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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垚 孙婕
通 讯 员 丁文锦 张琪

在横山桥芳茂山上，有一条“神秘”
的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道：赛道难度很高，
4公里距离内有几十个爬坡、飞台，专业
选手上阵要20多分钟才能完赛；10多年
来，这条赛道被热心骑友们自发维护、修
补，逐渐成了骑友圈内的知名赛道；几乎
每天都有外地骑友来打卡，社交媒体上
不少人表示这是最棒的越野山地赛道。

在复杂多变的崎岖山路上迅速骑
降，穿梭于阳光斑驳的林间，感受越野骑
行的刺激和快感……6月29日、30日，
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常州站比赛将在
芳茂山赛道上举行。

10年，从山间野道到专
业赛道
“横山桥自行车运动起步早，2012

年就有自发比赛。”王洪国是横山桥美利
达自行车店的负责人，也是自行车运动
圈的资深玩家。谈起与山地车结缘，他
嘴角微微扬起：“多数人最早接触公路自
行车，骑行路线则是机场路夜骑。横山
桥有芳茂山的地理优势，不少骑友感受
沿着山林坡道下山的刺激感之后，就入
坑山地越野。从2013年开始，横山桥有
了专门的越野俱乐部。”

山地自行车越野，除了竞速，还有飞
坡、速降等玩法，在王洪国看来，这些都
是相通的，“越野俱乐部成立后，大家聚
在一起玩和练，驾驭山地车的技术也有
了一定提升，先后组团参加茅山、黄山等
地的越野比赛，也获得了名次。”由于野
骑都要自己探路，为了安全便捷地体验
山地越野的魅力，大约在12年前，本地车
友俱乐部尝试在芳茂山上修建越野赛道。

“当时芳茂山还没有开发，只有上山
下山一条道路。”王洪国说，由于工作原
因，很多骑友只能在下午或晚上来帮忙，
每天修二三十米，以蚂蚁搬家的进度修
建赛道，持续修建了两年才彻底完工。
赛道修好后，横山桥镇连续三年办了越
野比赛，每年还有骑友自发维护、修补
赛道。“比如梅雨天气，我们都会在赛道
上走一走，看看土质是否压实、赛道两

边的封条是否要修补。”在骑友们的精
心呵护下，这条隐藏在芳茂山的越野赛
道愈发出名。

4公里，优秀选手20分
钟才能搞定
“老板，给轮胎打点气，这赛道难度

可不小！”这几天来，周边城市骑友已提
前来到了芳茂山的赛道进行训练，王洪
国的自行车店里，每天都有前来维护保
养车辆的参赛选手。

“别看越野赛道只有4公里，最强的
一批骑友上去，一圈下来也要20分钟。”
在王洪国经营的自行车店铺内，右侧墙

上挂着一面“我在横山桥很想拉爆你”的
宣传牌。

为什么难度这么大？王洪国解释，
越野骑行有高差，上坡下坡的重心都要
调整好，不然会翻车。为了便于骑行，他
建议骑行者的轮胎气不要打满。修建这
条路时，为了挑战和刺激性，设置了比较
多的爬坡路段，对选手的技术考验很
大。“当然，难度高也是这条赛道受欢迎
的原因，攻克赛道带来的成就感绝对难
忘。”王洪国说。

如果想成为越野自行车骑，体能
和爆发力同样重要。常州自行车协会
副会长林其斌介绍，山地越野的过程
中需要把握好踏频、节奏、呼吸和心
跳。芳茂山赛段的连续上下坡对技巧
和赛道的熟悉度要求比较高，包括压
弯的角度速度、路线的选择、落地的姿
势等，都是学问，如果对赛道和车况不
是很了解，就会出现选手推着车走比
骑着车还要快的情况。

