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苏州园林版昆曲《浮
生六记》实景表演近日走红。在
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内，观众在

“沈复”“芸娘”引领下漫步园林，
通过浸入式体验，获得审美愉
悦。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著名昆曲小生张争耀
扮演沈复，优秀青年昆曲演员唐
薇扮演芸娘。唐薇来自宜兴，她
与张争耀是江苏省戏剧学校昆曲
科表演专业的同学，毕业后一同
安排到江苏省昆剧院工作，是江
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

苏州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
制作人前天透露，沧浪亭浸入式昆
曲《浮生六记》入选第四十四届世
界遗产大会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成
就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日前明确，第四十四届世界
遗产大会将于下月在福州开幕。

《浮生六记》原是清代文人沈
复的自传体散文，被学者们誉为

“晚清小红楼”，书中所记录的沈
复和芸娘的故事被后人誉为最令

人羡慕的古代爱情。他们初见倾
心、再见动情；少年夫妻、恩爱非
凡；他们青梅酿酒、月光对酌，是
讲述我国古代文人婚姻生活的一
本充满美好情愫的书。在今年4
月4日推出的沧浪亭《浮生六记》
4.0版中，张争耀、唐薇等演员的
精彩演出，让观众感觉到古典、传
统和爱情那么近、那么美。

唐薇出身于戏曲之家，父母
都是宜兴市锡剧团的演员，伯父
唐振华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锡
剧表演艺术家。唐薇从小热爱戏
剧表演，考上江苏省戏剧学校昆
曲科后茁壮成长，于2004年从江
苏省戏剧学校毕业。她擅长剧目
有《雷峰塔·断桥》《红梨记·亭会》
《孽海记·思凡》《西厢记·佳期》
等，《风筝误全本》随青春版《牡丹
亭》《1699·桃花扇》赴韩国以及
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交流演出，她
先后荣获首届“红梅杯”戏曲大赛
银奖、第二届“红梅杯”戏曲大赛
铜奖。（何小兵/文 受访者供图）

苏
州
园
林
版
昆
曲
《
浮
生
六
记
》
实
景
表
演
走
红

宜
兴
出
了
昆
曲
名
角

沧
浪
亭
里
演
芸
娘

2021.5.19 星期三
责编 周震 ｜ 版式 唐立群 ｜ 校对 李萍 看无锡 A07

本报讯 走进旺庄街道长江社
区长江国际花园睦邻点，屋内一片
和乐融融之景：楼下是几名老人和
工作人员在一起包饺子，楼上是十
多名社区居民在讨论如何进行楼道
自治。这里并不是社区服务中心，
而是刚投用的“邻享家”睦邻点。

长江社区辖区面积20.12万平
方米，拥有七个商品房小区，但常
住人口才八千多，“地广人稀”就意
味着几个小区彼此距离较远，平时
办事、沟通多有不便，于是长江社
区以“长江邻享家”为主品牌，在各
小区打造“邻享家”睦邻点，创建

“五微”特色阵地，为新吴区内首
创。长江国际花园睦邻点已于上
月底建成，剩余六个正在规划与建

设中。
每个睦邻点都配备一位网格

员，每周定时定点会在睦邻点办公，
为辖区居民提供政策咨询、志愿服
务、民情民意收集、纠纷矛盾调解等
多元化的家门口服务，目前累计服
务群众30多人次。

微社群阵地，传播社区文化强
音。长江国际花园睦邻点同时集居
家养老服务站、残疾人工疗站于一
体，利用150余平方米的便民服务
中心，配备多功能互动教室、图书
馆、娱乐室、休息室等，为小区居民
在家门口开展文体娱乐、交流互动
提供了场所与机会。

微协商阵地，协商议事人人参
与。依托睦邻点，社区充分挖掘党

员先锋与居民骨干20名，以“楼道
微自治”为切入点，引导居民自主发
现问题、自主议事讨论，通过协商自
治，调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解决社区
问题。

微联盟阵地，盘活资源共建共
享。社区引导共建单位、群体组织
走进睦邻点，每月为邻里居民开展
义诊、咨询、文化活动等便民志愿服
务，累计开展各类活动3场次。

微红色阵地，筑牢党员理想信
念。睦邻点累计组织本片区党员
开展送学上门。党课教育、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6场次，开启

