由北向东呈L
形。因紧靠江边码头，镇江开埠通商后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
一带。这里婆娑着多少古城近代留下的印记。”市文化资源研
究会副会长蔡庆来告诉记者，京口闸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打索
街，它南自中华路，北至姚一湾。相传街内居民大多以打绳索
为业，中华路旧城改造后打索街消亡。

蔡庆来介绍，镇江地处丘陵地区，药材资源丰富，打索
街又挨着石浮桥码头，水路运输极为便捷。民国时期打索
街上有大大小小药材行 20多家。新中国成立后对私改
造，原先的药材行合并为中药材收购站；街上好几个制绳
作坊也组成了合作社。“现在保留下来的原打索街68号的
陆小波故居为清代传统民居建筑。”

“古建筑、古遗址不该被遗忘，但是它们的保护并不是孤
立的，需要系统的规划和布局，并由点及面，形成一个片区。”
蔡庆来表示，主城区很多老街区、古民居都存在同样的问
题。这需要全社会都对此予以关注，保护好这些遗址和古建
筑，就是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报讯（臧一凡 辛玥 彭羽佳）7月
17日下午，江苏魔方运动裁判、镇江
三迪魔方研学乐园园长潘红霞带着为
甘肃会宁县孩子准备的一整箱各式魔
方走进金山网演播室。金山网总编辑
许益明代表“金山 e 知交 大爱中国
行”活动方接收了这批捐赠的爱心教
具，近期将邮寄到会宁红军小学。

“希望志愿者们把这批魔方和镇
江朋友们的爱心一并带到甘肃会宁
县。”潘红霞表示。此次“金山 e知交
大爱中国行”甘肃会宁行课程中所需
的 50只三阶魔方以及作为奖品的数
十个异型魔方由镇江三迪魔方研学乐
园全额捐赠，价值2000元。“这次为孩
子们带去的是适合新手入门的三阶魔
方，此次课程我将教他们魔方还原等
趣味玩法。”潘红霞向记者介绍。

“去年我参加陕西渭南的志愿活
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认为
那是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今年是我
第二次参加‘金山 e知交’活动，我依
然有信心做好。”据潘红霞介绍，她为
甘肃会宁县的孩子们精心设计了一系
列课程，让孩子们了解魔方的基本知
识，激发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地

讲解魔方运动项目的技巧与知识点，
带领孩子们共同领略“小魔方里的大
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7月16日下午，有
位读者冒着高温来到金山网匿名捐款
1000元支持活动。这位读者告诉记
者，是她的一位朋友通过《镇江日报》

《京江晚报》了解到活动，请她代为捐
赠，表示为两地的孩子们贡献自己的
一份爱心。目前，1000元爱心款已汇
入镇江新媒体公益服务社合作的“镇
江市慈善总会”定向捐赠“金山 e 支
教”活动项目账户中，善款将全部用在
系列活动中，活动每一笔捐款都将定
期公示，并统一交由慈善部门账户，接
受监管。

爱心募捐活动开展以来，镇江
博物馆课程已由镇江博物馆认捐，
共计 1877 元。国画课程和书法课
程，由何福明和张宏良认捐，共计
4000 元。剪纸课程由孙培认捐，共
计 500 元 。 魔 方 课 程 由 潘 红 霞 认
捐，共计 2000 元。截至目前，太平
泥叫叫课程耗材费用 1500 元，会宁
师生午餐费 5600 元，会宁师生租车
费 3000 元三项募捐项目，尚未有志

愿者认捐。
爱心汇聚，携手共进！如若感兴

趣，可以个人或单位名义认领并捐赠
本次活动中任意一项爱心项目课程所
需的物资。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
士，为“知交”贡献一份力量。

主办方联系方式：
地址：镇江市中山东路 4号镇江

日报社（三五九医院旁）16楼 1604采
编部。

联系电话：0511-85083028
手机：13775329677
用爱点亮成长之路，持续赋能教

育未来。“金山 e知交 大爱中国行”甘
肃会宁，期待您的参与和支持！

本报讯（盛冬蕾 记者 张翼）日前，由
市教育局主办，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
理中心承办的2024年全市中小学实验能
力大赛决赛落幕，本次决赛获胜者将代表
我市参加全省中小学实验能力大赛。

决赛设置了小学科学、初中生物
学、高中物理及高中化学四大科目，竞
赛内容涵盖笔试与实验操作两大板
块。经过各地各校的初赛、复赛选拔，
每个科目脱颖而出的 60名佼佼者，共
计240名学生选手来到市决赛的舞台，
参加激烈地同场角逐。

赛场上，选手们身着整洁统一的白色
实验服，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地观察、记
录，展现出专业“实验员”般的严谨态度。

实验操作部分中，每个科目均设
计了三项富有挑战性与趣味性的项
目，高中物理组命题负责人王文涛介
绍说，“决赛命题还是基于学生平时学
科必做实验，考查学生基本的实验技

能和实验方法，也出了一两个富有创
新性、挑战性的实验试题，让学生用熟
悉的实验技能或者实验方法来智慧地
处理新的实验。”