600多人，即将越野骑行
截至目前，横山桥站的山地自行车

公开赛已经吸引了600多人报名参赛，
许多横山桥本地骑友也积极报名，王洪
国就参与了第二天的比赛。

“除了参与比赛，我还会在抖音上开
展赛事直播，并剪辑精彩视频。”平时，王
洪国还在抖音上发很多横山桥本地文
化、活动、体育赛事等内容。

芳茂山也是王洪国的宣传点，他说，
在越野骑行的沿途可以欣赏到各种野生
植物和鸟类，鸟类在林间自由生长、嬉
戏，为公园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去年芳茂山公园开园，成为市民
们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公园内还设有
各种休闲设施，如亭台楼阁、健身步道
等，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休闲娱
乐方式。

“我是土生土长的芳茂村人，做这
些视频对宣传咱们横山桥的文化很有
效果。这里不仅有着古老的建筑和淳
朴的民风，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次比赛对于芳茂
来说也是一个在全国展现的机会。”王
洪国说。

本地骑友历时10年修补、维护，芳茂山上有条4公里赛道——

青山绿水间，迸发“速度激情”

图片由横山桥自行车协会提供。

□本报记者 何奕欣 通讯员 曹相如

6 月 18 日中午，走进遥观中心小
学，记者看到四（6）班志愿服务小队的
同学们轮流推着轮椅，陪阳阳度过午间
散步时光，这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区残联给我配备了轮椅，在老师
和同学的帮助下，我能自由地参观校园
的各个角落，跟大伙儿的感情也加深了
许多。”阳阳笑着告诉记者。

康复服务是残疾人工作的重中之
重。残疾人康复需求各有不同，需要整
合提升各方资源。近年来，常州经开区
残联健全服务体系，整合辖区内资源，依
托“残疾人之家”铺设辅具租赁点，做到
全区有需求的困难群体辅具全覆盖，推
动创新辅具应用推广和社会宣传，做好
辅具进校园工作；不断提高公众对残疾
预防和康复的认识和参与度，深入开展
残疾预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家庭”等宣传教育活动，重点推进
儿童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前期走访 发现康复需求
6月20日上午，常州经开区残联在

崔桥幼儿园多功能室开展第9场“残疾
预防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邀请爱迪儿
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李忠来到现场，进
行关于早期特需儿童筛查的讲座。

“有哪位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呀？”
“耳机，听不见的人戴上就可以听见。”活
动现场，李忠通过互动游戏、图片展示、
视频观看等方式，向老师和孩子们介绍
了听力、视力、肢体、精神、智力五类残疾

症状的表现，引导孩子们与佩戴“小耳
朵”“小眼镜”的小伙伴相处时更多一些
耐心，遇到牵导盲犬、坐轮椅的行人有需
求时主动给予帮助。

“在互动环节里，我注意到一位小朋
友发育比较缓慢，个子比同龄人矮，可以
让家长带她去医院相关科室做专业检
查。”宣讲结束后，李忠与老师们交流，提
供了专业的干预建议，还科普了一些儿
童康复救助的相关政策。

“以后在教学中我会仔细观察，遇到
一些特殊症状的孩子会及时与家长沟
通，尽早处理，避免产生严重后果。”崔桥
幼儿园副园长张敏表示，接下来园所还
将组织老师们以讲座、研讨等形式共同
学习残疾预防的相关知识。

“我们计划将经开区范围内的每一
家幼儿园都走一遍，通过残疾预防宣传
进校园的形式将早期特需儿童筛查标准
送到更多的老师和家长身边，同时将残
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的救助政策传递给
有需求的家庭。”常州经开区社会保障局
残疾人服务保障科科长蒋娴表示。

辅具创新 提高幸福感
今年来，常州经开区残联大力推进

创新型辅具应用推广和社会宣传，进一
步满足辖区范围内残疾人高质量辅助器

具服务需求，提升残疾人的生活品质，推
动残疾人辅助器具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应用。经过前期的摸排走访，目前有9
人申请了新型假肢。

