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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猜灯谜 居民齐欢乐

猜灯谜又称打灯谜，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民
俗文娱活动。 为了让居民感受传统元宵习俗，
昨天，海州区新东街道巨龙社区举办“庆元宵
猜灯谜”活动，近百个灯谜让居民过足了猜谜
瘾。

昨天上午10点，笔者来到巨龙社区活动广
场，看见广场走廊上悬挂着谜语的红色纸条随
风飘荡。活动前，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谜面，
灯谜的种类涵盖了“传统民俗”“廉政文化”“科
普常识”“敬老孝亲”“绿色环保” 等方面内容。
猜谜活动开始后， 居民们争先恐后地竞猜抢
答，有的独自思考，有的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探
讨，不时传来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活动中，市妇
联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来到现场参与猜
灯谜，感受元宵节传统习俗。

不到一小时，近百个灯谜被居民们基本猜
中了，他们拿着灯谜和社区工作人员兑换了小
礼物。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市民
俗博物馆副馆长徐洪绕说：“‘猜灯谜’又叫‘打
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灯谜最早是
由谜语发展而来的，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
是一种富有讥谏、规诫、诙谐的文字游戏。自南
宋开始， 人们将谜语悬之于灯， 供人猜射。如
今，每逢元宵节，我们都会在社区、老街等活动

场所举办猜灯谜活动，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
饶有兴趣， 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居民喜爱。还
有些居民在猜灯谜的过程中，希望自己猜中更
多灯谜，寓意今年生活更顺利。”

居民董翠银猜中了一个灯谜，兑换了一盒
牙膏， 她高兴地说：“社区这个活动搞得太好
了，多少年不用的脑子又‘动’起来了，元宵节
的气氛也浓厚了。”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既有传统特色，又具
有浓烈的节日气氛，让居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魅力的同时，增进了社区和居民群众之间的交
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的
凝聚力。”巨龙社区党委书记王蓓说。

文艺爱好者欢喜闹元宵

2月14日下午，海州区新南街道云海社区举办“我
们的节日·元宵”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们自编自
演，通过歌舞表演、乐器弹奏等多种形式喜迎元宵佳
节，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文艺汇演在歌舞《红红的中国》中拉开序幕，浦建
芬等6位老人的精彩演出，展现了新时代退而不休老年
文艺爱好者们的青春步伐，将演出活动引向高潮。一个
个喜庆的歌舞表演， 反映新时代社区居民们良好的精
神面貌，营造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喜庆祥和的浓厚
节日氛围。

小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独唱《红梅
赞》等经典老歌的演出，现场感染力特别强，居民们热
情高涨，不少人都跟着节奏轻声哼唱。

合唱团的几位演出成员，年龄最小的也都70多岁
了，年龄最大的王继柳老人已经90岁了。合唱团成员
杨光明，今年81岁了。老人说，他们这几个人平时都喜
欢唱歌，虽然不专业，但是热情很高，每次社区有活
动，都会积极参加。

“老年人的生活很单调，睡觉、看电视是很多老年
人老年生活的全部，我们就喜欢出来唱唱跳跳，不仅
锻炼身体，活动活动心情也好。”杨光明老人说，年龄
大了更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这次元宵文艺演出，除
了小合唱，他还准备了独唱《我的祖国》，每每唱到高
音部分，大家都纷纷为其鼓掌。

“今天，我们载歌载舞，非常开心，社区文化活动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也让我们体
会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会拿出更高的热
情，用更精彩的节目，赞美幸福生活。”社区文艺爱好
者赵美萍高兴地说。

为了让大家共享节日欢乐，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利用中午时间提前准备， 包了很多的汤圆饺子，
并在活动室里悬挂了小彩灯以及带着灯谜的红灯笼，
大家一起看着节目吃着美味，演出结束后还参与了有
奖猜灯谜，其乐融融。

昨日，宋跳小学的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在校园里悬挂自
己寒假制作的花灯，营造校园节
日氛围，庆祝元宵节。

