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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远航 臧煜

清晨5 时，天还未亮，常州市天宁
区茶山街道的正衡中学旁，“文锦馄饨”
的灯光已经亮起。退役军人吕祥身着
白色工作服，动作利落地将新鲜荠菜倒
入盆中。这家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
不仅是街坊邻居的早餐食堂，更是一个
充满温暖与爱的“爱心驿站”。

吕祥，清三社区青年党员，一名来
自白山黑水的退役老兵。1998年，他
在抗洪抢险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
功。在部队的5年里，他先后荣获“学
雷锋标兵”“黑龙江农垦总局劳动模
范”等称号。军旅生涯不仅磨炼了他
能吃苦、不怕苦的意志品质，也让他养

成了严谨、认真的工作习惯。如今，他将
这份军人的担当与情怀带到了江南小
巷，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温暖着这
座城市的清晨。

“清凉一杯水，温暖一颗心”

小店正门玻璃上，“清凉一杯水，温
暖一颗心”和“在役军人免费，退役军人
8 折”的红色招牌格外醒目。每当外卖
骑手顶着风霜推门而入，吕祥总会悄悄
在餐盒里多添几个馄饨，或是塞一根滋
滋冒油的烤肠，或者是加个鸡蛋。“他们
风里来雨里去，多吃点才有力气跑单。”
他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份“赔本买卖”。每
天破晓前，吕祥还会在店门口支起保温
桶，为路过的环卫工人递上热乎的水煮

蛋。他的小店，成了军人、环卫工人、快
递员、外卖小哥等群体的“爱心驿站”。

“爱心驿站”里的温情故事

在社区里，吕祥结对了5户孤老，经
常上门看望他们，为他们免费送去馄
饨。清凉新村的丁阿姨连续三年每天
步行来店里吃馄饨，直到去年冬天吕
祥因病歇业，丁阿姨冒雪送来退烧药，
让这位铁骨铮铮的退役军人红了眼
眶。吕祥的志愿服务已覆盖整个社
区，每天都在小区看见他穿梭在楼栋
之间。“刘大爷，今天的菜来了！”80 岁
的刘大爷接过代买的菜时，总能听见吕
祥中气十足的叮嘱：“雨天路滑，您扶着
扶手走。”

初心不改，温暖延续

去年台风过境时，吕祥父子冒雨扶
起被掀翻的护栏，孩子那句“爸爸说过要
给别人搭把手”，让路人纷纷驻足点赞。
这一幕，正是吕祥言传身教的最好写照。

当暮色浸染季子故里的青瓦，吕祥
总会回想起当年在东北抗洪抢险的时
光。这位曾在黑龙江垦荒的老兵，把当
年连队的精气神带到了江南小巷。季子
故里的尚德之风与军人的家国情怀，在
这个平凡的馄饨店里交融成新时代最动
人的雷锋篇章。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退伍不褪色”，他的故事，正如那一碗碗
热气腾腾的馄饨，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也
点亮了这座城市。

从军营到小巷 他用一碗馄饨传递温暖

本报讯（汤怡晨 俞洁）“以前一
下班就赶着回家，绕着村子到处找车
位，晚回一会就没空位。现在改造了
停车场，村民车辆定点停放，解决了大
问题。”谈及村里的变化，解放村村民
彭卫国感慨地说道。像这样因微改造
而带来的生活便利，正不断刷新着解
放村村民们的幸福感。

去年下半年以来，解放村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同心解”党建品
牌为引领，积极探索空间微改造路径，
聚焦村民需求，充分盘活闲置土地资
源，实现了乡村面貌的焕然一新。

彭卫国口中的停车场位于解放村
村中央，拥有70个停车位，还安装了
多个电动汽车充电桩。而在进行微改
造之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的荒

地，杂草丛生，既影响村庄美观，又造成
土地资源浪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停车难问题也日益困扰着解放村村民，
我们就想通过对闲置地块改造，为村民
做一些事情。”解放村党总支书记高慧芬
说，通过发挥“同心解”党建品牌引领作
用，村党总支积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调
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将这块闲置地
改造成了停车场。如今，村民停车变得
更加方便，电动汽车也能随时充电，解决
了村民出行的后顾之忧，极大提升了村
民生活的便利性。

“这个小游园太好了，散步就在家
门口，不仅环境美观，还方便了村民。”
每天晚饭后，村民秦彩凤总喜欢在村
上的小游园散步，但过去，这里也是一
块杂乱无章的闲置菜地，严重影响着