据了解，新型假肢主要采用碳纤维制
作，这种材料质地轻、韧性好，有一定的弹
性，在起到支撑作用的同时，有利于行走
时能量的储存和释放，更加符合人体工
学。新型假肢在接口处还设计了凝胶保
护套，避免假肢与残肢磨损产生伤口。

“以前的假肢大多是不锈钢材料，材
料升级后，残疾人的体验感跟舒适度会
大幅提升，走路状态更加自然，能达到日
常步行速度。”辅具供应商何才清告诉记
者，此次辅具创新为残疾人长距离行走
和尝试更多工作岗位提供了可能。

“我们了解到，在创新辅具领域，前
沿技术已经能做到通过脑机接口和神经
感应，利用算法的记忆功能，记录残疾个
体在上坡、下坡、平路行走时的步态，下
次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形成状态的自动替
换。”蒋娴表示，区残联将持续关注辅具
创新工作，为辖区内残疾人链接更多优
质资源，站在残疾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优
化辅具功能，发挥其实质性作用，不断提
高残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辅具入校 筑梦求学路

“上学期一收到轮椅，老师和同学们
就推着我在学校里逛了一圈，我真的很
开心。”阳阳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他说，
有了轮椅，无论上课还是去吃饭、活动，
都方便了许多。

记者了解到，阳阳出生时由于脊椎受
中枢神经严重压迫而无法站立，9岁那年
进行多次手术治疗后，才能拄着拐杖直立
行走，但长距离行走仍然不便。去年以
来，常州经开区残联大力推进辅具进校园
行动，为6所小学、5所初中有需求的肢体
障碍学生配备轮椅，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
校园生活。经过前期调研，首批轮椅投放
时便考虑到了阳阳的特殊情况。

“辅具进校园，让孩子感受到了关爱
和温暖，阳阳更加活泼开朗了，自信心跟
归属感都进一步提升。”遥观中心小学的
吴玲贤老师表示，辅具进校园让残疾孩
子也能充分享受到公平的教育环境，提
高了他们独立生活、学习的能力，让他们
更自信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勇敢地追求
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常州经开区残联将不断加强
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宣传致残防控的科学
知识和方法，提高公众对残疾预防和康复
的认识与参与度；进一步推广创新科技辅
具的应用，帮助残疾群体补偿、改善身体
机能，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能力。

常州经开区完善服务体系，推动专业机构覆盖城乡，帮助残疾人——

就近就便获得康复服务

6 月 21 日下午，“悦读美好”台
胞专场阅读推广活动在常州经开区
图书馆举行。两岸同胞以书为媒，
共同开启了一场知识与文化的探秘
之旅。当天，参加活动的台胞、台
属、台眷集体办理了图书馆借阅证，
现场还进行了赠书以及文化讲座等
活动。 李垚 冯杰 图文报道

以书为媒
“悦”读美好

本报讯（李垚 赵玉涵） 前不
久，江苏省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
市场监管局、文物局、知识产权局5
部门公布新一批“江苏老字号”名
录。常州经开区农业企业常州市中
意食品有限公司上榜，成为全区首
家“江苏老字号”。

常州中意食品有限公司以“横
山肉松”为主要产品，肉松咸中带
甜，入口即化，40多年来，这一口

“松、酥、鲜、香”是很多常州人的“集
体记忆”。

走进位于横山桥镇的中意食品
有限公司，一股浓香扑面而来，在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将去皮去骨的瘦
猪肉加入调味料，煮至软烂，然后用
慢火焙炒成丝状，最后再大火炒炙，
在这一过程中，肉里的水分被去除，
保留下松软耐嚼的肉质纤维，创造
出了完全不同于肉块的独特口感。

流行常州40多年的横山肉松，
好吃的原因很简单，好原料、好配
方、好工艺。

“一罐好肉松，一定要是猪后
腿、精瘦肉。猪后腿肌肉发达，做出
来的肉松口感紧实有嚼劲，横山肉
松的选材源自四川、安徽等地著名
的品牌猪肉公司，由他们提供优质
猪后腿肉，从源头上保证品质。”中
意食品负责人钱俊是横山肉松第三
代传承者，他说，横山肉松最早并非
一款商品，而是横山桥老街饭店的

