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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桓霈

本报讯 （陈蓉 记者
何晓丹） 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为进一步发挥
地方志培根铸魂功能，
近日，武进区委党史工
委、区地方志办将史志
大讲堂搬进武进区学府小
学报告厅，拉开了新学年
“方志文化进校园”活动

的帷幕。
活动特邀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家
协会会员、 《常州院士》
主编程中伟作 《七星连珠
闪耀苍穹———常州院士群
像》讲座，与学府小学的
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共
300多人作交流分享。

“超级计算机居然诞生
在山洞里！”“常州庄氏家
族三兄弟居然都是院士！”
在寓教于乐的轻松氛围中，
程中伟还借助常州院士们
的成长成才故事，分析了
他们的可贵品质及其与地
方文化滋养、家风家教传
承的深厚渊源。

活动中，程中伟还受
聘为学府小学“常州院士
精神”宣讲员，并向学校
赠送 《常州院士》 等图书
100余册。

新学年“方志文化进校园”活动启动

“诗画江南常州里，钟灵毓
秀智造城……”昨天一大早，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泰国
留学生陆依婷就练起了嗓子，
为下周的“小热昏”校园分享
会做准备。

暑假里，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继扬非遗‘小热昏’
助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小分
队来到常州市“小热昏”非物
质文化传承基地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来自不同国家的 8 名留
学生、20余名中国大学生通过
参观和学习，认识到了中华传
统文化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
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也加深
了他们对文明交流互鉴、和谐
共处理念的认同感。
“小热昏”，又名“小锣书”，

俗称“卖梨膏糖的”，2011年 5
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它是在广泛流行于江
浙一带的同名曲艺形式基础上，
依托常州地方语音和民间曲调进
行说唱表演的一种独特曲艺形
式，迄今已有 150多年的历史。
“小热昏”与梨膏糖的传承相辅
相成，共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
83 岁高龄的叶莉莉是“常

州小热昏说唱艺术”“常州梨
膏糖制作技艺”两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人。在常州市
“小热昏”非物质文化传承基
地，叶莉莉为大家现场展示了
“小热昏”，并亲自示范了梨膏
糖的传统制作工艺。在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中外学生认真学
习和练习“小热昏”经典曲调，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改
编，创作出既保留传统韵味又
融入新时代特色的曲目，展现
了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尊
重和传承，也为传统文化的传
播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陆依婷平日里就对中国传统
文化很感兴趣，但“小热昏”中
含有大量常州方言，中国学生理
解起来都困难，更不要提留学生
了。一开始，她只能一个字一个
字地练习发音，好在有中国同学
用简单易懂的中文帮助她理解。
陆依婷认真学曲调、看口型，用
手机录下音来，空闲下来的时候
就听，这才跟上了进度。“‘小
热昏’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幸运的是，在学习的过程
中，我突破了自己，也收获了友
谊。”陆依婷说。其他留学生也
纷纷表示，“小热昏”充满魅
力，让他们领略到了中国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是一次奇妙的文

化之旅。”来自孟加拉的留学生
唐礼德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赞扬
道：“我很愿意把这次实践的所
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他
们一起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
文化。”

后期，除校园分享会外，实
践小分队的成员们还会前往社
区，开展“小热昏”和梨膏糖推
广活动。届时，留学生们将化身
沟通中外的青年友好使者，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本报讯（记者 钱志益）
为改善群众停车体验，提
升公共空间利用率，8 月
份以来，南夏墅城管中队
对南塘路北侧 3 个老旧停
车场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提升城市环境。

此次改造升级的停车
场都在集镇区，长久以来
存在停车位乱堆放、废旧
车辆长期占用停车位以及
地面破损等问题。此外，
停车场布局不合理，常常
造成交通拥堵，影响周边
道路正常通行。

针对南夏墅老菜场外
停车场，南夏墅城管中
队按照“片区化、巧布

点、少占道”的原则，
利用边角闲置地块等一
切可利用场地，规划建
设、升级改造公共停车
设施。着力整治“僵尸
车”，要求其在规定时间
内移动车辆；重新铺设
停车场地面，解决坑洼、
积水等问题。截至目前，
停车场内部已完成车位
划线工作，并设置了明
确的行车指示标志，共
清理乱堆放 5 处，划分
停车位 155 个。

南夏墅消费品综合市
场外的停车场是此次改造
升级的 3 个停车场中最大
的，市场联合城管部门对

市场外围的停车秩序进行
规范，并引入“帮吾停”
停车管理系统，简化入场
和出场流程，目前已进入
试运行阶段。“为规范停
车秩序，给经营户作业车
辆设定了专用区域，停车
秩序有了很大的提升。”市
场负责人吕小锋说。

下一步，南夏墅街道
将继续监测整改效果，根
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整
优化，不断完善停车场管
理和服务，实现公共停车
场运行管理工作规范化、
常态化，助推城市管理高
质量发展。

南夏墅街道
3个老旧停车场“变身”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新学期
伊始，孩子们纷纷入园入校，分离
焦虑是一个应时的话题。日前，武
进护学岗的交警就帮助了一名“逃
学”的一年级新生。

上周的一个早晨，湖塘交警中
队交警张勇和同事正在李公朴小学
附近护学岗执勤，就在这时，一名
女孩从校门口跑了过来。经询问，
该女孩是一年级新生，刚入学可能
有些分离焦虑，家长前脚刚送进学
校，没过多久就趁着入校高峰自己

跑了出来，幸亏被交警和学校保安
及时发现。经过一番安慰，张勇将
女孩一路抱回了教室。

据悉，新生入学后，刚开始的
1 至 3 个月是适应期，其间可能会
出现一些状况，如哭闹、上课坐不
住、交不到朋友等。老师提醒，新
入学，孩子需要适应的变化是多方
面的，家长需要陪着孩子去体验、
适应这些变化，同时积极引导孩子，
激发孩子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快地
适应校园生活。

一年级新生“逃学”
护学岗交警暖心送回

本报讯（记者 朱桓霈）为进一
步提高水环境科学治污、精准治污能
力，前黄镇开发了“水韵前黄”水环境
管理大数据平台并于近日上线，进一
步形成“河段—集水区—流域”协同
共治的数字化管水工作模式。

据了解，“水韵前黄”平台以前黄
工业集中区为试点，已开发使用河流
支浜、入河排口、雨污排口、排涝泵
站、提升泵站等多个模块，既能清晰
直观地了解水环境的整体状况、重点
问题分布及整改进度，也能实时查询
每个入河排口、工业企业点位的最新
信息与整改情况，实现了问题销号动
态化管理，推动前黄镇水环境监管精
准化、科学化、法制化。“以入河排口
模块为例，我们通过红、绿、蓝三色将
问题排口突出显示，红色代表未整

改、绿色代表整改中。”江苏龙衡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陈轶凡介绍，整
改完成后，图标成为蓝色，相关资料
也将自动归档。

除网页端，“水韵前黄”平台
还开发了配套的小程序，实现随时
随地在多种设备上了解最新动态。
后期，“水韵前黄”平台还将聚焦
水环境监测网络不全、信息孤岛化、
数据碎片化等问题，依托太湖流域
入河（湖）排污口分类整治、新孟
河下游水环境综合治理、洮滆水环
境整治工作，不断开发丰富和拓展
水环境管理信息模块，最终构建全
镇“数字水生态环境感知一张图”，
打造具有前黄辨识度的水环境高效
能治理新范式，为加快建设山清水
秀的美丽新前黄提供坚实支撑。

“水韵前黄”平台
助力数字化管水

叶莉莉教大学生唱“小热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