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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2日，瞻江
街道广益新村社区的“老朋
友”——爱心凉茶铺焕新上线。
今年是凉茶铺陪伴街坊邻里的
第二个夏天，服务全面升级，关
怀更加精准，将为小区纳凉点的
高龄老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
卫工人、货车司机、新就业群体
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关怀。

今年凉茶铺携手无锡市静
一慈善基金会深化合作，让爱心
基石更加稳固。一大早，基金会
的志愿者们就开始忙碌，精心熬
煮消暑凉茶，辖区党员、热心居
民也主动加入，形成了“社区组
织、基金会支撑、志愿者接力”的
暖心服务链。“看着大家喝口茶、
歇歇脚，擦把汗再出发，再忙也
值！”一位志愿者笑着道出心
声。与去年相比，今年凉茶铺构
建了“三点联动”服务网，让清凉
无处不在：室外爱心茶摊点位

上，乌梅汤、菊花茶、绿豆汤等消
暑饮品和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
应急防暑用品全部备齐，方便路
过的环卫师傅、快递小哥、街坊
邻居随时取用。室内舒心驿站
纳凉点内，阅读、观影、凉茶服务
依旧暖心。今年还新增“延伸服
务”——“益碗福面”，每天中午，
由静一慈善基金供应的实惠素
面、馄饨将准时开餐，辖区70岁
以上老人可半价享用灵山素面。

一碗热腾腾的面，一杯清凉
茶，社区对老人的关爱，就融在这
实实在在的“一餐一饮”里。辖区
内流动清凉车也让凉茶不再只是

“等客来”，而是主动“送上门”，爱
心流动车穿梭在辖区主干道、工
作聚集区，直接把凉茶送到交警、
城管、保洁员等一线劳动者手中，

“移动茶摊”突破距离，把关怀精
准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让服务真
正“走到身边”。 （刘亚）

老小区凉茶铺 服务升级

本报讯 “天气热，小朋友
放假了，我们上午就来这边看
书。”7月以来，家住锡东新城的
谢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来到
安镇街道九里社区的钟书房，一
边阅读一边享受“清凉”。而在
不远处，安镇商贸中心门口自发
放置的冰柜里，免费提供爱心茶
和消暑用品……这些暖心举措
为炎炎夏日里的锡城，带来了阵
阵“清凉”。

九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在
一楼“我里书房”，正在看《笑猫
日记》的小女孩王子馨说：“我喜
欢在这看书。”志愿者王靖在这
里已工作一年有余，她介绍，“我
们每天早早地打开书房，调试好
空调设备，希望给来这里看书的
孩子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环
境。”在三楼，丰富多样的活动室
为周边居民提供了避暑的好去

处。健康教育活动室的乒乓球
桌前，一对母子正挥舞着手臂接
球，旁边的几位老人正聚精会神
地下着围棋；“舞动九里”舞蹈室
内，10多位阿姨正热火朝天地
讨论着舞蹈动作；“共享自习”室
里，高中生、大学生正安静有序
地看书学习；“稚趣九里”活动室
里的幼儿园小朋友正在志愿者
的带领下做实验。

安镇商贸中心东门的爱心
冰柜旁，暖心的饮水服务为“城
市守卫者”减一分辛劳。与此同
时，鑫安社区的朝阳医药店门
口，免费的爱心茶和消暑用品也
已准备就绪，为居民减一分中暑
风险。药店售货员张旭林对记
者说，“暑期以来，我们为附近的
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的花茶和
白开水，同时还会推荐一些解暑
的物品和药品。”（尹晖、见习记
者 吴玉雯、实习生 庄铖瑀）

社区多元服务 沁润人心

昨日傍晚，宜兴上空多次出现壮丽的“丁达尔”光。丁达尔光是一
种酷炫的光学现象，即光束透过云、雾、烟尘时，出现的一条条超亮光
路。受第6号台风“韦帕”外围影响，无锡市今明两天天气晴好，高温持
续，上空流云较多。 （丁焕新 摄）

22日，江阴市
周庄镇江东七村，
农户屋顶上鳞次栉
比的光伏板，宛如
一片蔚蓝的海洋，
绘就新农村建设绿
色发展美丽画卷。

近年来，随着
国家双碳战略与乡
村振兴的深度融
合，江阴市供电部
门积极推进农村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推动农村
能源革命，促进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潘正光 摄）

