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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在“银河补习班”开启新的生活
“爱课堂”入驻江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每个孩子都是银河遗落在世间的星星，
有一群孩子，他们如星星一样沉默，如星星一
样孤独， 但却是老师和家长心中最闪亮的星
星。

近日， 江宁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迎来了正式启用后的第一批客人。 他们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星星的孩子”。 这一
天开始， 这批孩子将正式在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学习、生活，在爱的课堂里开启人生新
篇章。

10 月 8 日，由天使知音沙龙举办的面向
自闭症青少年的学习中心“爱课堂”正式入
驻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天使知音”沙龙创始
人曹小夏、“天使知音” 沙龙负责人石渡丹
尔、“爱课堂”校长陆忆娓、江宁路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韩益出席本次活动，“爱课堂”的学
员、 志愿者以及学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启动仪
式。

今后，“爱课堂”的孩子们每周一至周五
将在文化中心进行美术、舞蹈、语言、诗歌、阅
读等科目的训练， 同时开展孩子们交流和矫
正的爱心活动。 中心的图书馆、教室、舞蹈房
将免费提供给“爱课堂”的孩子们使用，为他
们提供基础文化和拓展文化的学习场地。 值
得一提的是“爱课堂”的 LOGO 由其中一个
叫天天的学员设计，天天的妈妈制作，每一个
星星的孩子都有一些闪光点值得被挖掘和守
护。

启动仪式上， 学员天天的妈妈作为家
长代表首先发言，“在我和天天加入沙龙

的 4 年时间里面，看到曹鹏爷爷、曹小夏老
师一家人将一件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
实，特别感动的是曹鹏爷爷以 94 岁的高龄
还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呼吁为自闭症孩
子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 因为他们的努力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 有了我们的
‘爱课堂’。‘爱课堂’并不大，但我觉得比
普通的学校更为不容易，意义更为重大，它
所凝聚的是包含了曹爷爷一家人数十年的
努力，包含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包含了
家长们的坚持和小朋友们的努力。 希望在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中，小朋友带着感恩，感
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每天进步一点
点。 ”

“爱课堂” 校长陆忆娓则表示，“爱课
堂”成立以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 这
一次的跨越让“星星的孩子”走进了一个崭
新的、设施先进完备的教学场所，感受到了来
自江宁路街道全方位的支持和热情的服务，
让孩子们又多了一个融入社会大家庭、 接触
社会的机会。走进“爱课堂”江宁校区的新教
室，能看到社区对自闭症儿童教育的接纳、重
视，也感觉到教师、家长、学生对教育的敬畏
和对来自社会关爱的感恩， 这种感恩将会转
化为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后， 江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韩益发
表了讲话，她强调，江宁路街道一直以来都在
探索“浸入式”社区教育，致力于让社区最优
质的活动场地、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受欢迎
的课程、最精彩的展示，像雨露一般浸润到社

区每一个最需要的地方，让每一个“星星的
孩子”都能共享社区教育的大餐。 她希望孩
子和家长们在这里能找到“家的感觉”，尽情
去思考、去梦想、去想像，找到快乐、找到自
己。

“爱课堂”是一场充满爱意的行为，江宁
路街道为爱接力， 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学有所
获，快乐成长。

（街道社发办）

江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韩益发表讲话

““爱爱课课堂堂””为为““星星星星的的孩孩子子””提提供供学学习习的的空空间间

公告

来“时间剧社”
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

在刚刚过去的“情至江宁，因您而美”江
宁路街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主题活动暨第 16届江宁社区节，上海交大安
泰 EMBA 中心作为首批与街道进行签约的
名团，将通过各类活动，致力于推动社区的发
展、 文化品质的提升和居民群众学习质量的
改善。

目前， 交大安泰 EMBA 中心的校友组
织“时间剧社”开始在社区招募，欢迎零基础
的小伙伴共同参与，将通过话剧表演的学习，
让大家领略到表演的精髓，真听真看真感受。

“时间剧社” 源于上海交通大学 EM-
BA，专注于沉浸式体验与学习、戏剧与剧场
教育。“时间剧社”是江宁路街道重要合作伙
伴，致力于发现更多的“江宁之美”，深入挖
掘社区风貌、 将深度参与现代戏剧谷的市民
剧场、上海梦想戏剧节、静安区科教等宣传活
动，助力宣传江宁路街道文化品牌。

· 活动时间 ·
2019年 11 月—2020 年 6 月

每月两次（隔周周四）18:30—20:30
· 活动地点 ·

江宁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 楼 505 教室

（昌平路 710 号）
· 联系方式 ·

13761295816 魏老师
· 参与对象 ·

居住、生活在静安区的你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时间剧社”招募情况

“我为祖国点赞”获奖征文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江宁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举办了“我为祖国点赞”有奖征文活动。 活动受到
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的作品 102 篇，其中学生作品 36 篇，经过专家评委评选，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及提名奖。 本刊将陆续刊登
获奖作品，本期登出的是一等奖《肚里肚外 70 年》。