记者 于海洋
通讯员 纪树刚 摄影报道

近日，海州区洪门街道关工委联合洪门村党员志愿者组
织开展了元宵节创意DIY灯笼活动， 以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动
方式带孩子们迎接元宵佳节。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孩子们
合力DIY制作元宵灯笼，为乡村增加了欢乐、吉祥的元宵节日
氛围。 记者 侍敏 通讯员 李帅 摄影报道

昨日，海州区新南街道玉带
社区开展了“浓浓邻里情、欢乐
庆元宵”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提
前准备好包汤圆所需的糯米粉、
馅料等食材，和前来的居民代表
一起动手和面、和馅、搓汤圆。并
将包好的汤圆送到辖区内特扶
家庭、空巢孤寡老人家中。

记者 袁春梅
通讯员 陈婧雯 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 赣榆区青口镇
总工会举行 “我们的节日·元
宵”多彩灯谜“映”冬奥主题活
动， 吸引众多居民群众前往参
加猜灯谜、闹元宵活动，既增添
了节日气氛， 又让大家学到了
传统文化知识，寓教于乐。

记者 伏广进
通讯员 朱代桂 摄影报道

近日，连云区墟沟街道东园社区开展“巧手做灯笼、欢喜
闹元宵”主题活动。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盏盏透着喜庆的手工
灯笼在孩子们的手中慢慢呈现出来，活动现场喜气洋洋，呈现
出一派祥和欢乐的节日氛围。

记者 徐誉宁 通讯员 田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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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节日， 无论形式如何创
新，变的是潮流，不变的是传统。又到
一年元宵节， 春节的节日活动也在这
一天走向尾声达到高潮。 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
活，连日来，港城各家社区都积极行动
起来，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庆祝元宵佳节，全市处处洋
溢着欢乐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社区居民包汤圆
弘扬传统庆元宵

元宵佳节，吃汤圆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昨日，海州区
新浦街道菜市社区组织居民和志愿者开展“浓情元宵、温暖邻
里”包汤圆活动，吸引数十位居民参与。

昨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港城迎来了降温，但新浦街道
菜市社区活动室内却暖意融融。活动现场，一张大方桌上摆满
了包汤圆的材料，志愿者和居民们挽起袖子，揉面团、放馅料、
搓汤圆， 大家各自发挥所长， 围在方桌前热热闹闹地包着汤
圆、聊着家常，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志愿者示范指导下，很多
年轻人也积极尝试学习包汤圆的技巧。

“包汤圆最重要的是要把面跟馅儿做好……”志愿者成
芳一边用温水和面，一边教年轻人包汤圆。她介绍，包汤圆的
面要揉得不软不硬， 做馅儿时要在芝麻里加入猪油才好吃，
最好提前准备好，让黑芝麻与猪油融合几个小时更香。

随着一双双巧手的揉搓， 一个个白白胖胖的汤圆很快就
包好了，居民们将汤圆进行了分装，送给社区的环卫工人、外
来务工人员等，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和社区工作
人员还将汤圆送到了他们家里。

“一个个汤圆饱含着大家对我和老伴的关心，这让我们很感
动。”当志愿者将汤圆送到89岁高龄老人孙涛的家中时，他激动
地说，老伴因病卧床多年，但社区和志愿者经常上门义务帮扶他
们，逢年过节更是经常送一些吃的给他们，让他们感觉很温暖。

“元宵节组织居民一起包汤圆，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同时也增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交流，营造了邻里和谐
氛围。”菜市社区党委书记闫玉梅说，今后该社区会利用传统
节日，多组织策划有意义的活动，让居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为确保党员冬训全员全覆盖，近日，海州区新东街道党工委
采取“送学上门”的方式，为老党员送上了党员冬训大礼包，与他
们共学党史，做到党员学习“不漏学”“不掉队”，有效推进“党员学
习+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

记者 牟进勇 通讯员 陈怡璇 王雅萱 摄影报道

近日，海州区郁洲街道东苑高新社区开展教育培训机构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社区工作人员重点查看了教育培训机构的卫生条
件、消防设施、用水用电情况及经营证件等，同时提醒经营者，提
高安全意识，定期做好日常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为学生
和家长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

