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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臧子青

清晨的阳光洒在苏宿工业园区
苏州公园，唤醒了这片“家门口”的
绿意空间。眼下正是运动健身的好
时节，很多市民来这里锻炼身体、放
松身心。

“我天天来这，沿着河边走几
圈，出出汗，一天都有精神！”6 月 11
日一早，家住朗诗·蔚蓝溪苑小区的
市民刘翠红笑着说。每天清晨，她
都会推着载着孙女的婴儿车，一边
慢悠悠地走在苏州公园里，一边和
身旁的老朋友聊天。

苏州公园里，跑步、散步、跳广
场舞的市民比比皆是。不远处，穿
着一身运动装的市民李名玉正借助
栏杆压腿，她笑着说：“平时坐办公
室腰肩都僵硬，来公园放松一下，环
境好，心情也舒畅。”

苏州公园里新添置了直饮水设
备 ，记 者 看 到 不 时 有 市 民 接 水 饮
用。带着孩子散步的市民王女士
说：“带娃出来最怕没水喝，有了直
饮水，方便多啦！”

沿着苏州公园的小径再往里，
有一片较为开阔的区域。这里，广
场舞队伍动作整齐划一，伴奏音乐
轻快悠扬。“大家凑在一起跳舞，既
能健身，又能交朋友。公园就是我
们的‘露天舞台’！”领舞的市民张秀
丽热情满满地说。一旁，几个小孩
在家长的看护下玩耍，稚嫩的笑声
为公园增添了童趣。

傍晚时分，苏宿工业园区玄武
湖西路临时健身场地同样热闹非
凡。跑道上，市民慢跑锻炼；健身区
里，广场舞队伍活力起舞；球场上，
爱好者们尽情挥拍……这片运动场

地，成为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社
交的热门打卡地。

“以前想运动，得跑老远找场
地，现在下楼就能锻炼！”正在慢跑
的市民周小凤笑着说，“自从有了这
个健身场地，我每天都会来跑上几
圈，既能锻炼身体，还能看看风景、唠
唠家常，感觉生活都更有滋味了。”

而一旁的广场舞队伍里，既有
退 休 老 人 ，也 有 下 班 赶 来 的 年 轻
人。“大家凑在一起，跟着节奏动一
动，能缓解压力，特别好！”周小凤
说，跑步前，她会到广场舞区域跟着
大家跳一会儿，算是热身的一部分。

据了解，苏宿工业园区玄武湖
西路临时健身场地占地约 2.2 万平

方米，涵盖健身跑道、全龄段健身
区、综合儿童活动区、平地轮滑场，
还有丰富的球类场地，羽毛球、篮球
等球类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
空间。“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家门
口的运动乐园’，满足不同年龄段居
民的健身需求。”该临时健身场地相
关负责人说。

从公园绿地到健身场地
市民在“家门口”唤醒活力

■ 本报记者 臧子青

6 月 12 日，宿迁市老年大学
春季学期教学成果展演在宿城区
幸福北路雪枫公园东门附近酒店
宴会厅举行。银发学员们以舞
蹈、模特秀等形式，生动诠释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

展演现场，各个班级准备的
特色节目接连亮相。舞蹈班带来
古典舞表演，学员们身着汉服，广
袖轻扬，舞姿曼妙。“这套汉服是
我们特意为节目准备的。排练时
大家反复琢磨动作，就想把古典
美好好展现出来。”舞蹈班学员马
丽笑着说，脸上洋溢着自豪。

模特班学员则气场全开，在
动感旋律中迈出自信台步。60
多岁的王素春分享：“我之前是零
基础，刚开始上台特别怯场，经过
学习，现在走台步时，感觉特别有
成就感！”

舞台之上，风采尽展。除了
古典舞、模特秀，现场还有民俗
舞、扇舞的表演。

该展演活动负责人张梅介

绍：“宿迁市老年大学的排练室
内，藏着学员们的努力。舞蹈排
练时，老师站在前方示范，银发学
员们专注跟练。有些动作对他们
来说确实难，但他们都憋着一股
劲，一遍一遍地练。而在模特秀
排练中，学员们需要对着镜子调
整姿态，从步伐到表情，反复打
磨，虽然年纪大了，但大家的学习
热情丝毫不减。”