在过去的日子里， 听见的最平常的一句
话就是：人生在世，吃穿二事。 此话虽然有点
偏颇，但也反映出基层老百姓的心态。衣食住
行，摆在首位的自然是“食”。

碗如人生， 人生如碗。 衣食足而民无
忧，民为本，粮为基。重视粮这个根本，党和
政府经过 70 年的努力，也实实在在的落到
实处。

从吃喝上描绘一下山乡巨变，值得书写。
倘若没有亲身经历， 我是难以写出真切感受
的。 过上了好日子， 端起饭碗感激党的好政
策，我们是生发了诸多感慨。经历是人生的一
笔宝贵财富，我有 15 年的农村生活经历。 对
民以“食”为天刻骨铭心。 一个“食”字后面
是一篇大文章，“食”这一路的进步，是共和
国的发展史。

衣食住行，是人离不开的生活条件。 建国
70 年的巨大成就，食文化也是值得写的。 用
碗来衡量衣食住行的巨变，我想最有发言权。
碗中有饭，心不慌。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人
们对生活的追求， 已经不再局限在吃饱喝足
这个低层次上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 嘴巴馋是最令人牵肠
挂肚的。 往昔你说哪个孩子不馋呢？ 饕餮、下
面、不看眼色，这样的词语形容我们那个缺少
吃喝的年代，对吃的热望是最贴切的。

盼望好吃的， 有点望眼欲穿， 也可以用
“望穿秋水”这样的词来比拟。 母亲经历过漫
长的缺吃少穿的日子，经历过 1960 年的大灾
荒，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今日。
要饭的经历，让她老人家如今还感慨。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人的观念
是期盼好吃的。 好吃的，这种概念与范围，只
是局限于细粮、肉食等。一日三餐，油性惨淡。
平时的日子里， 吃的最多的是粗粮。 票证年
代，割肉用肉票，买布用布票，买煤炭用炭票，
就连打油要用油票。 1982 年，我还骑着自行
车跟着秀三爷爷去公社供销社打油， 家中 7
口人，除去父亲在外面上班吃公家饭外，老少

六口人，一斤二两豆油，就用一个啤酒瓶子装
着，打油时候那个心里乐开花，农人说：像吃
了欢喜团一样恣。

自己家每年都喂猪，一年喂猪一个，年底
要卖猪，打级，越肥的级别越高。 能打上一级
的猪，就能卖个好价钱。那一家人的开支就有
了着落，盖房子，娶媳妇，都指望这养猪这副
业。喂鸡，积攒的鸡蛋，只能赶集换个零花钱，
一家人的油盐酱醋都指望这鸡屁股。

糖果是个稀罕物，平时是难得吃的。 就日
日期盼有人结婚， 婚礼上撒糖， 我们可以去
抢。 谁抢的多，最多的也就七八块糖果，大白
兔的奶糖是稀罕的。印象中的糖果，多是一分
钱两块的糖。

有野菜的季节还算好的，没有油水，也没有
肉。割点肥肉炼油，是最常见的。菜很少炒，多是
拌。野菜洗好了，母亲会做。开水煮一下，也可以
烫一下，葱姜蒜、盐，咸菜丝，一拌，也入味。

一年 365 天，吃煎饼，喝玉米粥，这样的
天数能达到 300天。 望粮叹息，望眼欲穿，这
样的欲望最迫切。

有一日，我馋糖，快要馋死的架势了。 很
想吃，就央求当家的奶奶，给钱买糖吃。 当然
是不给，就与奶奶斗气。 央求，哭鼻子，耍赖，
烦恼的奶奶没办法。就给我一张大团结，让我
去村的代销店买糖。 当我拿着这张大票去代
销店时，干售货员的四姐姐王玉桂如临大敌，
三番五次问我，是否偷的家人的钱？陪伴我回
家，问了奶奶，明白缘故。 糖没买成，你说，你
拿张大票去买糖，简直是异想天开。

对块糖的热情依旧不减， 这样的爱恋持
续了十多年。 13 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南方的
水果———香蕉，在上学的路上，玩伴永军从兜
里神秘兮兮的掏出一块香蕉来， 对同学效礼
说：尝尝，香蕉。效礼轻轻尝了一点，据说那熟
透的香蕉如蜜一样。 又对我说：纪强，你也尝
尝。 我第一次见这稀罕物，却没有尝。 香蕉的
滋味如何，梦中吃了多次。 而真正吃到香蕉，
那是几年后农转非进城后的事了。

肚里肚外 70年（上）
文 王纪强

如果你热爱写作， 不论是天马行
空的童话故事，还是光怪陆离的小说，
亦是诗歌，散文，体裁不限，请发挥你
的脑洞，拿起笔创作吧！

如果你热爱拍摄， 拍下了生活中
的精彩瞬间、身边的风景、美食……那
这里就是你的“秀场”，你的照片有多
美，我们就给你多大的舞台。

不管你是居住在江宁社区， 还是
工作在江宁商圈，都来向我们投稿吧！
稿件内容不限 ， 文章字数请控制在
2000 字以内，摄影作品请发送原图，并
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 投稿邮箱 ·
dinghao@sqcbmedia.com

· 书面稿请寄 ·
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05 室

《江宁社区晨报》编辑部

· 联系电话 ·
021-61155946

征稿启事

时时间间剧剧社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