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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煜 记者 朱秋霞）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家住金山景区附
近的张阿姨发现，她熟悉的塔影湖桥
最近似乎变了模样，绚烂的灯光将塔
影湖桥以及一侧的金山水岸身姿勾
勒出来，倒映在平静的塔影湖上，仿
佛一个如梦如幻的光影世界。

在镇江这座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
的城市，连接“三山”风景区的长江路，
无疑是镇江“城市山林、大江风貌”的最
佳表达。今年，镇江市重点对长江路
风光带沿线实施景观照明建设提升，
长江路城市夜景视觉界面璀璨初绽。

夜景照明是城市视觉秩序构建
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与城市色彩、建
筑立面、公共艺术等共同塑造着城市
的风貌和品味。镇江市户外广告和
景观照明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城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包括“一
核、一河、一带、两轴、三山、四路、五
节点、两组团”，其中“一带”就是长江
路景观风貌带。作为镇江城市交通
主干道之一，长江路景观风貌带轴线
自西南至东北，贯穿西津渡、金山公
园、北固山公园等重要景观节点。

“该条轴线清晰展现了镇江市的
历史与景观脉络，同时因为拥有金山
湖宽阔的水面，这里无疑是城市夜景
视觉界面的最好展现舞台。”该负责人

表示，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新
加坡的滨海湾、日本的东京湾，还是上
海外滩、南京玄武湖，“光影交织”往往
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夜景名片”。

“目前长江路沿线的 10 栋建筑
多数已有景观照明，但效果参差不
齐，未形成连贯的城市夜景视觉界
面，无法与长江路道路景观轴线形象
与功能相匹配。北新河桥、金山水岸
及塔影湖桥原有景观照明设施建设
年代久远，存在灯具光衰、偏色等问
题。”该负责人说。

根据美丽镇江建设和年度工作要

求，依据《镇江市城市景观照明总体规
划》，2024年我市启动了长江路景观
风貌带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对长江路
中段沿线 10处建筑及金山景区周边
夜景照明进行整体提升，进一步突出
节点重点，逐步形成主次分明、层次丰
富的景观亮化构架。其中，金山景区
周边以塔影湖桥和新河桥为载体，使
动态灯光与城市特色、文化、生态相融
合。长江路中段通过一体化设计打破
了原先楼宇单位“各自为政”、整体效
果不佳的局面，通过勾勒天际线、立面
点缀等手法，丰富和体现建筑肌理，逐

步形成连贯的夜景视觉界面。
据了解，截至2024年12月初，镇

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办
公楼、原物价局办公楼、镇江供电公
司办公楼、金山水岸 4处建筑，以及
北新河桥、塔影湖桥的夜景提升工作
任务已完成，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视
觉界面璀璨初绽。“未来我市将继续
对长江路风光带沿线楼宇进行景观
照明提升改造，步移景换之间体现出
镇江市区城市空间的和谐与活力，为
推动城市夜经济发展、助力产业强市
战略营造良好氛围。”该负责人表示。

长江路夜景焕新颜
光影交织打造城市梦幻画卷

本报讯（任子悦 王耀 记者 朱秋
霞）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必须拆
除，这是我市违法建设整治工作坚持的
原则之一。近日，镇江经开区就拆除了
亿都木材市场附近一处存有极大安全

隐患的500平方米违建。
记者了解到，近日，丁卯街道武将

社区巡防员在巡查期间发现，位于居
安路亿都木材市场入口附近有人私自
搭建了 500 平方米的钢结构构筑物，

并且堆放了大量木质模板，疑似用作
仓库。

巡防员立即向街道城管部门汇报
了情况，街道执法人员随即赶往现场核
实。根据现场查看，该构筑物正好位于
一个电力高压塔下方，身后紧邻丁卯
220KV变电站，堆放的木质模板属于易
燃物，加上门口停放的机械设备，如果
发生火灾极易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

想，存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对违法建设当事人和亿

都家居建材城相关负责人下达了违章
整改通知单，要求一周内自行拆除。为
尽快消除影响，街道联合社区多次约谈
亿都家居建材城相关负责人和违建当
事人，在各方协调下，500平方米的违法
建设于12月7日全部拆除完毕，整个拆
违工作仅用时5天。

镇江经开区拆除一处500平方米违建

本报记者 卞婷婷

作为江苏省第一条柏油马路，大西
路不仅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镇江商业繁荣的鲜活代名词。历
史上，这里因水运交通之便，吸引了无
数商贾。彼时，一批批有名望的商人在
此扎根，逐渐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小
巷，这些小巷多以姓氏命名，不仅彰显
了家族的力量，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大孙家巷便是这样一
条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小巷。

大孙家巷东起芦州会馆巷，西至小
街，长 270米，宽 2米。巷道狭窄而幽
深，两旁的建筑古朴典雅。据史料记
载，早在1930年之前，巷内的房屋大多
归孙氏家族所有，因此得名孙家巷。这
一巷名见证了孙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
的辛勤耕耘与辉煌成就。1942年，因
孙氏兄弟分家，小巷被一分为二，改称
大孙家巷、小孙家巷。到了1956年，为
了统一地名管理，两条小巷被统称为大
孙家巷。