村里的环境。尝到了停车场空间微改
造的经验，解放村党总支组织党员志
愿者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改造方案，
将其打造成景观小游园。如今，建成
后的景观小游园绿树成荫，花香四溢，
健身步道蜿蜒其中，周边还设置了舒
适的座椅。小游园丰富了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成为村民茶余饭后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我们村上闲置的空地还有焦家村
门口那块，我们也在近期进行了改造。”
高慧芬告诉记者，他们将这块闲置的空
地改造成了村民的健身广场，用以满足
村民日常的健身需求。他们积极争取上
级支持，筹集改造资金，发动党员、村民
全程监督工程质量，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如今，健身广场配备了各类健身器

材，成为村民日常运动健身的首选之
地。每天早晚，村民们在此锻炼身体、交
流互动，增进了邻里感情，营造出和谐的
乡村氛围。老党员许伯生激动地说：“感
谢村委重视我们老党员，给我们继续发
光发热的机会，亲身参与环境改造项
目。看着家门口从‘脏乱差’变‘美丽
新’，心情都变好了。”

解放村微改造每一处空间的变迁，
都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注
脚。曾经闲置杂乱的土地，摇身变为有
序的停车场、怡人的小游园和实用的健
身广场，极大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村民出
行、休闲、健身都更方便。这些新空间也
拉近了邻里距离，欢声笑语取代了疏
离。党民齐心，共享微改成果，村民幸福
感满满。

闲置地微改造，“改”出幸福生活

开栏语
时光褶皱处，听老建筑说

故事。
老建筑是城市的“骨相”，承

载着城市记忆与情感价值，不仅
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不可忽视
的“文化资本”。《听老建筑说故
事》专栏，一同轻叩时光之门，在
褪色的砖纹间打捞匠人的指纹，
在褪漆的梁柱上重拾往事的余
温，在经济与文化的交织中，焕发
新的生命力。

□王璇

1917 年春，刘半农在焦溪教书，
创造了“她”字；1920 年秋，刘半农在
伦敦大学留学，创作了《教我如何不想
她》。“她”是谁？没有人猜得透。但

“她”，一定与焦溪有关。

德扬堂里，俎豆馨香

来到焦溪古镇的第一站，许多游
客都会走进焦溪故事馆。

焦溪故事馆建在鹤峰书院，曾是
承氏宗祠。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建祠是大
事。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焦溪

承氏准备建造宗祠，但地基东南方向缺
了一角。紧挨着这块地基的是承焕家
宅，为了承氏宗祠，他让出了自家房子第
四进的一部分和北面的一块地，没有向
族人收取分文。

如今，承焕故居刚刚修缮完毕。进
入屋内，明显感觉房屋逐渐变窄。在古
镇上巡逻的安保人员是焦溪本地人，他
指着北面的墙壁说:“承焕兄弟俩的房子
也不是白让的，当时承氏的族人感念他
家，在宗祠里办祭祀的时候，不用他们家
出资，这也不是一笔小钱。”

在鹤峰书院，复原了当年曾挂在第三
进院落的牌匾——“俎豆馨香”，彰显了焦
溪地区尊祖敬宗的宗族观念和家族传统。

书院菊社，诗韵绵延

承焕故居也是承焕的孙子承越读
书、成长的地方。承越孝友敦善，恩科明
通榜进士，官至山东候补知府，成为承氏
一族侪辈冠冕。

清同治八年（1869年），承越为尽心
侍奉母亲辞官返乡。为解决承氏族中子
弟教育问题，他借用承氏宗祠开办鹤峰
书院，并亲任山长。当年十月，承越协助
儿子承隽尊等人在鹤峰书院成立菊花诗
社，一众文人以菊相约、以诗会友。年复
一年，菊花诗社秋令赏菊、吟诗唱和的传
统带动了焦溪地区诗风炽热。

这让人不禁联想，《教我如何不想

她》的灵感，大概也与此有关。
改革开放后，藏在焦溪骨子里的文

化种子再度发芽。1985 年，刘懿德、姚
广圻、蒋一梅、奚德椿等几位本土诗人相
聚成立湖山诗社，隔年便出版了5集《湖
山诗刊》。2001 年，师从姚广圻的潘文
瑞创办《舜溪风采》文化小报，到如今已
经20多年了。因为年事已高，现在，潘
文瑞将办报的接力棒交到了莫林葆手
中。莫林葆是焦溪初中的语文老师，负
责焦溪初中校内社团舜风诗社。据莫林
葆介绍，舜风诗社现在有成员53人，定
期开展诗词大会、诗歌朗读、诗歌采风等
活动，学校有诗教专用教室、诗教长廊，
编印了乡土诗歌读本《舜溪清韵》《舜溪
探微》《舜溪踏浪》。

从菊花诗社到舜风诗社，焦溪是古
今书生诗情勃发、驰骋想象的原点，诗歌
文化弦歌不辍。

龙溪河畔，多元新生

2018年，焦溪古镇正式启动保护与
修缮。龙溪河及沿岸是最早进行修缮的
区域。刘半农任教的西校（求志堂）坐落
于南街，与南下塘的鹤峰书院、承焕故居
隔河对望。与鹤峰书院相邻的还有承越
故居、承弼故居、承柱故居。几处承宅连
点成线，在修旧如旧、复原旧貌的基础
上，这些建筑还兼顾焦溪记忆馆、音乐美
学中心等功能。在焦溪，每走一步都是

