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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茜 通讯员 孙心怡

晚风带着露台上的花香飘进书房，
周维芬身心轻松地投入脚本创作。这是
一个体现关爱下一代的小短片，马上要
进行拍摄，前段时间她刚去辅导站摸过
情况，还要再捋捋思路。

武进区人大代表、洛阳镇东方红幼
儿园园长、艺术工作室理事长……2014
年以来，周维芬指导创作文艺宣讲作品
100 余个，参与文艺宣讲活动超过 600
场次。由她创排的舞蹈、小品、说唱等，
将本土文化、百姓故事、文明新风娓娓道
来，滋养了一大批村民的精神生活。

她编的节目，大家就是爱看

“周老师，是不是又来给我们排新节
目了？”只要看到周维芬，洛阳镇岑村的
村民就会这么问。

岑村村下辖 18 个自然村、26 个村
民小组，很早就建起健身舞队、舞龙队
等，每年举办丰收节等活动。“我们的演
出，老百姓喜欢的程度，一点不输春晚。”

72岁的村民黄芳娣种了大半辈子葡萄，
改种树苗后田间管理活计少了，有更多
时间投入文艺活动。让她佩服的是，自
己参演的节目几乎都是周维芬的原创。

“她编的节目，不管是讲垃圾分类，
还是讲邻里和睦，都接地气，和实际情况
一模一样，大家爱看得不得了。”黄芳娣
说，每到下半年，大家就开始期待新一批
节目，希望能争取上一个角色；就算没演
上，也一定不会错过观看。

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在周维芬看
来，恰恰是文艺作品的魅力——引发共
鸣、传递情感、提供美的享受。创新理
论、惠民政策、典型故事……都巧妙地被
写到歌曲、小品、相声、三句半等作品中，
切切实实让群众在乐中学、学中信。

沉下去，灵感一定会冒出来

节目一个赶着一个，演出一台压着一
台，最多时2天创作3个作品——高频率

“出品”，哪来那么多好创意？周维芬不遮
不掩：瓶颈一定有，但身边每年都有新变
化，只要沉下去，灵感一定会冒出来。

从洛阳镇走出去的名将王诤，用半
部电台起家，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
通信事业。周维芬由此编写了情景剧

《特殊党费》。以“红”为底书写家国情
怀，加上本地人演故乡将军的故事，演出
效果非常好。

洛阳镇马鞍村在全市较早探索文明
积分制，激励群众自觉规范行为。周维
芬据此创作小品《文明“分”波》，通过一
个时髦小青年与退休老大爷的“交锋”，
让观众捧腹之余回味思索。“村民看过节
目，都觉得有文明积分好，都想参与。”马
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郁军说。

让百姓唱主角，周维芬以网格员的
辛勤付出为蓝本，创作戏曲联唱《蓝色追
梦人》；挖掘党员家庭的文明传承，创作
情景剧《谢谢你陪我长大》……“实”的内
容、“土”的语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让这些文艺作品传唱到幼儿园、敬老院、
休闲园。

真诚投入，让队伍发挥更大作用

以文化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经

年累月的创排中，周维芬带动起一批同
样热爱文艺创作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
企业家、教师、农民、退伍老兵、学生等。
尽管年龄、职业、教育背景不同，但大家
共同收获着快乐。

“一开始，看到好多张纸的台词就害
怕。”黄芳娣普通话说得不利索，背台词
磕磕绊绊，周维芬就鼓励她用方言，不仅
表演自然了，还增添了生活气。性格并
不外向的许丽梅，从诗朗诵开始，被周维
芬引导着逐渐参与到小品等各种节目
中，如今已成骨干……

为更好地发挥“头雁”作用，洛阳镇
推动组建周维芬文艺宣讲工作室，进一
步吸纳本地专家、地方名嘴、劳模乡贤，
通过理论研讨、集体创作、名师“传帮
带”等方式，打造集理论研究、基层宣
讲、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理论宣讲

“主阵地”。
“我很幸运、幸福，身边有这么丰

富的创作资源，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
的伙伴。”周维芬说，她的目标就是培
养更多“文艺轻骑兵”，传播好故事、传
递好声音。

——记武进区洛阳镇东方红幼儿园园长周维芬

扎根生活沃土的“文艺轻骑兵”
本报讯（郏燕波 张浩） 江苏

“南山居”零碳建筑示范工程近日在
溧阳经开区（上兴镇）余巷村开工，
为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按下

“快进键”。该工程是溧阳首个零碳
建筑示范工程。

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下，溧
阳经开区（上兴镇）、东南大学溧阳
研究院等项目实施方将零碳元素融
入新农村的设计与建设，在保留美

丽乡村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建设集科
技、低碳、智慧、旅游、自然于一体的绿
色建筑体系。

“南山居”工程包括工业、农业、交
通、建筑、金融等方面的先进能源场景
展示，并力争在能源机制体制改革等
方面做探索性研究，让新能源汽车、分
布式光伏更快更好融入溧阳人民的生
活，让城市运用更多的清洁能源、孕育
更多的新能源产业机遇。