宿迁市老年大学副校长王孝
玲表示：“此次四个班级联合演
出，不仅展现了师生的默契配合，
更彰显了银发群体‘变老也要变
好’的生活态度。希望每位学员
都能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年龄从不是热爱的藩篱，大
家在舞台上绽放的自信，就是晚
年最美的模样。”张梅感慨地说，
从排练时的执着付出到舞台上的
精彩呈现，银发学员们用行动诠
释着对生活的热爱。这场教学成
果展演，不仅是才艺的展示，更是
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生活态度的传
递，让人们看到，晚年亦可绽放别
样风华。

银发逐梦，绽放别样风华

■ 本报记者 钟巧 夏莉莉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6月 11日上午，泗洪县老
年大学声乐教室内传出激昂的合
唱声。50 余位银发学员正襟危
坐，在专业老师指导下，激情演绎
歌曲《保卫黄河》。

如今在泗洪县，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通过“文化养老”重塑生活
方式。老年教育的普惠发展，让

“银发族”重拾“读书郎”的朝气，
体验“潮生活”的乐趣。

近日，82 岁的朱先龄老人一
直专注地参与合唱排练。他每周
都会骑着自行车准时到泗洪县老
年大学上课，风雨无阻。

近年来，泗洪县老年大学坚
持“康乐学为”办学理念，构建“学
科多样化、师资专业化、管理规范
化”的教学体系。“许多学员‘留
级’多年，学完一门又报新科目，
成了‘不想毕业’的老学员。”泗洪
县老年大学教务负责人陈秀娟介
绍，该校目前已开设声乐、舞蹈、
书 画 等 多 门 课 程 ，年 均 学 员 超
600人次。

据了解，泗洪县老年大学已
培养近千名文艺人才。学员们自
发组建艺术团，年均开展社区义
务演出 20余场，惠及观众超 8000

人次。
“在这里，我结识了志同道合

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
上完课回家也不耽误做家务。退
休生活既充实又有价值。”61 岁
的徐俊荣已在泗洪县老年大学声
乐班连续学习 10 年，是学员口中
的“资深复读生”。

“ 舞 蹈 让 我 的 气 质 全 面 提
升，身体也越来越好。”57 岁的
王 晓 燕 正 与 同 伴 排 练 新 编 的
民 族 舞 。 轻 盈 的 舞 步 间 ，岁 月
痕 迹 悄 然 隐 去 。 她 笑 称 ：“ 现
在 每 周 最 期 待 的 就 是 和 姐 妹
们‘以舞会友 ’，舞蹈课让我重
获自信。”

62 岁的张云华的课程表排
得满满当当：周三舞蹈、周四器
乐、周五瑜伽……年轻时未竟的
梦想，现在终于能尽情追逐。在
她看来，泗洪县老年大学既是求
知殿堂，又是社交乐园。“没有考
试压力，只有纯粹的学习快乐。”
张云华说。

“ 我 们 不 打 分 、不 考 试 ，就
是要让老年人享受纯粹的学习
乐趣。”泗洪县老年大学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未 来 将 继 续 优 化 课
程设置，提升教学质量，让更多
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泗洪：银发课堂让老年人
乐享“夕阳红”

■ 本报记者 倪家乐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沭 阳 县 贤 官
镇 的 太 和 牛 肉 板 面 店 ，店 内 热 闹
非 凡 ，店 主 张 赛 赛 正 热 情 地 招 待
着顾客。

张赛赛 ，一 位 1990 年 出 生 的
安 徽 小 伙 ，他 的 创 业 之 路 始 于 对
板面手艺的热爱与传承。在开店
之前，张赛赛一直在工地上工作，
但 心 中 对 美 食 的 热 爱 从 未 停 止 。
张赛赛的亲戚经营着一家开了 20
多 年 的 板 面 店 ，他 空 闲 时 常 去 帮
忙，久而久之，便熟练掌握了这门
独特的手艺。

“板面是安徽的特色，我从小吃

到大。决定创业之后，我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要开一家板面店，既能谋
生，又可以让更多人品尝到安徽板
面这道特色美食。”张赛赛说。

一开始，张赛赛在山东尝试开
了两个月的板面店，但收入平平。
之后，他决定来到宿迁沭阳，寻找新
的机遇。经熟人介绍，张赛赛来到
了沭阳县贤官镇，正式开了自己的
板面店。

对于面条的制作，张赛赛有着
严格的要求。他说：“盐是骨头，碱
是筋。”他做的面条里只有面粉、盐、
鸡蛋和碱。每天他都会自己手工和
面，揉成面团后，再将面团放入机器
中压制出面条。