历史，每看一眼都是故事。
在这之中，却有一家风格迥异。在

这家名为“承韵”的小店门前，不少游客
右手端着豆花，左手拿着梅菜扣肉饼。
有的游客猜测，这店名也“姓承”，应该是
和左邻右舍的“承”是一家。老板停下手
里的活计，为游客解释：“我们从祖上就
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片都姓承，在焦
溪可是名门望族。”

随着保护与修缮的推进，焦溪古镇的
“烟火气”和“文艺范”越来越浓，但并没有
急躁的商业气息。据焦溪古镇保护发展
中心副主任汪春义介绍，焦溪古镇的定位
是主客共享的社区型古镇。不完全为了
游客，更是为了居住、生活在古镇里的人。

和“承韵”豆花店的老板一样，在古
镇上开咖啡店、茶水铺的老板和这里的
门卫、安保、清洁工们，大多是焦溪本地
人，他们有的曾经离开又回归，有的一直
在这里。在三五成群的游客中，也有不
少想要在此开店、投资的人，焦溪古镇正
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焦溪、融入焦溪。

教我如何不想她？“她”也许就是焦
溪，是俎豆馨香、崇文重教的焦溪，更是
世代焦溪人都深深眷恋的焦溪。

焦溪古镇：刘半农的那个“她”

本报讯（凃贤平 葛街宣）今年是
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在天宁，我们
都是追“锋”人，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着雷锋精神。

3月3日上午，由红梅街道翠北社
区党委、竹林社区党总支、红东社区党
总支、锦绣社区党总支联合举办的“社
社联动”雷锋月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在
竹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拉开序幕。现
场，四社区共同签署《“社社联动”党建
联盟协议》，正式建立跨社区志愿服务
资源整合平台，以“能人共育、服务共
推、阵地共享”模式，每月开展联合志
愿服务日活动，实现了志愿服务资源
的共享与互补，为每个社区提供更多
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

香缇湾花园社区党总支以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迎来了新的
社区伙伴——志愿服务的“爱心达
人”、传统文化的“手艺达人”、化解难
题的“议事达人”……社区集众“芳”之
美，而“她们”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生
力量。

2月27日，朝一社区联合朝阳中
学及朝阳邮局共同开展了以“运河小
兵学雷锋，传承文化护河行”为主题的
学雷锋日活动。在朝一社区守护运河
志愿者协会老党员陈荣国的带领下，
朝阳中学的学生们化身为“运河小
兵”，沿着运河畔的巡河路重走先辈们
的护河之路。

2月28日上午，清凉新村第三社
区党总支牵头举办《追“锋”集结号 擎

炬启新程》学雷锋主题活动。社区党
员、居民志愿者、文艺团队齐聚社区党
群服务站，通过文艺展演、传承接力、
志愿服务等形式，共同谱写一曲温暖
人心的文明协奏曲。

2月26日上午，天鹅湖社区“蔷薇
花开 幸福生活”爱心公益集市在春意
盎然的春天，拉开了序幕。40多家爱
心商户和70多名爱心志愿服务者，与
社区居民双向奔赴，用学雷锋志愿服
务实践，奏响春天的幸福乐章。

2 月 26 日下午 2 时，清凉东村社
区联合朝阳四村北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开展了“‘集’聚力量 向‘锋’而行”学
雷锋公益集市活动。活动现场人头攒
动，家庭医生坐镇义诊、健康知识宣
传，“橙马甲”服务队志愿者开展便民
小家电维修服务、磨刀、巧手缝补、理
发……最受欢迎的磨刀服务区内，志
愿者周师傅连续两小时未停歇，却始
终笑容满面：“能帮邻居们解决生活小
事，就是雷锋精神的真谛。”

3月4日，丽华三村社区联合辖区
幼儿园共同开展“童心暖夕阳，志愿传
真情”主题活动，组织30余名师生走
进丽华康养医院，为老人们送去关怀
与欢乐。孩子们送上亲手制作的扭扭
花，一位曾参与社区建设的老人感慨
道：“看到孩子们，就想起自己年轻时
那股干劲，雷锋精神代代传，真好！”

此外，兆丰花苑、丽华一村、丽华
二村、九洲新世界、文笔塔、舣舟亭等
社区也都举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新时代我们都是追“锋”人

本报讯（于远航 姚淑婷） 2月28
日，天宁区林权不动产权证书首发仪
式在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举行。现
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侯继功为郑陆镇舜过山片区粮庄
桥村、舜北村、查家村发放林权不动产
权证书。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史新明出席仪式并讲话。

