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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民重视教育，孩子出生上早教，父母学瑜伽健身，爷爷奶奶
奔赴老年大学唱歌画画，全家人穿梭锡城，学得不亦乐乎。

在太湖花园第一社区，社区居民不出小区门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
源，而且全部免费。昨天，记者走进社区，探访这所居民学校。

日前，锡山区安镇街道“九里
有戏”邻里锡东社区迎新会暨锡
山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活动
在水岸佳苑街头公园举行。

舞台上，安镇辖区的13支文
艺特色团队为社区居民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表演：动感的舞蹈、激昂
的合唱、字正腔圆的戏剧演出、热
情澎湃的广场舞……台下掌声如
雷，观众喜笑颜开，共享岁末文化
大餐。

舞台20米外，来自锡山书法
家协会的40多位书法家把对社
区居民的关爱、对安镇的祝福全
都倾注到笔墨中。大家挥毫泼
墨，一对对寓意吉祥的春联紧扣
新时代主题，一个个“福”字温暖
人心，一个个“安”字更是将美好
祝愿与安镇紧密相连，寓意质朴
而深远。活动持续两个小时，送
出800副春联、800个“福”字和
200个“安”字。 （安宣）

本报讯“古国春长，梅自三
千年前绽破；斯文源远，客从两万
里外归来。”日前，“城门挂春联，
无锡开门红”揭联仪式在梅村古
镇揭开面纱，7米巨幅大红春联亮
相古镇城门。

“城门挂春联，江苏开门红”
活动是在江苏13市举办的跨界
大型民俗活动。今年无锡市一马
当先，在全省率先举行揭联仪式，
望湖门、光复门和梅村“五联同
挂”。梅村古镇更是“一门三联”，
分别由江苏省书协副主席马亚、
无锡市书协主席孙璘、新吴区书
协主席夏俊书写。

“古国春长，梅自三千年前绽
破；斯文源远，客从两万里外归
来。”主联撰写者牛牧之来自甘肃
兰州。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
教授评点这副联时曾说：梅村早
在3000年前就有种梅的历史，上
联写“梅”，从时间维度写出梅村

梅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古镇的历史
厚重感。下联写“人”，从梅村频
频走出大师级人物，他们学贯中
西，在海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上
联写出历史之悠久，下联写出空
间之广阔，对联虽短，却写出恢弘
的气势。

挂在梅村古镇的另外两联则
分别是来自田兴隆所撰的“红梅
自一镇绽开,福连万里；春色凭二
胡拉出,声动九州”和解云凤所撰
的“花事牵情，揽胜寻芳，春在枝
头招展；吴歌醉客，探幽怀古，梦
干梅里徜徉。”望湖门及光复门则
分别为张文静所撰、张国擎所写
的“望远骋怀，收百八杵钟声，三
千年佳气；湖澄水阔，看春随红日
暖，梦逐锦帆飞”和赵文华所撰、
王伟林所写的“光彩新元，催梦笔
春笺，胜境泼成中国画；复兴瑞
象，允樟香梅韵，多情托起太湖
珠”。 （张颖）

本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由无锡
法院等单位共同制作的公益普法动漫
短片日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
合频道的“法律短视频评选”中，经过全
国广大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从6000
多条候选视频中脱颖而出，成为江苏省
政法系统唯一获得全国十佳“优秀普法
短视频”的作品，也是获奖作品中唯一
以扫黑除恶为主题的作品。

这部名为《擦亮眼睛！三分钟教

你识别黑恶势力》公益普法动漫短片
在“2019年度法律创新影响力大会”
上大放异彩，短视频结合新吴法院审
理的涉黑涉恶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用动漫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什么是
黑恶势力、黑恶势力有哪些表现形式
等。短视频推出后，受到CCTV今日
说法等栏目的转发推介。短视频由
无锡高新区（新吴区）法院联合区扫
黑办、区司法局共同制作。（石易）

孩子们有寒暑班，成年人有就业培训和兴趣班，老年有老年大学

这里的居民真正“活到老学到老”

梅村古镇
“一门三联”迎新春

“九里有戏”在安镇
喜送万福进万家

昨天上午，盛世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及红十字会志愿者来到辖区百
岁老人顾桂娣家中，送上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陈玉君、杨丽红）