物理学科参赛者、省扬中高三学生
蒋丰蔚说，学校常规开设各种实验课
程，大家都很喜欢，自己平时会做一些
电学和力学的小模型、小实验，这是首
次来参加全市的决赛。他的同学、一起
来参赛的鲁嘉阳则表示，物理无非是学
习“原理”，实验能够帮同学们更好地去
了解物理原理，所以物理实验和解题是
相辅相成的，实验能力对中学生学习物
理非常重要。

本次大赛还增加了校级遴选环节，
在前置赛事中小学生实验知识竞赛环
节，全市中小学校100%参与，相关年级
共计66354人次报名并完成了初赛，占
比超过 98%，位列全省前列；全市共计
6311人次完成了复赛。

全市中小学实验能力大赛落幕

本报讯（王梦君 吴开明 记者 朱
秋霞）连日来，京口区大市口街道率先
在辖区内开展老旧小区拆违行动，为给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清障”，目前共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30处，约 800
平方米。

据介绍，今年京口区老旧小区改造
涉及大市口街道茶山和东吴新村两个小
区，健康路街道八角亭小区、桃花坞四区
和六区。改造先拆违，项目才能顺利进
行。通过前期摸排，拆违工作量大，情况
比较复杂。为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两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做足了宣传告知工

作，在楼栋单元入口处张贴《告居民一封
信》270余份，在小区显著位置悬挂横幅
33条，向涉及拆除、改造各类建筑物、构
筑物和设施的业主发放《告知书》1155
份，同时设立洽谈室，热情接待群众咨
询，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

京口区防违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前几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锤炼，京
口区在以小区改造推动拆违工作方面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坚信今年老旧
小区改造的拆违工作会做得更好，切实
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增强市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大市口街道开展老旧小区拆违

本报讯（赵亦岚 王虎 记者 朱秋
霞）为深入贯彻全市违法建设整治工作
会议精神，7月15日至16日，市整治办
对各辖市、区政府开展下沉督导工作，
发现违法建设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指导属地政府违建整治工作，进一步统
一思想，凝聚整治合力，推动违建整治
工作向纵深开展。

据了解，4个督导小组就召开违法
建设整治工作部署会情况、违法建设整
治工作方案、防违控违工作体制机制建
设情况、违法建设整治工作落实情况等

内容进行督导检查，督导工作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压实
属地责任，推动问题化解。

市整治办要求，违法建设整治工作
必须坚决贯彻“三必须一坚决”的工作
原则，即影响消防和房屋结构安全的必
须拆除；侵占公共空间（绿地）的必须拆
除；群众反映强烈的必须拆除；坚决遏
制新增违建。下一步，市整治办将对下
沉督导交办的问题进行“回头看”，确保
属地责任落实到位，推动全市违法建设
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市整治办下沉督导全市违建整治工作

本报通讯员 王妍 杜京
本报记者 方良龙

连日来，每天19时到21时，市区
朱方路亮化工程试运行，为市民带来
美好的夜景体验。记者 7月 17日从
朱方路（北府路-中山北路）道路改造
工程项目部获悉，目前，项目绿化、亮
化美化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系统调
试、验收、节点优化等收尾工作。

白天看一路繁花，夜晚看多彩灯
光。作为主城区的“西大门”，朱方路
通过设置城市家具供市民休憩，绿植
栽种形成街角微公园，景观艺术与照
明技术相融合，凸显独特街巷文化，浓
厚夜经济氛围，带动区域内商业发展。

城西人文景观廊道惊艳亮相

机非侧分带内，紫薇枝头的粉色
花朵陆续绽放，下层的草花品种色彩
丰富多变；人行道旁，经过修剪或新
植的香樟及少量高大法国梧桐抽枝
展叶、撑起绿伞，铺装灰蓝色透水混
凝土的人行道看起来赏心悦目，造型
各异的街头小品点缀其间。完成景
观绿化工程施工的朱方路，以脱胎换
骨的姿态重新回到市民的视野。

据介绍，“朱方”作为镇江古代重
要的名称，朱方路承载着镇江历史的
变迁印记。此次朱方路景观设计的
主题是“朱方旧里，城市新颜”，即塑
造、完善润州老城门户形象，创造有
地方特色的城市道路景观，形成个
性鲜明的区域标识性城市人文景观
廊道。

朱方路和平路街道办事处东侧，
随着圆盘状“朱方”LOGO 被镶嵌到
深灰色廊架上，朱方路最后一个节点
景观“古巷叠翠”设计安装完成。记
者看到，该景观以房屋轮廓造型影射
老城街巷的繁华，廊架基座周围栽植
红叶石楠，大树树池配备防腐木坐
凳，市民在休憩的同时可领略浓厚的
街巷文化。

上层紫薇、下层草花的侧分带设
计，是此次景观设计的点睛之笔。新
栽的紫薇姿态优美，树干光滑洁净，枝
头两条粉红花带已现雏形，为夏日的
朱方路增添一份浪漫和清凉。地被植
物主要以草本为主，或绿地内间隔种
植草花，或分段种植常绿开花植物，或
以南山石和十余种花草组成花境，整
体呈现流“花”溢彩的景观效果。

