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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沙告诉记者，他们夫妻

俩去年开了间超市，在得知甘

肃地震灾情后，想到自己店里

有不少物资能够用得上，便第

一时间联系淮安区慈善总会，

得知灾区目前最缺的是食品、

过冬的棉衣棉被以及卫生用

品，于是便把店里这些灾区急

需的物资都拿了出来，他们还

特意找了辆13米长的大货车

用来装运捐赠物资。“有些物

资是我们店里没有的，我们夫

妻俩一合计，决定拿出十万元

去外面采购。”罗沙介绍说。

不过，最让他感动的是，

他们超市有十几个微信群，群

里都是附近的居民，就在捐赠

物资装车的前一天，他们在微

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希望大

家如果有棉衣、棉被想要捐赠

的，也可以送到店里和他们的

车一起送往灾区。让他们没

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出发

前，仅仅一天时间，就收到居

民陆续送来的几百包棉衣、棉

被。“两天后我们收到甘肃那

边发来的接受捐赠物资回单，

得知这批物资已经送到灾区

人民的手中，我们所有人都非

常开心。”罗沙说。

罗沙和吴婷婷开的这间

超市还有个有意思的名字，叫

“超市奶奶”。罗沙告诉记者，

起这个名字还得益于自己的

母亲。罗沙介绍说，小时候家

里就是开超市的，那时候在农

村，父母开了一间100平方米

的小超市，超市虽然不大，但

五金、日用品、食品等都很全，

所以在当地很受欢迎。不过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父母

开店一年 365 天，天天都坚

持开门营业，“每年的除夕夜

团聚吃年夜饭时，我们家都要

等到晚上11点以后超市关门

了，才会坐在一起吃上饭。”罗

沙说，他曾问过母亲为何这么

迟，当时母亲回答说：“附近很

多村民买东西都在我们家的

小超市买，过年的时候，大家

家里要是急需点东西，就更不

好买了，只要有人来买东西，

就不能关门。能让大家都过

个好年，帮助到别人，自己辛

苦点又算什么？”