本报讯 7月20日正式入
伏，“老宝贝”们如何度夏？目
前，锡城多个养老场所已开启一
系列贴心服务，精准对接老人的
夏日需求。

“夏天就盼着这一口！”住
在百禾怡养院的孙阿婆近日
收到院里给老人准备的甜蜜
心意——地产水蜜桃，迫不及
待品尝起来。近日水蜜桃大量
上市，这份饱含清甜滋味的“夏
日限定”礼物让院内老人交口称
赞。福扬颐养院则为老人准备
了消暑绿豆汤，“考虑到老人的
健康需求和口味偏好，我们特别
准备了无糖版和有糖版两种”，
工作人员介绍。

22日下午，新吴区硕放街
道南星苑第一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站内，经验丰富的修脚师傅以
娴熟轻柔的手法为辖区老人修
除脚部的厚茧与嵌甲。当天，该
服务站运营管理方联系爱心企
业为20位老人提供公益扦脚慰
老服务。参加活动的李爷爷表
示，“年纪大了指甲特别厚，每次
剪指甲都很麻烦，今天的师傅修
得仔细又耐心，泡完艾草浴感觉

脚暖暖的，走起路来舒服多
了”。福扬颐养院则邀请专家为
院内老人科普防暑知识，负责人
黄樱表示，“老年人身体常有不
适，科普能帮助他们更了解自身
状况，及时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老宝贝”们的夏日生活也
充满乐趣。21日，金夕延年港
下养护院的老人们聚在一起，用
竹片编制出一只只漂亮的风
铃。林阿婆将自己编的风铃小
心收藏，“周末女儿要带着外孙
女来看我，我打算把这个风铃送
给外孙女”，说话时她的眼中满
是喜悦。居家养老的“老宝贝”
们也被牵挂着。近日，朗新公益
基金会的志愿者来到新安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陪伴社区老
人一起制作创意水扇、玩实物版
俄罗斯方块拼图。据了解，基金
会面向特殊困难长者开展陪伴
型公益项目“心手相牵·陪伴有
爱”，如今已进行到第三期，“我
们会挑选动手又动脑的活动帮
助长者锻炼记忆力、反应力和肢
体协调性，尽量延缓老人在认知
功能上的衰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杨雯仪）

“老宝贝”度夏有“凉方”
一系列贴心服务精准对接

清凉守护

换种方式，景点变得更人文

“很多本地游客的感受是，重新认
识了这条街。”今年是无锡新东方文旅
研训负责人尹佳奇开发本地研学游的
第3年，他发现，今年产品的销量同比翻
了一番，“游客对景点的‘求知欲’比以
前更强烈。”他说，有次他带着无锡某初
中学生游览景区时，讲着讲着就有学生
掏出本子记笔记。

改变意味着，传统观光已经无法满
足当下的旅游需求。融入在地文化元
素，打破日常认知边界，才能提升旅游
体验的吸引力和附加值。为此，尹佳奇
和团队不仅在选点时侧重梅里古镇、寄
畅园、南长街等文化属性较高的街区、
景区，更在路线、内容设计上独辟蹊径，

“像游览南长街我们没按常规方式走，
而是从南水仙庙反向走，途经大窑路、
伯渎桥，一路向北。”尹佳奇介绍，在这
条“不走寻常路”的路线中，培南小学的
红色历史、泰伯奔吴的故事、民族工商
业家族的创业史等都会有详细讲述。

普通导游讲15分钟的线路，他们能
讲上2个小时，在这过程中，更多的是对
在地文化的挖掘。开发新路线时，一次
又一次地踩点，反复磨稿，所有沿路的牌
匾、碑文都会拍照、拓印，逐字解读，“刨”
出对应的史实和故事。他们会请教本地
文化学者、大学教授，并查阅方志、县志，
确保每一句话都有史可考、有据可依。

“现在游客的知识储备量也越来越大，我
们得确保成为目的地的‘专家’。”

作家赋能，跟着书店去旅行

锡城润生书局内，主理人武频圆正
策划新一季“作家领航的文化之旅”路
线。在书店书友所拍摄的泉州研学照
片里，旅行作家黄元琪举着扩音器站在
洛阳桥头，团友们俯身触摸宋代筏形桥
基。“作家讲述家族迁徙史时，很多游客
都听哭了。”武频圆说，早在七八年前，