滚烫的热水中，下入板面，再放
入青菜，煮熟盛出。面条雪白、青菜
碧绿，再浇上以牛肉、干辣椒及多种
香料熬制的汤卤，一碗飘着香气的
板面便制作而成了。

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地人的口
味，张赛赛还对传统的羊肉板面进
行了改良，将其变成了牛肉板面，并
将面里的羊油换成了牛油。“羊肉的
膻味较重，本地人更偏爱牛肉的鲜
美。”张赛赛解释道。

不 仅 如 此 ，张 赛 赛 还 精 心 准
备 了 多 种 小 食 ，如 肥 肠 、鸭 腿 、鸡
腿 等 ，这 些 都 是 他 亲 手 卤 制 的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张 赛 赛 会 在 餐 厅
里的每张桌子上都放上自己炒制

的 辣 椒 ，供 顾 客 自 行 添 加 ，只 为
让 顾 客 品 尝 到 最 正 宗 的 安 徽 味
道 。“ 来 我 们 这 里 的 顾 客 ，从 事 体
力 劳 动 的 比 较 多 。 此 外 ，有 的 顾
客 甚 至 来 自 北 京 、福 建 。 为 了 感
谢 大 家 对 我 们 的 认 可 ，每 份 面 条
的 量 都 会 稍 大 一 些 。”张 赛 赛 笑
着说。

如今，张赛赛的店铺声名远扬，
生意火爆。“一天可以卖出将近 200
碗，收入近 2000 元。”张赛赛感慨地
说，开店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忙事业，
生活过得既充实又满足。

一碗热气腾腾的安徽板面，不
仅承载了浓浓的乡愁，也见证着张
赛赛的奋斗故事。

一碗板面里的奋斗与幸福

6月 13 日，宿城区古城街道府前市集街区“暖‘新’商家联盟”正式成立，本强修理站、
老粮站社区食堂等 11 家爱心商家通过挂牌承诺，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餐饮、电动自行
车维修等专属服务，并在门店显著位置悬挂统一标识，为新就业群体打造工作与生活的
温暖“港湾”。

近年来，宿城区古城街道充分利用小区、社区、街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建设“车手微
家”、打造暖“新”友好街区，并通过整合周边商户资源，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服务需求，切实
解决新就业群体遇到的实际困难，让新就业群体从“无处落脚”到“处处有家”。

本报记者 陈少帅 摄

“暖‘新’商家联盟”为新就业群体筑起“暖心港湾”

工作人员向首批11家暖“新”商家发放牌匾。

活动现场，外卖骑手品尝西瓜。

外卖骑手在驿站内歇脚聊天。

志愿者向外卖骑手介绍府前社区新就业群
体服务驿站。

（上接1版）时代储能也是国内首家
迈入大规模储能赛道的有机液流储
能电池企业。6 月 10 日，第十八届

（2025）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
（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召开。
时代储能带着水系有机液流电池、
全钒液流电池、铁铬液流电池等行
业领先产品参展，在现场达成多项
合作。

宿迁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尤其
是储能产业的发展，于 2023 年 9 月
出台《宿迁市支持新型储能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重点支持电化
学储能、物理储能、氢能等先进技术
路线的原材料、元器件、工艺装备、
电芯模组、电池管理系统、能量管理
系统等重点领域。初步建立了储能
产业链条，不断扩大储能应用规模，
从科技创新、推广应用、金融支撑等
方面全力强化支持政策，将宿迁打
造成在国内储能产业具有影响力的
制造业基地。目前，宿迁储能产业
链拥有规模以上企业 20 家以上，初
步形成以生产铅酸蓄电池为主，锂

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为辅的产业
链体系。

“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技术
创新和产品优化，完善产业链布局，
发展新质生产力，走好自主创新之
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
推动中国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时代储能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宿迁以建设国家创新
型城市为统揽，坚定不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全面推动科技创
新。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
实施“揭榜挂帅”机制，引导有条
件的企业开展前瞻技术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了一批重大
创新产品。近三年，宿迁高新技术
企 业 数 保 持 年 均 20% 速 度 增 长 。
宿迁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宿迁将全力推动“专精特
新”集聚，打造一批“小巨人”和单
项冠军，确保到年底新增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企业 40 家，培育独角
兽和瞪羚企业 20 家，助力企业梯
队“登高”。

宿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