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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陈源花

南京市人大代表、南京江北新区枢纽经济发
展管理办公室规划与国土部副部长张勇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 徐梦云）近两
年，社区食堂的点位不断增多，圈粉了很多年
轻人，网络上也掀起了“打卡热”。年轻人吃
饭呈现出新需求。今年南京市两会上，就有
不少政协委员关心起年轻人的吃饭问题，建
议可参照银发餐厅的做法，开设青年助餐点。

吃腻了外卖，又实在没时间自己下厨的
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主要为老年群体服务的
社区食堂。“单位楼下的社区食堂开了以后，
我就经常去吃，还可以打包。”在南京市新街
口商圈工作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在社区食堂
吃饭，可以选择的菜式不少，而且和点外卖相
比，少油少盐，更加健康。社区食堂、老年助
餐点相关的报道也经常引来年轻人纷纷留
言：“年轻人可以去吃吗”“上班族也需要”。

市政协委员、中税汇金江苏税务事务所
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慧表示：“年轻人涌入银
发助餐点、社区食堂，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办
得很好；另一方面，毕业留宁或来宁的年轻
人很多，对他们来说，吃上健康实惠的饭是
现实需求。”她建议可以借鉴银发助餐点的
经验做法，由各区、街道在企事业单位集中

的区域开设青年助餐点，“在价格设置、菜品
选择等方面都能考虑到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给予年轻人一定的照顾。”

市政协委员、建邺区总工会副主席（兼）
张世亮也关注到了身边社区食堂的变化。“建
邺区社区食堂不断‘上新’，给了大家越来越多
的选择。比如沙洲街道金穗花园社区食堂是全
区首家自助餐式社区食堂，每天有60种荤素菜
品搭配。不仅老年人能去，年轻人也能去。”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社区食堂提
出了“全龄友好”的希望。在张世亮看来，社
区食堂应该针对不同人群，实现差异化运
营，在保证年轻人吃饭的同时，避免对老年
人吃饭造成影响，造成资源挤兑。张世亮建
议，在未来办公楼聚集区、园区、厂区进行规
划建设时，可以考虑为年轻人打造大社区食
堂 。 在 这 个 食 堂
内，不仅有实惠的
工作简餐，食堂的
菜品选择也应该更
多样，丰富年轻人
的选择。

“年轻人涌入社区食堂”引热议，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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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 史童歌）“朱雀
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月13日上午，南京市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建邺区代
表团全体会议现场，传来抑扬顿挫、韵味深长
的吟诵声。吟诵者是南京市人大代表、南京
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校长何义田，之所以在
会场吟诵古诗，与他带来的建议有关。何义
田建议，要积极引导“古诗词吟诵”进校园，让
孩子们向古人学古文，在吟诵中感受古诗文韵
律之美。

“2025南京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九大任
务，其中之一就是‘有效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这个任务的第一条就明确了要传承城市历史
文脉。”审议现场，何义田讲了一个故事，去年
他和上海音乐学院指挥家戴路青在一次活动
中有过交流。出生于南京、工作在上海的戴路

青问他：“何校长，你是搞基础教育的，你认为
我们南京人出门在外时的文化特征、文化定义
是什么？”这一下把何义田给问住了，进而引发
了他的思考。

“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瑰宝众
多。其中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璀璨的文化瑰
宝就是诗人们在金陵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
作。比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刘禹锡的
《乌衣巷》、杜牧的《泊秦淮》、王安石的《游钟
山》等。”何义田说，文化创新必须靠文化传
承，做好文化传承又与教育息息相关。他认
为，南京人的文化印记要从小涵养。何义田此
次建议“古诗词吟诵”进校园，正是为了推动南
京少年儿童从小接受这方面教育，涵养这座城
市的文化底蕴。

讲到这里，何义田现场吟诵起家喻户晓
的《乌衣巷》，赢得阵阵掌声。“吟诵不仅是诗
人创作的方式，也应该是古诗词学习的方式，

这触及古诗词的本质规律。吟诵还可以是一
种文化交流的方式，通过音调的变化，让作品
更加生动，激发共鸣。”何义田补充说，这种将
文字、声音和情感融合的表达方式，能够极大
地增强古诗文的表现力。“同学们经过一年级
到六年级的古诗词、古诗文的学习，打着节拍
吟诵，掌握古诗词基本的依字行腔、平长仄
短、平低仄高的吟诵规律，让看起来枯燥无味
的古文读起来更有生气，甚至会形成终生难
忘的肌肉记忆。”

何义田说：“吟诵进校园将有助于改变中
小学语文教学中‘读背写抄默’这些一贯的教
学方法，对中华古典
文化的传承大有裨
益。由此，让更多青
少年通过吟诵，爱上
古诗文、爱上汉语汉
字、爱上中国文化。”

精彩40秒，南京市人大代表吟诵《乌衣巷》
建议“古诗吟诵”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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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低空经济的发展和无人机航拍的兴
起，人们有更多机会从高空“打开”不一样的
城市。高低错落的屋顶，山峦叠翠、碧水蜿
蜒，还有藏在其中的“对称美”……这些不仅

给人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更是展示城市文
化和形象的重要窗口。近日，参加南京市十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谈到此次参
会带来的建议时，不少代表为城市外立面

“美颜”支招。
“2024 年我带来的建议是关于促进南

京低空经济发展的建议。”南京市人大代
表、南京江北新区枢纽经济发展管理办公
室规划与国土部副部长张勇说，2024 年是
低空经济元年，《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的出
台，明确要在低空经济领域集中发力、迅速
发展。今年两会，他带来的建议与低空经
济有很大关系，是关于开展南京市第六立
面提升行动的建议。

什么是城市第六立面？据介绍，城市
第六立面，是指在人们可达的较高视点
（如山体眺望点、高层或超高层建筑、飞行
起降区等）俯瞰城市时可感知的城市风
貌，可概括为建筑屋顶和“底板”两个部
分，包括建筑屋顶、建筑立面以及建筑周
边场地、街道、空中连廊、开放空间等城市
空间元素。

“南京是全省超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可
以从紫峰观光层俯瞰新街口和鼓楼，从青奥
双子塔俯瞰南京眼、长江、江北天际线。山在
城中，城在山中，紫金山、老山、明城墙等景点
均有观景台可以俯瞰全市。再加上低空经济
的迅速发展，市民利用无人机或eVTOL飞行

器，可以飞越城市、俯瞰城市。”张勇建议，希
望加快南京“第六立面”提升改造，让市民更
好地感受城市的美。比如，出台第六立面设
计导则，规范屋顶形态、色彩、材质等要素，确
保整体协调性与美观性；在规划和设计阶段
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引入多元参与机制；采用
轻质、环保的新型建筑材料，降低维护成本，
延长使用寿命；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实现屋顶设施的智能化管理，提高效率和安
全性等。

修缮加固、清理杂物、翻新老旧破损的屋
面，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
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苏同心圆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源花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少数
业主擅自拆除阳台实体墙栏杆、破坏原始设
计外立面及色调等行为。“这种行为造成建筑
物外立面既不美观，也不安全。”陈源花建议
南京加快城市建筑物外立面管理立法，规范
建筑外立面的管理
工作，维护建筑安
全，让城市建筑“美
颜”有法可依。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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