他就设计推出了“跟着书店去旅行”系
列，以江浙沪的独立书店为核心，游玩
周边文化景点，书友们跟着他去了杭州
毗邻西湖的美术馆、名人故居，南京的
金陵刻经处，苏州的艺圃、苏州美专等
地。在他看来，书店顾客多为文化消费
意愿强的群体，与文化旅游的目标人群
高度重叠，再通过会员体系、读书社群
等形成口碑传播，可以实现精准营销。

最近这两年，武频圆开始尝试将书
店、作家与文化旅游结合，形成独一无
二的“定制团”。以6月份的泉州阅读研
学之旅为例，“旅行作家黄元琪带队”的
旗号一经打出，就迅速成团。“每到一
处，黄老师都会分享在地文化故事、她
的体会感受等，参与的团员都说不虚此
行。”在此之前，书店与《和苏东坡吃茶》
作者周重林合作的访茶之旅，也吸引了
不少上海、杭州等地的读者来到无锡，
完成了一次人文浓度满满的周末游。

“现代游客寻求的是情感身份认
同。”专家分析，“当‘黄元琪们’以文化
IP为媒介，将个人叙事融入目的地基
因，便形成了最具黏性的情感消费场
域。”而润生书局的书店+文旅探索还在

继续：他正在尝试联系更多独立书店，
合办“读城记”活动，把城市人文走读与
书店沙龙相结合，将读者与旅行爱好者
邀请到无锡来。

场景联动，更多维度去体验

7月15日，无锡博物院“行走”系列
研学旅行暑期首条游线“江南古桥”带
着孩子们开启了古桥探秘之旅。“江南
古桥”“运河盛事”“文人雅事”三条线路
一经推出就瞬间满员。博物院的专业
导师准备好了“解密手册”：有复刻的文
人案头实样，有能亲手测量的桥拱图
纸，还有能沉浸式体验的漕运场景。

“从来没想过，我们会用这样的方
式打开历史。”在谈到文化讲解时，无锡
博物院工作人员李静远笑称，要让人们
愿意亲近文博场馆，表达方式必须变。
自小学习书画，专业学美术史的她，一
开始觉得，给游客做讲解手到擒来。但
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反馈说感
觉讲得真好，但就是听不懂。”渐渐摸索
后，她发现，文化讲解不是知识灌输，而
是搭建现代人与传统对话的认知桥
梁。她开始从游客的感受出发，带领他
们“入画”。

如今的无锡博物院，在传统讲解员
的基础上，通过沉浸式场景、联动景区、
数字化手段等创新方式，将文化从“知
识”转化为“体验”，从“过去式”变为“进
行时”。在讲到倪瓒高远的意境时，李静
远等工作人员把游客带到鼋头渚，站在
跟画作同样的视角，从石头的褶皱、树叶
的多少入手，走进画家孤洁的内心世界；
在向孩子们讲述“吴地文明”时，锡博研
发AR系列课程，运用AR即时效应、三
维建模等方法，使遗存的实物“活”起来，
更加真实、立体地呈现在眼前。

“讲解不只是我说你听这一种方
式，能让沉睡的历史焕发当代光彩，才
是最生动的讲解。”李静远道出了她跨
界尝试的期待：与游客一同旅行，用更
多维度解读山水人文。（韩玲、黄梦羽）

从“到此一游”浅层观光，转变为“人文交融”深度体验

“跨界玩家”玩转文化之旅

近日，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名
单揭晓，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
区税务局邹涵君家庭赫然在列。这
个由双税务干部组成的家庭，以数
十年的坚守，将“廉洁从税”的职业
操守与“家和业兴”的治家智慧交融
共生，成为新时代文明家庭的生动
注脚。

作为税库前的“铁账本”，邹涵君
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税
务稽查工作，审理案件保持“零差
错”。先后获得无锡市十佳女税官、
中国好人、中国好税官等多项个人荣
誉。邹涵君的丈夫章秋明是税务系
统公认的“拼命三郎”。2016年金税
三期系统上线攻坚阶段，以连续113
天高强度昼夜奋战，圆满完成任务。

夫妻俩严守“8小时内守税库，
8小时外守家风”准则，把“廉洁从
税”刻进家风密码。章秋明眼中，妻
子工作效率高，执行力强。而邹涵
君对丈夫的评价则是：“他那股子韧
劲，我很佩服。”“家庭就像合伙企
业，我们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
人。”章秋明的“家庭组织论”，是这
个家的相处之道。在他看来，8小
时内做好本职工作是“立身之本”，
8 小时外的温情家庭是“生命之
本”。晚上的小区步道上，常有夫妻
俩散步的身影，聊的不是家长里短，
而是交流各自遇到的业务难题。“虽
然岗位不同，但总能从对方的思路
里找到灵感。”邹涵君笑着说。

