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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龙翻腾 舞出新年精气神
□融媒首席记者 张 纯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陆健）烟

花爆竹是逢年过节必备的“氛围
组”搭档。连日来，市应急管理局
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对烟花
爆竹零售市场开展专项检查。

近日，在沙锡公路与西塘公路
交叉口北一处烟花爆竹存放点，执
法人员详细了解了烟花爆竹的进货
渠道，重点对场所是否符合消防安
全要求、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
范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灭火
器间隔半个月要检查一次，确保能
正常使用。”检查中，执法人员督促
经营者要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
效，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经开区
（杨舍镇）辖区范围内的多家烟花
爆竹存放点进行现场查看，检查发
现，我市烟花爆竹零售市场秩序良

好，经营者的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较强。“目前，我市共有一家烟花
爆竹批发单位和86家烟花爆竹零
售店（点）。合法的烟花爆竹零售
店（点）会在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
照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证》。”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科工作人
员周洋介绍，市民在选购烟花爆竹
时，一定要选择在有资质的零售店
（点）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个人燃
放类烟花爆竹，不要通过微信、电
商平台或走街串巷兜售等非正规渠
道购买烟花爆竹。

市应急管理局提醒，烟花爆竹
要在指定区域燃放，远离人群和易
燃物。燃放前要认真阅读产品外包
装上的燃放说明和注意事项，确保
产品在保质期内使用，小心操作，
正确燃放。

本报讯 （融媒记者 何海洋）
为确保春运期间公路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近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结合冬季公路养护特点，抓实抓细
应急保障、路域环境整治、隐患排
查等工作。

在塘桥应急基地，工作人员逐
一检查了冬季应急抢险机械、材
料、工具、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
确保机械无故障，应急物资储备充
足。“应急仓库里已储存工业盐35
吨、液体融雪剂7吨、固体颗粒融
雪剂30吨，确保应急抢险快速高
效。”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安全运
行科副科长蒋宇峰介绍。

随后，工作人员来到204国道
塘桥服务区，对公共环境卫生、服
务区设施设备、文明服务等方面进

行检查，重点检查了服务区内的消
防设施，确保灭火器、消防栓等设
备功能完好，同时检查了消防通道
的畅通情况，并督促相关人员熟练
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做到防
患于未然。在228省道—杨塘路下
穿泵房，工作人员检查了发电机
组、控制柜等，并全面排查公路下
穿通道运行状况，确保排洪、泄洪
设施通畅，泵站设施完好。

春运期间，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还组织工作人员，对已发现
的路面病害和影响桥梁安全运行
的隐患，按快修快处要求，及时
进行精准抢修，并对缺损的公路
标志标牌、护栏、公里碑进行维
修更新。

护航春运保畅通
我市交通部门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本报讯 （融媒记者 陈进元）
连日来，张家港海事局组织开展送

“福”上船头活动，在全力保障春
运期间水路安全畅通的同时，为船
员送上温暖和祝福。

“新年好！我们来给你们送福
了！”日前，张家港海事局执法人
员来到沙钢海力码头，为“宏泰”
号货轮和停泊区内的船员送上“春
运礼包”。执法人员把大米、粮
油，以及一张张饱含祝福和喜气的

“福”字送到船员手上。执法人员

一边帮忙贴“福”字，一边和船员
们聊起家常，宣传长江生态保护知
识，叮嘱船员注意节日期间防火、
防盗、防诈骗等安全事项。

此外，海事执法人员还向船员
发放相关安全宣传手册及辖区示意
图，并为船舶进行消防设备“体
检”，进行相关安全知识讲解。“春
节期间，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积
极服务好过往船员。”张家港海事
局锦丰海事处副处长陈海东介绍。