溧阳首个
零碳建筑示范工程开工

本报讯（殷雯馨 刘康平）近年
来，在江苏援伊·常州（武进）工作组
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尼勒克县以提
升“乡村振兴+全域旅游产品”品牌
影响力为抓手，相继投入资金4800
余万元，重点打造出多尔布津村旅
游产业链示范村，开启了以“党建+
援疆+旅游”系列活动推动乡村振
兴的“强力模式”，持续擦亮景区、产
业、城市、乡镇一体融合发展的疆内
旅游名片。

近日举办的“多尔布津村开村嘉
年华”活动，通过“甜蜜之夜”狂欢夜、

“龙凤呈祥·情比金坚”大型无人机飞
天秀、“浪漫星火”非遗打铁花、《FUN
肆去爱》音乐之夜、《最美的 NI》跨界
融合时尚秀、文化大院等载体，助燃县
域夜市经济的燎原星火，为尼勒克乡
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目前，县域夜市的日均旅游客流
量保持在 8000 人次左右，带动周边
群众就业300余人。

援疆心连心

开启乡村振兴“强力模式”

本报讯（徐蕾 团鑫轩） 记者
6月26日从新北团区委获悉，今年，
新北区爱心暑托班将开设31个班次，
实现镇（街道）全覆盖，面向看护有困
难的家庭，优先照顾城乡困境少年儿
童、新业态新就业人员子女、农村留守
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

暑托班课程设计为“28+6+1”，
即每个班次提供不少于28天、每天
不少于 6 课时的基础课程，同时至
少提供1个特色精品课程。为织密
暑托班安全防护网，每个点位都建

立了安全和人员管理制度，把安全教
育课程列入各班次必学课程，并为报
名孩子、志愿者及暑托班点位分别购
买个人保险和公众责任险。

今年暑托班惠及人数再创新高，
预计惠及1000余人次；服务更灵活，
部分爱心暑托班点位推出“爱心小饭
桌”，满足托管班孩子的中午就餐需
求；教育资源更丰富，除大学生志愿
者，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资深教育工
作者，并与学校结对，围绕孩子假期需
求和成长规律设计了一批精品课程。

预计惠及1000余人次

新北区爱心暑托班升级
本报讯（谈必行 蒋勤超 须

倩怡） 近日，新北区奔牛镇民
生实事项目半年度推进情况在
奔牛镇人大代表之家公示，其
中，“智慧健康养老项目”获得
了 99%的满意度，成为人大代
表倾听群众心声、强化督办的
又一事例。

“孩子在外地工作，我和老
伴年纪大了，平时小毛病多，跑
医院不方便。不知道社区和医
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在今年
年初的“人大代表接待月”中，奔
南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的人大
代表赵丽萍将奔南社区居民刘

阿姨的这番话记在了心里。随
后，结合个人负责的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她会同残联、医院和部
分村（社区）进行入户调研，进一
步摸清群众对健康和养老的多
元化需求。后经镇党委政府研
究和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将“智
慧健康养老项目”列入了今年的
10件民生实事项目。

“智慧健康养老项目”以奔
牛人民医院、常州首个 5G 智能
化养老院氢春颐养院为中心，
整合各类健康养老服务资源，
依 托 智 慧 养 老 服 务 信 息 化 平
台，为老年人群提供包括日常

照护、家政服务、精神文化、法
律咨询、精神慰藉、康复治疗在
内的各项服务。

今年以来，奔牛镇积极开
展适老化改造，投入并计划运
营 1 家标准化综合性养老服务
中心，新建 1 家养老助餐点，为
近 2000 名老年人提供了居家
养老上门服务。奔牛人民医院
在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基
础上发展和提升老年病专科，
签约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
医学科专家团队，新增心理健
康门诊，全方位促进老年人群
身心健康。

奔牛镇“智慧健康养老项目”：

半年度满意度达99%
本报讯（郏燕波 韩一宁）记者昨天从溧阳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今年以来，溧阳积极争取上级秸秆还田项目资
金670万元，夏季实施秸秆还田面积27.39万亩，麦秸秆
还田率达85%以上。

坚持“麦秸秆还田为主，适度推广稻秸秆还田”总体
思路，溧阳根据上级还田作业技术规范，因地制宜完善本
地作业标准和技术路线，投入80马力以上拖拉机配套秸
秆还田机1527台套，大力推广麦秸秆还田集成水稻机插
秧技术，紧紧抓住旋埋、灌水、机插等关键环节技术开展
作业；组织130个农机合作社、535个农机大户参加夏季
作业，大户和合作社作业面积占比超过75%。

同时，重点抓住低留茬收割、秸秆切碎匀铺以及还田
三个环节，进行动态跟踪监管和督查，确保秸秆还田惠农
政策规范实施，提高农民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和作业补助
的获得感。

溧阳：夏季秸秆
机械化还田率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