屋檐下的“哲学课”更显温情。
章秋明用“西游记取经论”“大树喻”
引导儿子成长，民主包容的家风把
儿子培育成上海交大直博生。这个
身着税务蓝的家庭，用数十年的坚
守证明：文明是把小事做好的坚持，
家风是春风化雨的传承。（孙暐、见
习记者 吴玉雯、实习生 庄铖瑀）

邹涵君家庭

税务蓝里的
文明密码

本报讯 7月 22日晚，电影《南京
照相馆》在南京首映，这部由中影（无锡）
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首部光影
作品，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影片将镜头投向1937年寒冬的南
京城。日军屠城之际，一群身份各异的
普通人，有冒名求生的邮差、为日军工作
的翻译，有怀抱演员梦的“龙套”、照相馆
老板一家，还有痛失至亲的警察，他们为
求生而躲入吉祥照相馆。命运却让他们
被迫为日军冲洗底片。当血腥屠戮的罪
证照片在显影液中浮现时，他们内心的
挣扎与转变悄然开始。这群平凡人，从
最初的“想自己活下来”，最终共同选择
了“想让罪证底片留下来”。电影用照相
馆这一微小切口，以罕见视角，将日军为
炫耀“战绩”而拍摄、最终却被中国平民冒
死保存的罪证照片“从何而来”的故事，鲜
活地呈现于银幕。这些照片不仅是对侵
略者无声的控诉，更是民族尊严与希望的
寄托。影片以小人物的群像，具象化地传
递了中国人面对绝境时迸发出的不屈勇
气与集体觉醒。

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王骁等演员
刻画了角色从求生本能到责任觉醒的内
在蜕变。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历史的重
量，所有照片均严格尊重史料。正是这

种细致入微的还原，让观众得以在“山河
破碎”的强烈视觉冲击中，感受历史的真
实温度，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南京照相馆》作为中影（无锡）项目
落地惠山区的首部力作，其高效产出正
是无锡建设“文化强市”“电影强市”决心
的缩影。江苏锡西影视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斌表示，中影（无锡）项目落

地惠山区钱桥街道时，惠山区以“保姆
式”服务按下“加速键”。从签约到营业
执照异地申领完成，仅用了3天时间。近
年来，无锡影视产业已形成“精品化”“规
模化”的态势。在2025年江苏计划上映
的重点影片中，“无锡出品”占比将过
半。从8月即将上映的《东极岛》（75%场
景在惠山搭建），到《跨过鸭绿江》《梦华

录》，还有微短剧《七月的风是甜的》，惠
山区正成为精品剧作的孵化沃土。

据悉，目前惠山已集聚影视相关企
业78家，服务剧组112个。随着“中影”

“儒意影业”“七印象（无锡）”等头部企业
的入驻，全产业链闭环正加速形成。当
前，国际标准数字虚拟摄影棚、LED虚
拟拍摄系统等前沿硬件布局持续完善，
国家级影视技术实验室呼之欲出。随着
锡西文化创意产业园2.3万平方米新载
体的启用，园区将迈入“影视+”全产业
链融合新阶段。

政策春风持续助力。今年4月，无
锡市发布《关于推动无锡市电影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到2027年
构建“科技制片+数字影都+影视生态”
三位一体的产业高地，目标直指长三角
电影工业化核心枢纽。惠山区结合区域
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实际，近期将推出《关
于推动惠山区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试行）》，在精品创作、在地拍摄、
企业发展、产业集聚、载体建设、节展活
动、产教融合和电影生态等方面全方位
加码，通过三年计划，迎来一波强势增
长，助力全市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南京照相馆》将于7月25日
全国上映。

（裘培兴、黄振 文/蒋严 摄）

中影（无锡）项目落地惠山首部力作献礼抗战胜利80周年

无锡出品《南京照相馆》在宁首映

国家文旅部相关专家
预测2025年暑期消费新图
景——除了常规的自然景
点，世界文化遗产探访与情
感共振型文化体验正成为游
客的“心头好”。

记者发现，在锡城，不少
跨界人才正在用与以往不同
的创新思路，与旅行者一起
“重构”旅游生态，让“到此一
游”的浅层观光，转变为深度
认知与情感交融的“深度沉
浸”体验。

文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