一道招牌菜品。
横山桥老街饭店的创办人是钱俊

之父钱宗义。早年间钱俊的爷爷钱叙
生希望儿子学门手艺，将钱宗义送到
上海肉食品车间做学徒，1977年，钱
宗义回到芙蓉，在横山桥镇东老街饭
店工作，制起了肉松，与卤菜一起进行
售卖，很快一炮打响。

钱宗义看到肉松的畅销带来了商
机，便办起了横山食品厂，开始大规模
制作肉松，以精选原料、松酥香鲜、老少
皆宜的特点，颇受顾客青睐，“横山肉
松”声名鹊起。2000年工厂改制为常
州中意食品有限公司，2010年，中意食
品搬到现在的新厂址。在一次次的更
新换代升级中，肉松的生产设备也逐步
更新升级，制作工艺不断提升优化。公
司先后推出了适合孩子吃的奶香肉松、
适合特殊需求人群的无糖肉松等。

近年来，中意食品还通过淘宝、天
猫、拼多多等网络平台“破圈”，积极拓
展消费场景，农民丰收节、年货节、老
字号活动及线下大型商超都能看见它
的身影，广泛打响老字号的知名度。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钱
俊告诉记者，经过不断研发创新，他们
的产品已形成猪肉、牛肉、鸡肉、鱼肉
肉松系列与肉酥系列。钱俊表示，成
功入选“江苏老字号”后，将继续坚守
初心、发扬传统，在产品开发与文化建
设上下功夫，做好做靓“横山肉松”这
块金字招牌。

一款产品流行常州40年

中意食品入选“江苏老字号”

本报讯（何奕欣 冯杰 李佳蔚）
6月18日，走进常州经开区丁堰街
道常丰社区小园村，记者看到，村民
刘毅仁和妻子谢育频正在门前打扫
路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以
前是石子泥土路，下雨天深一脚浅
一脚的，现在水泥路打扫起来很方
便。”刘毅仁说。

道路环通、场地平整，得益于邱
家巷、小园村乡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程。去年年底开始，丁堰街道围绕空
间优化、管线拆并、交通完善、设施提
升等方面推进2个村庄整体村容村
貌增“颜”提“质”，于上月底完工。

丁堰邱家巷、小园村形成于上
个世纪，村庄位于沪宁铁路北侧、中
车厂区南侧，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
米，内部房屋密集，有大量菜圃、田
地及林地，中部与西侧有池塘分
布。“邱家巷、小园村历史悠久，设施
陈旧，之前的环境整治规模力度都
比较小，因此村民改善生活环境的
诉求很强烈。”常丰社区党总支副书
记顾旭东告诉记者，社区工作人员
前期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
梳理出村民关于环境改善的意见百
余条，经过梳理归纳，发现道路拓
宽、绿化补种、管线移植等是村民最
关心的问题。

“我今年74岁了，从出生起就
住在这里，这次大规模的改善提升，
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刘毅仁表示，
村口竖起了美观大气的“小园村”村
标，很多村民前去打卡；旁边5亩各
家各户的自留地被格栅圈起，划分
出整齐的种植区域；房前屋后的小
菜园设绿篱围挡，石榴树等绿植砌

筑了花坛。“在优化空间布局的同时，
我们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对房前屋
后的菜地、绿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保留。”顾旭东说。

“以前线路很乱，既不好看，也担
心线路老化起火。”小园村村民刘锡华
说。这次提升整治工程按照“除废线、
并散线、理乱线、巧走线”原则，将保留
的有效线路合并，部分线路隐藏到地
下，“蜘蛛网”乱象得到有效处置。除
此之外，本次提升整治工程还进行了
场地硬化，拓宽了村内道路，增设了多
处停车场地。“以前路窄，很多村民只
能把车停在村门口的路边，再走路回
家。现在好了，家家户户车都能开到
家门口。”刘锡华说。