船头送祝福 情暖春运路
张家港海事局开展送“福”上船头活动

2024年我市11327人次无偿献血

捐献全血总量超425万毫升

守护平安新春佳节
我市开展烟花爆竹零售市场专项检查

早接种 早预防 早保护

我市首批男性HPV疫苗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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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味渐浓。1月22
日上午，在香山广场，张家港市香
山鞭龙健身协会为广大市民带来一
场以鞭龙为主题的传统文化活动，
在脆响的鞭声、铿锵的鼓声中，新
春的脚步越来越近。

伴随着一曲《中国龙》音乐的
响起，香山广场沸腾起来，身着传
统服饰的舞龙者排布好队形，手持
道具闪亮登场。小巧的龙头，彩带
式的龙尾，整个龙身重量不到1000
克，这就是鞭龙，一项集竞技、观
赏、娱乐、锻炼于一体的传统体育
活动。随着舞龙者的手势，五彩鞭
龙上下翻腾，左右盘旋，时而昂首
冲空，时而回首缠尾，加上舞龙者
飘逸潇洒的身影，令驻足者目不暇
接，拍手叫绝。

舞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活动
之一。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全国各地有很多具有地域文化
特点的舞龙活动。“我的家乡在河南
驻马店，在那里，鞭龙是一项被百
姓所熟知和喜爱的传统文化活动，
大家用鞭龙来祈福，为农民祈祷丰
收。”蒋英是张家港市香山鞭龙健身
协会的会长，从河南驻马店来到张
家港后，她将鞭龙也带到了这里。
起初，蒋英在香山景区“一人独
舞”，渐渐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这项活动，2023年，蒋英创办
了张家港市香山鞭龙健身协会。鞭
龙也逐渐从原本的祈福，发展至如
今兼具表演性与竞技性的民俗活
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
精神。

鞭龙活动历史悠久，按动作形
态特征，主要分为八字类、游龙
类、跳跃类、抛接类等多种类型，
包括前八如意、后八吉祥、龙游天
下、喜跳龙门、飞龙在天、金龙抱
柱等多个含有吉祥寓意的动作。鞭
龙需要手臂、腰部和腿部等部位的

协调配合，对缓解颈椎不适，治疗
肩周炎都有一定的帮助。

“都说龙走顺风头走空，鞭龙轻
巧，不受场地限制，可以一人独
舞，也可多人共舞，多人共舞时场
面尤其壮观。”现场，外国友人李远
航专程前来体验鞭龙，蒋英手把手
地指导他动作技巧，“舞龙时，重心
要稳，上身前倾，手上动作要顺
势，先用手臂轻轻倒写‘8’字，待
龙身伸展开来，再稍微用力甩动，
龙就活灵活现起来。”

“这些动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

却没那么容易。”体验完鞭龙，李远
航笑着表示，他是一名中国女婿，
在张家港生活已有7年，“这座城市
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尤其是丰
富的民俗文化，非常有趣。”

成立至今，张家港市香山鞭龙
健身协会已经发展壮大为一支拥有
100多名成员的队伍。“这些年，鞭
龙在张家港生根发芽，走进了社
区、学校，不断有爱好者跟随我学
习，加入我们的团队。”蒋英说，新
的一年，自己将带领众多鞭龙爱好
者传承舞龙文化，舞出龙的精神。

本报讯（融媒记者 侯立 见习
记者 丁珰）HPV感染是全球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今年1月8
日，四价HPV疫苗的多项新适应
症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
批准。此前，该疫苗仅适用于9~
45周岁的女性接种，如今，9~26
周岁的男性也可接种。昨天，我市
首批男性HPV疫苗正式开打。

“近期有没有发热症状、一个
月内有没有接种过别的疫苗？”昨天
下午，在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疫苗接种门诊，不少市民前来接种
HPV疫苗。“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看
到疫苗接种通知后，第一时间就进
行了预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

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保障。”今年
24岁的张涤非告诉记者，之前他就
对男性接种HPV疫苗非常关注，
此次接种过程也非常顺利。