据悉，林权不动产权证书是森林、
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
凭证。林权不动产证书为后续经营
权流转、生态价值转化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次天宁区林权不动产权证书
首发仪式，标志着天宁区林权类不动
产登记正式落地，对于深化集体林
改、推动林业发展、保障林农权益具

有深远意义。
天宁区发放首批林权不动产证

书，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
节点。据悉，在今后的改革工作中，天
宁将科学开展森林经营，引导规范开
展林权流转，积极发展林业产业，保障
林农权益，增加林农收入，实现林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集体林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金。

查家村党总支书记范宇波表示：
“我们一直非常期待林权证的发放，
林权证相当于我们的森林资源有了
一张身份证，为今后发展林下种植、
森林康养、森林旅游等多种林业经营
提供凭证，还能向银行贷款拓展融资
新路径。”

开启山林新篇章

天宁区举行林权不动产权证首发仪式

本报讯（姜玮 罗翔）为进一步筑
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减轻困难群众
医疗负担，近日，天宁区民政局积极开
展慈善助医项目，对天宁区低收入人
口实施“非申即享”医疗费用兜底救
助，实现困难群众医疗救助“零申请、
零跑腿”。

该项目依托常州市医保信息平
台，通过主动发现、精准识别、数据
互通的创新模式，对经民政部门认
定的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及支出型
困难家庭，医保目录内自付医疗费

用经医疗救助、第三方赔付等途径
补偿后个人自付部分由慈善资金予
以全额救助。救助范围涵盖门诊、
住院治疗费用，切实减轻困难群众
医疗负担。

今年以来已完成 2024 年度天宁
区1708名低收入人群医疗数据筛查，
对1335名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并于2
月发放救助金 158.2 万元。下一步，
区民政局将进一步将完善救助机制，
扩大救助范围，为更多困难群众送去
温暖和希望。

慈善助医 守护困难群众健康

本报讯（汤怡晨 俞洁） 本月起，
2025 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陆续
返乡。近日，解放村党总支、退役军
人服务站组织开展“荣归”欢迎活
动，在常州火车站迎接退役军人彭
彬，营造“参军光荣 退役荣光”的浓
厚氛围。

在常州火车站出站口，当党员彭
彬从“荣军通道”走出，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为彭彬披上绶带、献上
鲜花，为他拍下返乡第一张照片，让退
役军人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彭彬表
示，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亮明党员身
份，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为我们的家乡

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工作人员为彭彬详细讲

解办理安置落户、医社保转移、党组
织转接、学历教育及技能培训等事
项流程和所需材料，并给他进行报
到预登记，提供引导帮办、咨询解答
等服务。

下一步，解放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还将配合上级部门组织返乡退役士兵
开展适应性培训和专场招聘会等活
动，帮助退役军人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提升适应社会工作能力，真正使退役
军人“组织安家、思想安心、岗位安
业”，尽快融入地方大家庭。

“戎”归故里

““宁宁””家门口家门口

每年3月，春风渐暖，天宁的
玉兰花便悄然绽放。

红梅公园南门口的路边，几
株白玉兰在高空相互交织。它们
洁白无瑕的花瓣，如同精心雕琢
的美玉，透着温润光泽。沿着这
条被花朵装点的路慢慢往前走，
每一步都被这绚烂包围，脚步不
自觉就慢了下来，甚至会忍不住
停下，只想多看看那些在那无叶
枝头肆意盛开的玉兰。

微风轻拂，玉兰花轻轻晃动，
散发出淡雅的香气，丝丝缕缕钻
进鼻腔，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偶
尔有几片花瓣飘落，像雪花一样
轻盈，在空中悠悠打着转，最后静
静落在地面，给大地铺上一层浪
漫的花毯。

王锐 汤怡晨图文报道

玉兰初放
仙气飘飘

本报讯（张萍）在“三八”妇女节、
植树节来临之际，通济桥社区妇联联
合社区党总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社会工作服务室、工联会，于3月5日
下午在益家老小活动室举办了“巾帼
植绿意 围炉话未来”多肉盆栽 DIY
活动。

现场由党员志愿者详细讲解了多
肉栽培养护知识、多肉盆栽组合技巧，
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深入了解到多
肉植物的独特魅力。随后，妇女代表
们变身巧手园艺师，纷纷拿起工具，

相互学习、彼此交流，根据自己的喜
好和色彩搭配原则，挑选自己的品种
组合，用一双双巧手将一块块小巧玲
珑的多肉植物组合成一个个生动有
趣的微景观。

随后社区妇女代表们以围炉茶话
拉家常的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
和工作经验。

下一步，通济桥社区将坚持党建
引领，凝聚广大妇女，让她们在社区治
理中、社区服务上贡献更多的“她”智
慧和“她”力量！

巾帼齐聚 围炉话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