记者 陈兵 通讯员 刘丹 摄影报道

李玲：

十余载志愿服务满满正能量

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人
们开始投入新一年的工作中，
而家住海州区新浦街道站北
社区的李玲也开始了新一年
的志愿服务工作。虽然她已经
年过六旬， 但却充满活力。10
余年来，她奔走在社区各个角
落，义务参与巡逻、照顾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帮助邻里解
决琐事、化解纠纷等，渐渐成
了邻里间的“贴心人”，将温暖
带给身边的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近日，李玲专门去超市购
买了羊奶、 糕点等慰问品，与
站北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来
到辖区一位高龄老人的家中
看望老人。原来，这位年过百
岁的老人几个月前因为身体
不适开始卧床， 从那以后，老
人的情绪变得不好。老人的女
儿因为担心老人，于是向社区
工作人员求助。而李玲了解情
况后，便主动要求一同前往。

“老人家，心情一定要好，
这样身体就会好起来，等天气
暖和了，我召集志愿者带您出
门转转……”当天，李玲真切
的话语，很快让老人打开了话
匣子，老人的心情也变好了很
多，当即答应李玲要乐观面对
生活。

都说做一件好事不难，难
的是一直做好事。熟悉李玲的
人都知道，李玲就是一位一直
坚持做好事的人。退休近20年
来， 每当有人向她寻求帮助
时，她都会竭尽所能、热情真
诚，宁可跑断腿、磨破嘴，也不
能对不起大家对她的信任。辖
区内的居民患病急需医药费，
她积极捐款，并经常上门看护
照顾；了解到身边有的家庭生
活困难，她立刻给他们送去生

活用品和慰问金；每年春节前，
她还会拿出数百元捐给贫困家
庭的孩子们，作为孩子们的学
费……

同时她也经常无私地帮助
陌生人。几年前，她通过新闻媒
体得知一位孤寡老人生活困
难， 她多方打听老人的联系方
式，并将数百元生活费捐给了
老人。每年三伏天，她都会自掏
腰包为环卫工人购买防暑物
品；每年数九寒天，她会亲自熬
制姜枣茶送到环卫工人的手
中。 她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大
家，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贴心“李
大姐”。

不仅如此，李玲还每天坚
持义务巡逻，每当在巡逻中发
现有的居民将车停在消防通道
上，或者有的居民出门忘记拔
掉门上的钥匙等，她都会第一
时间联系当事人，同时积极向
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开展反电
信诈骗宣传工作，保障居民生
命财产安全。在李玲的影响下，
她的爱人也加入了社区志愿者
的行列，经常和李玲一起，参加
社区志愿活动，不仅如此，她的
朋友和邻居们也积极向她靠
拢，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不管多辛苦，只要看到社
区面貌越来越好，居民越来越
幸福， 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
得。”李玲说，她的母亲就是个
“热心肠”，在她的印象中，母亲
经常帮助别人，从来不求回报。
她从小耳濡目染，心底早已播
下了热心公益、志愿服务的种
子。今后，她会继续发挥余热，
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我市至苏州道路客运暂停

本报讯 （记者 黄威 通讯
员 万燕） 笔者昨天了解到，即
日起，我市至苏州道路客运暂
停，近期市区及各县区汽车站
前往苏州的客运班车车票已
经不能购买，铁路交通未受影
响。

当前，苏州疫情防控正处
在防扩散、 防外溢的关键阶
段。2月14日，苏州市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 暂停省市际道路客运班
车、包车。暂停省市际毗邻公
交。笔者查询后发现，在某购
票软件上，苏欣快客站至苏州

的车票显示“已售罄”，我市东
海、赣榆等县区汽车站至苏州
的客运班车，2月底之前的车票
也已经无法购买。

我市至苏州的铁路交通暂
时未受影响。笔者在12306网站
查询后了解到，目前，连云港火
车站前往苏州的旅客列车，每
天有20多个班次，均能正常购
票，总体余票较为充足，部分热
门车次如G7794车票紧张。铁
路部门提醒，旅途中请全程规
范佩戴口罩，主动配合落实好
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
的旅行环境。

喜气洋洋闹元宵 民俗活动玩起来
编 者 按

□ 徐誉宁

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们了解元宵节，感受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和独特魅力，昨日，钟声亲亲宝
贝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元宵节系列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开启新一年的序幕。 通讯员 高敏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