“四价HPV疫苗可预防高危型
HPV16和HPV18引起的肛门癌、
阴茎癌、口咽癌等，以及由低危型
HPV6 和 HPV11 引起的生殖器
疣，就是平时所说的尖锐湿疣。”市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汪
义介绍，男性四价HPV疫苗开打首
日迎来了15位接种者，接下来，市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在每周四
下午开设HPV疫苗接种专场，市民
可通过“江苏预防接种”APP或“育
苗通”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会信 通
讯员 戴晶晶）岁末年初是用血高峰
期。为确保我市医疗临床用血需要
和安全，市红十字血站在春节前组
织了多场献血活动，用实际行动筑
起一道守护生命的“热血防线”。

日前，沙钢集团无偿献血活动
举行，大家依次填表、登记、检

验、抽血。人群之中，既有经验老
到、多年如一日坚持献血的“热血
标兵”；也有首次勇敢踏出这一步，
满怀热情的 “爱心新苗”。“每次献
血时，想到自己的血液将在素不相
识的人身体里流淌，使他得以痊愈
或者重生，就感觉非常有意义！”沙
钢集团员工王和芳已参与无偿献血

20次，捐献全血7000毫升，他不仅
自己带头献血，还积极发动亲友和
同事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据了解，此次献血活动共有339名
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94900毫升。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
的社会公益事业。据统计，2024

年，我市共举办无偿献血活动108
余次，参与献血11327人次，捐献
全血总量超425万毫升。一年来，
无偿献血活动走进各个区镇 （街
道）、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学校
以及街头巷尾，已成为一道创建文
明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快过年了，我们来看看你。”
日前，金港街道天福北路 117号，
河南籍新市民陈际磊的家里热闹起
来，市新市民事务中心副主任陈强
特意前来，送上新年的祝福。

这不仅是一次春节前的看望，
还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叙旧。“你还记
得我吗？”寒暄时，陈强从口袋里掏
出一张旧照片，指着照片上几个面
庞青涩的青年询问对方。照片上身
着警服的社区民警是陈强，而紧挨
他站着的表情腼腆的青年就是陈际
磊。

“这张照片是 20 多年前拍摄
的，那时我还是参加工作没几年的
社区民警。”陈强的这番话将陈际磊

的记忆带回到2004年。陈际磊笑着
表示，当时他才19岁，刚从河南来
到张家港，准备在这里找份工作，

“这张照片是我在市公安局港区派出
所办理暂住证时拍的。”

2004 年 ， 我 市 出 台 相 关 文
件，明确了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
服务办法，并开发了暂住人员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作为社区民警，陈
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流动
人口信息采集登记。“一支笔、一
个本子，是我们采集信息时用到的
主要工具。”陈强回忆说，到了
2009 年，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
集系统建立，这让移动采集器、照
相机、便携式打印机、身份证识

别仪等服务装备取代纸笔，实现了
“实时采集、实时进网、实时办
证”。

这些年，不管是以陈际磊为代
表的新市民，还是像陈强一样的
工作人员，对于新市民信息登记
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越来越便捷。
2014 年，我市自主研发了新市民
居住信息网上自主申报平台，开发
了出租房屋二维码门牌管理系统，
将信息采集和服务延伸到“最后一
米”。

“2022年，流动人口数据深度
应用平台正式上线，以‘数治’
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效能。”陈
强表示，这不仅提升了新市民管
理服务质效，也是我市围绕“服
务新市民，筑梦新生活”出台各
类暖心举措的又一体现。

我市全面实行《苏州市基本公
共服务实施标准》，进一步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全覆盖。如今，新市民可

享受包含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等13个领域、92
个服务项目，在建设城市的同时，
也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就像陈际
磊一样，来到张家港，爱上张家
港，融入张家港，由城市的建设者
变成城市的主人翁。

据统计，我市现有新市民70余
万人。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新市
民群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
们一步步融入城市的经历，在张家
港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变迁的版
图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迹。

一场时隔20多年的重逢
□融媒首席记者 张 纯

外国友人体验传统文化活动 邢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