“党员生活驿站”，与群众零距离
联系。

（吴雨琪）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昨天，迎龙桥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在百脑汇广场举办了“百年征
程耀初心 红韵迎龙展风采”党史学
习教育暨全民阅读、“红色印记 E起
学”网络文化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紧紧围绕“百年征程耀初心
红韵迎龙展风采”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街道组织党员志愿者、辖区共建单位、
社区艺术团、基层百姓名嘴等代表，通
过诵红色经典、唱经典红歌、做红色传
人，用最亲切的语言，把红色革命主旋
律输入群众心田，营造了浓厚的学习
氛围，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百年征程照耀
初心，以先锋模范榜样展现迎龙风采。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书籍是最好的
朋友。街道发出全民阅读活动倡议，通
过整合社会力量，拓展城市阅读空间，
健全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网络，打造多媒
体阅读终端，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全民
阅读，广泛开展“书香迎龙”“全民阅读
春风行动”“行走的书屋”等全民阅读系
列活动，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
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为进
一步扩大党史学习教育覆盖面，街道
还启动了“红色印记 E起学”网络文
化活动，搭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红色精神“云”平台，让学习
由“面对面”变为“屏对屏”，线上线下
同频共振，在一张张弥足珍贵的老照
片、一件件富有年代感的老物件中，回
顾党史、学习历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鼓励推出一批制作精良、
感人至深的线上线下优秀“红色作
品”，讲好党的百年光辉史，全力打造
迎龙人的红色“网络文化盛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迎
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晓红表示，作为
梁溪中心城区城市建设、城市更新和城
市管理的主战场，迎龙人将继续坚持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而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练维维）

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萍）家住
芦庄的王凤英已年近九旬，自退休来锡
后，每月都会去邮局给认识或不认识的
人寄点钱，帮别人渡过难关。据悉，这
些年她捐出的善款已有十万元左右。

前些日子，一起交通事故牵动着
王凤英的心，她特意跑到芦一社区表
示要捐款。王凤英今年88岁，她从
南通的商业系统退休后，来到无锡和
老伴团聚。在她家里，房子近乎毛
坯，水泥地、使用了多年的旧家具，异
常朴素。王凤英说，儿子有时给她买

了新鞋，她也舍不得穿。但每次看到
别人有困难，她都会捐款。在她家
里，用夹子夹起的汇款存根有几大
叠。在这些存根上，有时可看到她的
留言：“祝××早日康复”“因年迈外
出少，今趁方便寄上微薄心意”……
这些汇款有时她会署自己的真名，有
时会化名“王心虔”，还有时会写上

“江南晚报读者”等字样。
王凤英是南通人，她说自己从小

命苦，5岁没了母亲，靠外婆和姑母等
带着长大，父亲也在她25岁那年去

世。从小要挑猪草、挖荠菜，生活艰
难。但靠着亲友帮衬，她生活慢慢好
转。她的老伴是镇江人，打小和双目
失明的母亲一起生活，10多岁就来无
锡了。两个苦命人经人介绍结婚，但
两地分居长达42年，每年只能靠两
周探亲假团聚。自己经历过苦难，才
知道生活的不易。王凤英说自己刚
退休时月退休工资只有108元，现在
慢慢涨到了三四千元，她觉得这些钱
够用了。子女们生活也不错，不需要
她操心。每每回想起以前受人相助

的岁月，她都想着能为这个社会出把
力。每年一日捐，别人捐10元、20
元，她都是捐300元。她爱看报，看
到报上说有人生病需要帮助，就会把
钱寄到报社或红十字会。以前帮助
过她和老伴的亲友们，家里遇到事，
她也总以感恩之心寄点钱去以表心
意。每月去几趟邮局，捐上几百元，
对她来说是常事。问她总共捐了多
少钱，王凤英说前几年她曾统计了一
下，是62096元，加上这几年的，已有
10万元了。

年近九旬的她爱心捐款已十万元
有时会在汇款单上署名“江南晚报读者”

“百年征程耀初心
红韵迎龙展风采”
党史学习教育暨全民阅读、
“红色印记 E起学”
网络文化活动启动

打造“邻享家”睦邻点，创建“五微”特色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