位于人行道内的节点景观打造，
也为朱方路增色不少。进入菜场道
路东侧围墙旁，新栽的爬墙蔷薇今春
已开放，花池外沿设置了防腐木坐
凳，网红打卡点“蔷薇曼舞”正在孕
育。位于公交首末站处的“街角时
光”景观，流线型树池结合桌椅的设
计，既为等待公交人群提供休憩的空
间，又遮挡了较为突兀的站台边独立
建筑。而分布繁华处的特色树池桌
面，搭配防腐木坐凳或“我在朱方等
你”等立体字，也为市民提供了林下
休憩和历史文化展示的空间。

多彩灯光丰富市民夜游生活

藏在绿化带中的景观灯，嵌在坐
凳下沿的线状灯带，挂在树干上的投
影灯……夏夜的朱方路，开启的景观
亮化工程，在浓厚商业街区氛围的同
时，也创建新的城市文化。

来自市规划勘测设计集团的景
观照明设计师介绍，朱方路作为文化
名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将通过道路
景观照明设计，对日间城市家具进行

提升，创造与朱方路文脉相吻合的城
市家具灯光，形成完整的城市景观文
化体系，让夜游内容更加丰富，带动
区域内整体商业的发展。整条路段
以静态照明为主，局部彩色光呈动态
变化模式。

朱方路全线试灯以来，晚间被灯
光吸引走出家门的市民多了起来。
记者看到，人行道花坛内安装的白色
蝴蝶灯，晚间发出或幽蓝或淡绿或玫
红的灯光。在“古巷叠翠”、“蔷薇曼
舞”等节点处，高挂在大树树干上的
投影灯，在地面上打出“荷塘月色”

“蓝色星球”等图案，一群孩子正欢乐
地“追光逐影”。一些发出低亮度、静
态灯光的坐凳和特色树池桌面前，不
少市民正在休憩聊天。

在北府路朱方路交叉口交通岛、
桃西路路口对面的侧分带上，设置的
两处智慧灯光最为引人注目。白天
看起来像电风扇的白色装置，晚上发
出动态的、可变幻的灯光，一会儿是
跳动的数字，一会儿是展翅飞翔的白
色海鸥，一会儿是由小变大的红色花

朵，一会儿是世界杯用球和金灿灿的
大力神杯，以及卡通人等图案，酷炫
的灯光令观看的市民目不暇接。

“这是我市首次引进的智慧灯光
系统，它采用动态的互动模式，可以
根据场景的不同，随时进行灯光的切
换。只要你想得到的，它都能变得出
来。”朱方路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石
杨说，不同于传统的通过色卡或者色
片人工调节灯光，智慧灯光通过系统
来进行整个灯光的布局调整，它可以
切换几十甚至上百种场景，并且可以
自行进行调控。“我们通过增设的亮
化工程施工，来保证朱方路夜间的景
观效果，使它白天看出来是一种效
果，晚上看起来更出彩。”

朱方路的变化赢得沿线居民好
评。“这种灯光还是第一次看到。”观看
智慧灯光的朱方路225号居民李女士
称赞道，改造后的朱方路“好得太多了”，
不仅环境大变样，沿线还设置了很多
坐凳或小品，方便了逛街的市民和买
菜的老人走累了歇歇脚，也更积聚人
气，助力打造文商旅共融的活力街区。

凸显街巷文化 带动商业发展

奇妙光影点亮朱方路夜经济

7月的朱方路白天车水马龙，蓝天美景如画，夜晚灯光璀璨，休闲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 文雯 摄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金山e知交”爱心项目募捐进行中
尚有三个项目等您来认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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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了解具体爱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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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既能留
住城市的时代印记，又能使民族的
文明基因在时代的血脉中汩汩流
淌。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对于提
升镇江的知名度，带动文化、旅游等
相关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如
何加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已经

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对
于我市而言，如何打破后期管理保
护的瓶颈呢？记者认为，应当在确
保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适当
开发旅游功能，把赚来的钱投到文
物遗址管理保护中去，在减轻政府
负担的同时，也使后期保护步入良
性的发展轨道。

加强后期管护 留住城市印记
景泊

记
者
手
记

本报讯（王奕 记者 笪伟）为丰
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与弘扬
本地优秀传统文化，镇江博物馆于 7
月 17日下午走进镇江高新区蒋乔街
道七里社区，举办了一场以“心有所

‘暑’博悟少年——吴文化兵器专
题”为主题的爱心暑托活动。本次活
动旨在通过讲座的形式，让青少年深

入了解吴文化兵器的历史渊源与镇
江历史文化。

活动中，镇博社教员通过互动
问答的形式，着重介绍了吴国青铜
冶铸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军事上的运
用，带领青少年走进吴国金戈铁马
的世界，让孩子们对吴文化兵器有
深刻认识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镇

江的历史文化，激发他们对家乡文
化的自豪感。

未来，镇博将继续秉持初心，发挥
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与
内容，探索文化传承新路径，让更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在亲近历史、感受
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吴文化兵器专题
爱心暑托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