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

这些文艺小团体追求的不仅是自娱

自乐，他们还以社区为平台，通过演唱、舞

蹈、小品、快板、三句半等活泼生动的文艺

表演形式，宣传文明城市建设、健康卫生

等知识。

今年59岁的姜春勤是人民路社区石

塔湖艺术团的成员，同时也是社区志愿

者，她和姐妹们表演的广场舞《志愿者之

歌，我来了》是社区保留节目，多次在公开

场合登台表演。姜春勤不仅用自己的才

艺为社区居民表演节目，还积极参加社区

的志愿活动，把居民乱停乱放的车辆摆放

好，把居民乱丢的烟头纸屑捡起来……在

路上经常能看到姜春勤忙个不停的身

影。“做志愿者和跳舞者都能让我心情开

朗舒畅。”她说。

每逢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

日，夕阳红淮剧演唱队、石塔湖艺术团等

文艺团体总会精心准备各种各样的文艺

节目，为社区居民以及敬老院的老人们献

上一道道文艺“大餐”，同时还带去粽子、

鸭蛋、月饼、重阳糕等慰问品，让老人们节

日里不再感到孤独。

为空巢和失独老人过生日、给社区的

金婚老人当伴娘……十多年来，这些艺术

团成员们秉承着“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

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留下了一串串

闪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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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2023

年淮安市第六届职工排球

赛在市体育中心正式开

赛。淮安排球人欢聚一堂、

同场竞技，共享运动带来的

快乐。

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

市体育总会主办，市排球协

会承办。全市共有27个单

位、38 支球队报名参赛，

380名运动员将在三天时

间内进行 210 场精彩对

决。金湖、盱眙等县区精心

组织，派出代表当地最高水

平的队伍参加比赛。市中

行、淮阴师院、淮阴工学院、

飞奥俱乐部等队伍也厉兵

秣马，力争在比赛中摘金夺

银。

开赛仪式上，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中国好人”邓红代表洪

泽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向

市排球协会党支部授予“党

员志愿服务队”队旗。

排球，一直是淮安体育

一张最亮眼的名片，从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市为国

家队培养了邸安和等优秀

运动员，现国家女排主力二

传刁琳宇，也是淮安输送的

优秀队员。几十年来，淮安

为国家队、省队输送了87

名优秀排球运动员。

本届比赛中，淮安四代

排球人也将同场竞技。开

赛仪式上，年过七十的第一

代运动员李芳老师、季庆宪

老师，第二代运动员蒋静波

老师、林琦伟老师，第三代

运动员孙繁星老师、杨淮老

师代表三代排球运动员登

场，江苏队现役小运动员毛

广宇、杨馨妍代表第四代排

球运动员向前辈献花表达

敬意。

■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通讯员 孙悦

以“球”传“情”
淮安市第六届职工排球赛开赛

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已80多岁，会唱淮剧、会舞狮——

这些老人个个“身怀绝技”，
清江浦区长西街道人民路社区是个只有2000余人的小社区，但就是这个小社区，却涌

现出13支群众性民间文艺团体，人数达200多人。这些来自“草根”，扎根基层的民间文艺
团体，是由一群群爱唱、爱跳、爱笑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已经80多岁，
他们自发地组织排练和编排表演节目，活跃在社区组织的节日庆典和公益活动中，为居民
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李成斌 李昕颖

这13支民间文艺团体的成员大多是

退休后的老年人，他们因为共同的文艺爱

好，自发地聚在一起。

社区夕阳红淮剧演唱队的“领头

雁”——83岁的孙士芳奶奶，年轻时有些

文艺功底，耄耋之年依旧精神矍铄，声音

洪亮，中气十足。凭借对艺术的满腔热

情，孙士芳组建了由20多名文艺爱好者

组成的淮剧演唱队，现在，演出队经常给

社区居民表演古装淮剧、现代淮剧、小品、

说唱、快板书、双人舞狮等节目，深受大家

的喜欢。

社区石塔湖艺术团组建于2013年7

月，至今已有十年，目前有成员70多人、

骨干20多人，团员年龄最大的70多岁，

最小的50多岁。虽然大家居住分散，但

他们都怀着“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的热情，不辞辛苦，每天进行排练。负

责这个艺术团的是68岁的邵红，在她的

带领下，这支队伍从跳广场舞、演奏小型

乐器开始，一步步发展到如今能表演军

鼓、花环舞、民族舞和健身舞等各种舞蹈

和快板、小品、说唱等较为专业的艺术节

目，还获得多次奖项荣誉。

民爱柔力球俱乐部的李茂珍、徐慧等

人，从2008年练习柔力球至今已有15个

年头，已是国家一级（社会组）柔力球教练

员的李茂珍在社区发展成员百余人；79

岁的清江浦区张家第三代舞狮传人、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舞狮代表性传承人张怀宝，