在邱家巷活动广场有崭新的健身
设施、可供居民休憩的文化长廊，这块
小而精美的公共活动空间深得村民喜
爱，村民刘荣明和陆培坚正在这边聊
着天。“以前也有健身器材，但因为太
久没使用都烂掉了，铺的塑胶地面也
有破损。”刘荣明说。此外，项目对活
动广场旁的竹林进行了规整，避免竹
枝倒伏影响交通；对小池塘进行清淤，
打捞此前村民随手扔进去的生活垃
圾，全面提升小微水体水质；设置了垃
圾分类投放箱，引导居民保护环境。

“我们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发挥
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作用，进行日常巡
查，组织保洁队伍每天进行管养工作，
对零碎的路面、墙面破损及时修补，积
极清理房前屋后乱堆乱放。”顾旭东表
示，社区还将继续提升邱家巷、小园村
的乡居环境，对房屋外墙进行粉刷并张
贴村规民约，发挥活动广场阵地作用，
举办知识科普、政策宣传类活动。

丁堰街道：

提升乡居环境 扮靓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孙婕 何奕欣
通 讯 员 邓燕茹

上周一下午1点半，在潞城街
道综合文化站1楼焕新归来的老年
大学教室外，学员们上课热情高涨，
门口挤满了人。

“以前是小学那种课桌凳，比较
矮，坐着不舒服。现在全部换新了，
还铺上了桌布。”冯丽娟今年57岁，
曾在此学过声乐课，她说，拆除隔间
后教室面积扩大了，左侧配套了舞
蹈课需要的墙镜和把杆，水泥地铺
上了木地板，小音箱升级成立体环
绕音响，更新了投影设备，就连灯光
也更亮了。除此之外，文化站1楼新
增了乒乓球室，为老年人提供训练
场地；还计划将走廊打造成展示书
画作品的“文化长廊”，摆放桌椅为
老年人提供下棋看报的休闲场地。

对学员而言，惊喜远不止硬件
环境的改变。随着新颜值的潞城街
道老年大学投用，学校加强了师资
配置、丰富了课程设置。在保留原
有声乐、锡剧课的基础上，新增了越
剧、手机摄影、民族舞、健身气功等
6门课程。

潞城街道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邓
燕茹表示，更好的教学条件给予拓
展教学内涵的空间，更具吸引力的
教学内容带来了学员数量的显著增

长，每门课程基本满员，较升级前人数
翻了两番，有力拓展了潞城老年教育
的覆盖面。

越剧课邀请欣韵越剧团团长杨玉
新担任老师，课程一开始，杨玉新邀请
同学们上台体验越剧服饰，通过简单的
动作表演让大家迅速“破冰”。越剧起
源于浙江嵊县，《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
其经典选段。“我们先学习一下发音，大
家注意用横膈膜气息，打开后音腔。”杨
玉新逐字教学、逐句领唱，纠正学员们
的音调、唱腔、演唱速度等。

检验成果环节，杨玉新邀请学员们
上台“一对一”分角色合作，朱多娣自告
奋勇，第一个上台表演，“速度可以快一
点，不然气息会乱。”表演结束后，杨玉
新提出建议。虞雪中、秦立岗作为仅有
的两位男同志也踊跃上台，自信大方的
台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叫好。

“这边教学环境很好，空间大、有镜
子，很适合带着学生们一边唱一边做一
些基本的手势动作，这样他们的学习兴
趣更浓厚。之后我会教大家一些简单
的台步，带着大家跑跑场。”杨玉新表
示，很多老年人来上课，都是为了追求
年轻时没办法实现的梦想，作为爱好并
不需要苛求完美，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
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和平台。

有料、有趣、有意义！潞城街道的
“美好教育”让老年居民们重回“青
春”，城市向上，充满“年轻态”。

硬件换新、课程上新

潞城街道“焕新”老年美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