现在罗沙的母亲已经61

岁了，还开着那间小超市，几

十年过去了，除夕夜一家人的

年夜饭还是要等到晚上11点

以后才吃。从小的耳濡目染，

罗沙也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

小超市，像父母一样去帮助别

人。去年三月，小夫妻俩的超

市正式开张，因为孩子从小都

称奶奶是“超市奶奶”，这也成

了罗沙超市名字的由来。

一年多来，“超市奶奶”在

这对小夫妻的经营下有声有

色，他们一直不忘帮助别人的

初衷，在超市内专门辟出一块

区域给顾客休息，雨雪天时，

夫妻俩还会用自己的车送顾

客回家。在为灾区捐赠过后，

周围居民都知道开“超市奶

奶”的是一对热心的小夫妻，

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对于以后的打算，夫妻俩表

示，希望小超市可以像母亲的

店一样，几十年一直开下去，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超市奶

奶”的温暖。

去年以来，我市以儿童

友好社区试点为切入口，推

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通过

各地自主申报，共确定13个

试点社区（村）。在此基础

上，出台《关于开展市级示范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打造儿童友好成长

空间、优化社区儿童公共服

务、支持儿童参加社区事务；

出台《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指

引（试行）》，在试点社区实施

微空间改造计划，通过积极

向上争取资金，推动各试点

社区进行室内外公共空间适

儿化改造。

在芦沟社区的儿童们忙

着在共享菜园里收获蔬菜的

同时，清江浦区黄码镇甘露

村的儿童们正围绕如何打造

村党群阵地开展精彩的议事

活动。“我认为村里应该多一

些卡通垃圾桶。”“我觉得最

好在党群中心前画上‘跳房

子’的方格，我们都爱玩。”小

议事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积

极思考、主动参与，以儿童视

角看村里的发展，赋能基层

治理。“孩子们的想法天马行

空，针对不少问题提出了建

设性的解决思路。”甘露村妇

联主席陈华梅说，去年以来，

他们村成立了“儿童议事

会”，围绕“压岁钱该怎么

花？”“怎样度过快乐安全的

暑假？”“如何动员更多儿童

参与村公共事务？”等主题开

展议事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儿童友好

社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我

市实施“筑梦明天——淮安

市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增

能计划”，通过每月举办一期

培训、交流等，推动儿童友好

试点社区建设和儿童友好微

空间改造工作落地见效。截

至目前已举办6期培训，其

中外出学习考察1次、县区

内观摩3次。

打造儿童友好成长空

间，让城市温暖童心，让孩子

喜爱城市。“适儿化改造就是

要以‘一米视角’看城市。只

有把服务视角低下去，才能

把城市温度提上来，关爱好

‘祖国的花朵’。”清江浦区长

西街道人民路社区党委书

记、妇联主席孟静说。走进

人民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对儿童的关注与关爱从细节

处得以彰显。社区在党群服

务中心的成人扶手下方，专

门加装了儿童扶手；在桌角

处加装上防撞保护垫；在卫

生间专门为儿童设置低位洗

手台；在儿童活动室则摆满

小圆凳、小矮桌……据了解，

借助紧邻学校的位置优势，

该社区面向儿童，为孩子们

打造了一系列“有颜值、有温

度、有特色，更友好、更便利、

更适儿”的活动场所，设置社

区家长学校、未成年人阅读

共享空间、妇女儿童之家、儿

童科普馆、天台种植园等多

个功能室，可供开展儿童议

事、亲子实践、手工制作、烘

焙、书画、音乐鉴赏、舞蹈、自

然科普等各类活动，为辖区

家庭和儿童提供休憩、学习、

游戏、阅读、兴趣拓展、体育

锻炼、劳动实践等儿童友好

环境。

我市将继续推进儿童友

好试点社区建设，进一步推

动社会政策友好、公共服务

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

间友好、发展环境友好5个

方面儿童友好在社区中落地

见效。 ■融媒体记者 黄煌
通讯员 纪佳瑶

大衣100件、棉被100套、棉服200件、方便面1000箱、卫
生纸6000多包……加上附近居民捐赠的几百包棉衣、棉被，
13米长的大货车被装得满满当当，在淮安区经营一家超市的
“80后”夫妻罗沙和吴婷婷，在甘肃地震灾情发生后，采购了10
万余元物资送往灾区。昨日，当记者见到他们，聊起这件事，罗
沙却笑笑说：“我们就是想做点事，尽一点绵薄之力！”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朱敏

“我们就是想做点事，
尽一点绵薄之力！”
暖心！这对“80后”小夫妻

为地震灾区捐献10万余元物资

“儿童友好社区”长啥样？
这里已描绘出蓝图……

日前，在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社区的儿童共享菜园里，一场拔萝卜的“比
赛”嗨翻了天。“这块儿童共享菜园里的蔬菜都是由社区的孩子们种植、打理
的。”芦沟社区妇联主席朱建萍告诉记者，去年6月，社区从原有的共享菜园里
划出一块闲置土地，建设儿童共享菜园，由社区儿童自愿认领。依托该菜园，
社区优化儿童公共服务，开展自然体验活动，带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感受泥
土芬芳，体验农家劳作，彰显儿童友好理念。

本报讯 回顾过去的一

年，走进影院观赏一场大片，

是很多市民休闲娱乐的热门

选择。假日里影院人头攒动、

黄金时段场次爆满一票难求，

显示出我市电影消费市场复

苏成果显著。

2023年，淮安贺岁档、跨

年档、元旦档“三档”电影票房

表现强劲。据猫眼专业版

App数据显示：2023年，我市

观影人数达581.6万人次，共

计票房近2.1亿元，全国地级

市排名第51位。与2022年

相比，2023 票房上涨 0.8 亿

元，涨幅约61.6%；观影人数

增长 226.5 万人次，涨幅约

63.8%。

据统计，2023年淮安贺

岁档（2023 年 11 月 24 日至

12月31日）电影总票房1542

万元；2023淮安跨年档（2023

年12月31日）总票房298万

元；2024 年元旦档（202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月 1

日）总票房 603.5 万元，比

2021年元旦档417万元的历

史纪录高出 186.5 多万元。

其中，跨年档和元旦档刷新淮

安影史最高票房纪录。

2023年，叫好又叫座的

电影一部接一部，给影迷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情感

共鸣。据淮安万达国际电影

城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陈浩

介绍，最受淮安影迷喜欢的五

部电影，按票房高低依次是

《满江红》（淮安票房2138.8

万元）、《流浪地球2》（淮安票

房1748.3万元）、《孤注一掷》

（淮安票房1388.4万元）、《消

失的她》（淮安票房1285.5万

元）、《八角笼中》（淮安票房

1014.3万元）。“从以上数据，

可见淮安市民对悬疑、科幻、

现实题材电影的喜爱。”

据了解，元旦假期，淮安

上映了《年会 不能停！》《潜

行》《一闪一闪亮星星》《非诚

勿扰3》《金手指》等10余部影

片，涵盖喜剧、爱情、犯罪、动

画等多种类型。特别是2023

年12月31日的晚间场次，更

是被年轻观众赋予“爱谁就带

谁去电影院跨年”的“仪式

感”。青春爱情片《一闪一闪

亮星星》片方邀请全国千余家

影城合作打造特殊“下雪场”，

在“下雪场”的场次里，影院内

通过造雪机营造“雪花纷飞”

的景象，让该片成为2023年

12月31日当晚票房的头号赢

家。

■融媒体记者 徐薇
通讯员 张东兴

近2.1亿元！
淮安去年电影票房创历史新高

随着春节临近，洪
泽区商户开始制作传
统腊味，腌制咸鱼、咸
鹅、腊肉等，并进行晾
晒。腊味飘香，年味渐
浓，制作、晾晒传统腊
味成为当地一道独特
风景。图为洪泽区古
渔市市场，商户在晾晒
腊味。

■通讯员 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