从10岁开始学习舞狮，半个多世纪以来

的坚守与传承，带着团队，活跃于市区及

周边县区……可以说，社区13个文艺团

体各有特色，正是有了他们，社区居民的

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

功。”别看这一支支文艺团体的演出人员

台上个个“身怀绝技”，台下却付出了很多

的心血和汗水。十多年来，这些文艺团体

自加压力，勤学苦练各自的“功夫”。81

岁的潘连是人民路夕阳红淮剧演唱队的

骨干成员，她从小就喜欢听淮剧，曾想自

己也能成为一名演员，但最终未能如愿。

退休后，她萌生了学淮剧的念头，于是在

市老年大学报了淮剧班。做家务、出门锻

炼，就连走路的时候都在背台词，一边背

还一边练唱腔、练指法。家人看到她如醉

如痴找到新的乐趣，都十分支持，老伴还

多次陪着她一起去排练场，子女也经常陪

着她去排练，如今的潘连可是一名资深的

淮剧票友。孙士芳告诉记者，团里像潘连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淮剧对唱腔、动作的

规范要求十分严谨，而且要与乐队默契配

合，只有苦练才能表演出让群众满意的节

目。

石塔湖艺术团的成员平时勤练不辍，

没有室内场地，他们就选择在露天广场上

排练节目，腿脚累了，大家坐在凳子上歇一

会。嗓子哑了，大家停下来喝口水接着练，

数年如一日的努力，艺术团的表演水平得

到很大飞跃；民爱柔力球俱乐部的教练员

李茂珍，从2008年开始练习柔力球，十多

年如一日，从中悟出柔力球运动的技巧，还

积极带领队员们一起训练；舞狮传承人张

怀宝舞狮50余年，20个狮头更是见证了

他对舞狮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淮剧演

唱队的胡琴师辛学义，自费购买二胡、中

胡、三班鼓等乐器并勤奋练习，每次演出时

都能和唱声紧密配合，成为一场场成功演

出的“幕后英雄”……正是因为这些“草根”

演员们的勤学苦练，他们表演的戏曲、小

品、花船、快板、说唱、舞狮等文艺节目才能

在台上得到精彩呈现，为社区居民献上一

道道精彩的文艺“大餐”。

近日，由市造价中心主

办的2023年淮安市工程造

价职业技能竞赛在市住建

局顺利开赛，来自全市28

家单位的114名选手参加

竞赛。

淮安市工程造价职业

技能竞赛是淮安市工程造

价行业职业最高水平技能

竞赛。本次竞赛设置理论

和实务两个模块，竞赛范围

包括土建工程、装饰工程、

安装工程等，旨在让更多具

有“工匠精神”的造价从业

人员有更好展示自己的舞

台。本次选拔赛将根据选

拔赛成绩，择优选派11名

选手组成淮安市职工代表

队参加“2023年全省百万

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工程造价决赛”。

(丁晓明)

同台竞技
淮安市工程造价职业技能

选拔赛开赛

本报讯 日前，我市组

织县区相关部门，于本月对

林业有害生物主要发生区

开展生物天敌释放工作，有

效防止林业虫害发生。

本次共释放3种生物

天敌，包括周氏啮小蜂、管

氏肿腿蜂、花绒寄甲，释放

地点主要集中在我市的成

片林地、高速公路两侧、河

堤生态公益林等地。其中，

清江浦区、淮阴区、盱眙县、

涟水县共释放周氏啮小蜂

蛹1.05万个，约5250万头

小蜂，用于防控美国白蛾、

杨树食叶害虫。金湖县、盱

眙县共释放管氏肿腿蜂

3500管，约 35万头；市森

防站、清江浦区、金湖县、盱

眙县、涟水县共释放花绒寄

甲12500管，约125万头，

用于防控天牛类蛀干害虫。

近年来，我市以林长制

为抓手，大力开展林业有害

生物综合防治，不断提高防

治质量，已连续10余年开

展生物天敌释放工作,释放

数量和种类根据前期调研、

评估预测决定，守护了全市

林业生态安全。据悉，生物

天敌释放对人体没有危害，

该方法可有效减少化学农

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通过

“以虫治虫”无公害化防治

手段，阻断林业病虫害传播

媒介，达到保护森林生物多

样性、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的

目的。

■通讯员 朱晨曦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以“虫”治“虫”
我市开展生物天敌释放工作

日前，生态文旅区站前社区开展消暑纳凉文艺表演活动，社区的民
俗、广场舞、健身舞、乐器等爱好者，表演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为居民送
来阵阵“清凉”。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通讯员 周宇阳

●都有一“技”之长 因为爱好聚在一起

●练“技”不停歇 苦练方有“真功夫”

●有“技”更有爱 热心公益活动

消暑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