临近年关，大孙家巷里的烟火气愈
发浓厚。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记
者的目光不时被那些挂在空中的香肠、
腊肉吸引。家住大孙家巷 8号民居的
赵先生和老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
年。赵先生笑着说：“前面不远就是西
站菜场，想买什么都能买到。”言语间，
流露出对现在生活的满足。说话间，老
伴王女士刚从菜场回来，手里提着沉甸

甸的新鲜猪肉。她告诉记者，这些肉是
她和几位邻居一起买的，大家商量着一
起调味腌制、灌香肠，这样既能节省时
间，又能共享美食。王女士边说边忙碌
起来，动作熟练而麻利。

在大孙家巷，这份淳朴而真挚的邻
里情谊，如同一股温暖的风，吹拂过每
个人的心田。大孙家巷 9号与 11号两
门相对，中间的那条不过1米多宽的巷
道，仿佛是邻里间情感交流的纽带，将
两家的心紧紧相连。白天，两家的大门
几乎不锁，走两步就能跨入对方的门
槛，聊聊家常，分享生活的点滴。无论是
谁遇到困难，两家总是互帮互助，共同解
决难题。

82岁的陈爷爷是大孙家巷9号民居
的“活历史”。他在这里出生、成长，直至
如今，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他告诉记
者：“这条小巷跟以前相比，变化其实不
大，就是人少了很多。以前，这里十分热
闹，每到夏天，小巷里总是铺满了凉床，
大家都出来乘凉，巷道聚满了人。”陈爷
爷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那段美好时光的
怀念。那时的小巷，仿佛是一个大家庭，
邻里间没有隔阂，只有温暖与关怀。虽
然现在的小巷已经不复当年的繁华，但
那份邻里间的情谊却依然如初，如同巷
口的老树，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大孙家巷：邻里情谊 历久弥新

本报讯（汤玥 记者 笪伟）“你快来
健康路体育公园，中午不要烧饭了，这边
开了个食堂，价格便宜得很，我们一起
吃！”日前，刚刚开业的健康路体育公园
社区食堂门口挤满了人，店内也排起长
龙，市民都想试试又实惠又健康的饭菜。

走进食堂，就能看到许多菜品整齐地
摆放在台上，羊肉汤、红烧鱼、青椒炒鸡、
玉米虾仁、西红柿炒蛋、清炒时蔬……自
选菜区内，近 30道炒菜和干锅新鲜出
炉，阵阵饭菜香扑鼻而来。附近居民和
前来锻炼的市民有序地排着队挑选菜
品，食堂内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相较
于今年 9月开业的镇江体育中心社区
食堂，这里增加了锅盖面、红油抄手等，
同时特别针对老年人口味开发了清淡
营养菜系，菜品也更丰富。

目前食堂提供午餐、晚餐两餐服
务，菜品定价在 3-28元不等，坚持“不
卖隔夜菜，新鲜每一天”，所有菜品都是
当日新鲜现做，绝不使用任何预制菜。
公益是社区食堂服务的底色，与社会化
餐饮相比，“微利惠民”是社区食堂的重

要特点。据了解，60岁以上长者和军
人凭证件可享受社区食堂8折特惠。

住在南门大街的王大爷开心地说：
“我们年纪大了，吃得也不多，平时自己
做饭，吃不完，经常浪费，今天这顿饭十
多元，吃了 3菜 1汤，刚好光盘，真是太
实惠了。”在苏宁附近上班的王女士，步
行5分钟就来到食堂，吃上一口实惠的
家常菜，她满意地说：“菜品实惠健康，
环境设施很舒适，我以后会经常来吃。”

社区小食堂，民生大文章。据了解，
今年以来，镇江体产公司以党建为引领，
积极探索场馆区域配套服务，多渠道、多
路径解决锻炼人群盼望已久的就餐问
题，引进社会资源打造“一日三餐，四季
烟火”的社区食堂，真正将为民服务从舌
尖蔓延至心间。由于社会效益显著，在
健康路体育公园推进了第二家连锁社区
食堂项目。镇江体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协助社区食堂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完善服务功能，健全长效运行机制，把社
区食堂建成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不断
增强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社区“小食堂”民生“大文章”

健康路体育公园社区食堂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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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巷巷往往

经过近两个月的改造，
12 月 16 日傍晚，车辆和行
人穿行在出新后的黄山北
路铁路下穿涵洞。据了解，
此次改造方案以涵洞本体
美化出新为重点，道路周边
环境整治同步实施。桥体
涂装以灰色为主色调，回归
水泥自然本色，体现山水园
林城市特征。

文雯 王南 摄影报道

本报讯（王庆生 记者 笪伟）日
前，国际乒联网站公布了中国参加
2024年国际级裁判员考试合格名单，
我市一人榜上有名。至此，我市乒乓
球国际级裁判员已达4人，加上现在外
地工作的3名镇江籍国际级裁判员和6
名国家级裁判、1名荣誉国家级裁判，
我市高等级裁判员总数居全省前列。

此次上榜的唐廷浩是江苏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师，业余时间钻研乒
乓球裁判知识，2010年晋升为一级裁
判。通过参加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锦
标赛、国际乒联青少年分站赛、国乒“直
通世乒”镇江选拔赛和省市各种赛事裁
判工作的磨炼，综合能力不断提高，
2016年通过考核晋升为国家级裁判。

我市高等级乒乓球裁判员总数居全省前列

黄山北路铁路
下穿涵洞美化出新

张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