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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20402380031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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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39841，声明作废

■本报记者 周洁
王锐 图文报道

10月底，秋意渐深，晨雾在
阳光透出后慢慢散去，露出广
阔湛蓝的天空。早晨的红梅公
园生机勃勃，空气清新，令人舒
畅。68岁的许志英穿一件红
衣，在跳操的队伍中跟随韵律
有力舞动。一起跳操的老人个
个精神焕发、身姿矫健，队伍交
错时，熟悉的人互相打着招呼，
乐呵呵的暖融氛围就好似这江
南宜人的秋日。

湖水碧波荡漾，大草坪郁郁
葱葱，公园各处智慧屏上文明标
语与游览导识循环滚动……伴
随红梅公园提升改造一期工程
完工，这座焕新后的老牌全国
重点公园继续编织常州人心中
的幸福红梅情结。

老牌公园，魅力不减

“十几年了，我习惯享受公
园的早晨，然后再去买菜做
饭。在红梅公园逛过之后，一
天都有好心情。”许阿姨开心地
说，身后蓝天映衬下的天宁宝
塔耀眼雄伟，身旁稚童的欢笑
声不绝于耳。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
日，在红梅公园里总能看到常
州人幸福的具象画面。香樟道
上起舞、杨柳堤畔吟唱、红梅阁
前对弈、嘉贤坊旁打太极，还有
爱跑步的青年在步道上一圈圈
刷新配速，嬉闹的孩子在共享
大草坪上自由追逐，捧着茶杯
的老人们在长椅上谈天说地，
举着长枪短炮的拍客忙着定格
画面，身着汉服的年轻姑娘循
着红梅八景争相打卡……

1958年始建，2006年拓建
改造、免费开放，2024年再度提
升，红梅公园一直是老百姓的

幸福场——身处闹市中心却撑
起一方岁月静好的自然天地。

大草坪上那株雪松是许多
“70后”“80后”儿时第一张风
景照的背景，如今树下依旧满
是姗姗学步的孩童；儿童乐园
里的高空轨道车是许多人童年
的第一个游乐项目，如今仍是
亲子家庭的必玩选择；开了19
年的虚怀堂老茶友颇多，节假
日可有300人次落座品茗话天
地。

市民脑海中的旧回忆与眼
前新画面的美好交织一体、产
生共鸣，叫人流连忘返的同时，
也令公园魅力始终不减。

提升焕新，处处贴心

许志英常在周末带着孙女
来红梅公园。“现在游客可以走
到大草坪上，小孩吹泡泡、玩飞
盘，又爬又滚，次次来都玩得很
开心。提前预约还能扎帐篷露
营。”许志英笑着对记者说，红
梅公园越变越好，越改越贴心，

“这次改造着实用心为老百姓
考虑了。”

2023年9月天宁胜境文化
旅游设施提升一期工程启动，
今年10月，除原春晖茶室处在

封闭改造外，其余区域皆已完
成提升。过去一年里，红梅公
园在持续开放迎客的情况下，
升级为景致更美、生态更优、设
施更好的市中心休闲地。

清水工程涉及公园内所有
水面，约6万平方米水域化身水
生植物王国，以自然修复的方
式净化水质、提升生态；共约
8500平方米的草坪地形得以
平整，草种全部更换为耐踩型，
为市民游客打造可自由活动的

“大地毯”；22棵古树名木得到
梳理照顾；儿童乐园化身“咘咙
欢乐世界”，环境设施与服务焕
然一新；临湖的韩麦咖啡店新
开业就收获了游客的喜爱，美
景与美味结合，每天这里的咖
啡甜品与简餐都供不应求；周
边的6个停车场进行提升改造，
地面平整、照明维护，670余个
车位可供使用；新开大门直接通
免费开放的天宁禅寺内，实现塔
寺园天宁胜境的联通……

目前，公园正在计划更换
园内各处老旧休闲座椅 250
个。

多彩活动，尽显活力

春赏百花秋赏月，夏享凉
风冬观雪。过去，人们来红梅
公园多是赏景怡情的。近2年，
天宁胜境坚持“美化为本、文化
为魂”，在保护红梅公园内历史
文化遗存的同时，打造了一系
列颇具底蕴的文旅休闲活动，
深受市民游客青睐。