走访慰问百岁老人走访慰问百岁老人

居民学校的开设，不仅丰富了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还拉近了邻里关
系。79岁的居民闻仁在学校书法班
当了8年书法老师，带出一批学有所
成的学生。他说，班上的学生有老有
少，以前互不认识，如今却是亲热得
犹如一家人。

87岁的陈秀妤已在这一社区住
了21年。她是社区合唱班的优秀学
生，更是居民学校最年长的学生。陈
阿婆说，老年人最怕孤单，但居民学
校最不缺的就是热闹。合唱班的同
学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唱歌则让她的
生活变得更快活。

66岁的须蔚霞已在居民学校舞
蹈班学了3年舞蹈，民族舞、拉丁舞、
爵士舞等都不在话下。她自称不是个
活跃的人，但在舞蹈班里认识了不少
小姐妹，性格变得开朗起来，身体更
棒。同班56岁的高丽还聊起了老师
身患癌症但热舞不止的抗癌励志故
事，表示居民学校内充满了正能量。

和锡城大多数长辈们不同，这里
的居民对即将到来的寒假一点也不

“害怕”。大家表示，孩子们可以在居
民学校里学习国学、做手工、了解法
律常识和党史故事，有兴趣的还可以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航天馆或
体验黑暗增强眼睛保护意识。

张宇红说，去年，居民学校确立了
“太湖学苑”社区教育品牌，下设“梅
颂”、“兰馨”、“竹风”、“菊韵”四大学堂，
开设20多种不同的课程，并做了详细
的课程设计，使居民在“梅兰竹菊”文
化浸润与熏陶中获得综合素质的提
升。“太湖学苑品牌Logo是一块曲面
的花岗岩书页，寓意流动的太湖水像
一本打开的书，读书的规律好像水的
流动，引导居民不断学习、不断创新。”

（晚报记者 金恬伊／文、摄）

如今，居民学校已覆盖所有年龄
段的社区居民，通过志愿者服务或
延请优秀师资，居民可以在自家门
口学习“十八般武艺”。据介绍，0-3
岁的小孩有早教班，学龄儿童可以
在寒暑假参加国学、红色教育、社会
实践、美育等课程，孕期妈妈有孕期
培训班，成年人有亲子、瑜伽、烘焙、
舞蹈、就业技能培训等多种兴趣班，
老年人的课程是最丰富的。工作人

员周艳艳说，至今为止开设了电脑、
隶书、楷书、行书、民族舞蹈、中式点
心、书法理论、串珠、丝网花、柔力
球、葫芦丝、巴乌、养生保健、瑜伽
班、歌咏、国学诵读、太极拳、手工编
织、智能手机、学说无锡话等二十多
门课程。据统计，已有6000人次参
加老年大学课程，良好的口碑还吸
引了雪浪、东 地区的居民赶来报
名。

“活到老，学到老，让居民获得免
费优质的终身教育，是我们打造社区
学校的诉求。”社区居民学校副校长
张宇红介绍，太一社区成立于1999
年12月，隶属于新吴区江溪街道，目
前所辖太湖花园一期、太湖花园三期
和万科家园三个小区，居民4299户，
总人口12500人左右，其中本地居民
7800人左右。实施终身教育、打造
学习型社区，已成为当前社会教育发
展的题中之义。为此，太一社区早在
2011年就成立了居民学校，并创办
出无锡首家社区自办的老年大学。

居民学校位于社区服务中心。
记者看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区域供
居民休闲娱乐，有定时定点的便民服
务站，还有食堂提供美味菜肴。占地

最多的，是居民学校的各个教室。在
室内，太一居民学校根据自身特点，
基于“浸润式”理念，将社区打造成学
习的实境课堂，拥有法制学校、家长
学校、早教俱乐部、N度空间青少年
校外学习基地、图书阅览室、多功能
排练厅、源动力健身吧、逸龙工作室、
廉和书画室、e动网吧等多个专门教
学场地。在室外，百米廉和文化长廊
由6组、72块展板组成，通过张贴漫
画、书法、文章等，让社区居民学校的
功能由室内向室外延伸辐射，打造

“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学习环境。
通过居民学校经费和上级扶持，学校
购置了多媒体一体化数字录播系统、
钢琴、钢化白板、各类书刊等充实各
个功能室，完善教学设施。

设施齐全，浸润式教育随时学习

课程丰富，终身教育覆盖全年龄

邻里融洽，从路人变成“一家人”

无锡公益普法动漫片获全国十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