“一年四季都热闹，活动多
得很。有市民自发的，还有很多
是公园组织的。”许志英如数家
珍。每年年初，为期一个月的市
梅花节都会在红梅公园如约开
启。今年公园引入乌镇戏剧巡
游及各类精彩演出，以梅为媒，
迎接八方来客。暑期，热热闹闹
的“自在生活夜游季”延续了整
整一个月，为老城厢带来无限
活力。中秋佳节拜月祈福，国
庆双塔妙会市集，重阳品茶登
高……精彩纷呈、充满活力的互
动联动塔寺园，白天喧闹，夜游
唯美，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据统
计，公园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
次，今年仅“十一”期间就有19
万人次逛红梅公园。

承载了千年中吴遗韵的红
梅公园，已逐渐成为常州人的

“精神快充”。

一期提升改造工程已完工

在常州，有一种生活叫“逛红梅公园”

■本报记者 庄奕 图文报道

润肺、祛痰、通便……吃萝
卜好处多，民间也有“补冬不如补
霜降，一口萝卜赛人参”的说法。
10月31日早晨，记者来到香梅
菜场，发现每个蔬菜摊位上都堆
着叶子碧绿的萝卜，个个看着水
灵新鲜。再看看大爷大妈手里拎
的菜篮子，萝卜显然也是他们的
心头好。

摊主黄女士在武进区湖塘
镇种了6亩地。10月30日，她家
种的红萝卜第一天上市。这些红
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梨子，还
拖着一条“长尾巴”，在翠绿的蔬
菜中显得分外夺目。红萝卜的价
格不贵，每500克售价4元，记者
买了满满一塑料袋，也才10元。

“将红萝卜和五花肉一起红烧，味
道灵得不得了。”黄女士对记者
说，这样烧，肉去了油腻，萝卜吃
起来也有肉香，一举两得。市民
也可以把萝卜刨成丝凉拌，最后
浇点儿麻油，清爽开胃。

白萝卜的价格比红萝卜更
为亲民，每根1.5元。黄女士正和

记者说着话，一位婆婆走过来，拿
起摊位上两根个头差不多大小的
白萝卜，放在手里掂了掂。为啥
要掂一掂分量呢？记者提出了疑
问。婆婆解释说，如果掂起来轻
飘飘的，那么肯定是空心的，不好
吃。她挑了一根，黄女士放到秤
上一称，足有900克，婆婆满意地
点了点头。白萝卜买回去怎么烧
呢？婆婆说，白萝卜是百搭食材，
用它来炖排骨、筒子骨、羊肉、牛腩
等食材，炖出来的汤鲜香浓稠。处
理萝卜时要注意，第一是去皮要彻
底，削皮时要多削一点，特别是表
皮下面那层带着筋的萝卜肉，去不
干净吃着口感不好。二是在萝卜
切块下锅烹煮之前先焯水，用淡盐
水煮一煮，去掉生涩味。

红萝卜烧五花肉，白萝卜炖
汤，胡萝卜切成丝后与肉丝一起
爆炒……当天上午，记者离开香
梅菜场时，和其他人一样，拎了满
满一袋萝卜。

冬吃萝卜“赛人参”

■庄奕

昨天上午，我市还是风平浪
静的，阳光金灿灿、暖洋洋，让人
舒服得只想打盹。相熟的市民
见面打招呼时，还会嘀咕：太阳
这么好，不像要下大雨的样子
啊！可到了午后，天就变得阴沉
沉的，没过多久就下起了雨。

台风康妮对我市的影响还
将继续。康妮给台湾带来强风
雨后，其环流将和南下的冷空气
结合，给福建、浙江、上海、江苏

等多地带来大风大雨。受康妮
外围影响，今天我市白天还有大
雨，中东部暴雨，夜里才会雨止
转阴，风力也很大，东北风5—6
级阵风7—8级。

阵风7—8级算大风吗？一
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
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把风力
的大小分为13个等级，最小是0
级，最大为12级。按照风级歌的
说法，6级举伞步行艰，7级迎风
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康妮
给我市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市
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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