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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营养专业学生以端午“五
黄”为切入点，通过“营养寻宝图”互
动讲解，带领学府小学的孩子们探
索传统美食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等
营养奥秘。活动现场设置“健康小
卫士挑战区”，将高糖、高盐等现代

“五害”概念引入宣传，孩子们通过
投掷游戏学习健康饮食知识。体成
分检测专区则提供个性化健康指
导，宣传“211饮食法”，提出运动建
议，帮助解决儿童体重问题，实现传
统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的趣味融
合。

学府实验小学三年级负责老师
朱月鹤表示：“这种寓教于乐的科普
方式特别适合小学生，孩子们在游
戏中就记住了营养知识，比单纯说
教效果要好得多。”现场，参与活动
的何同学兴奋地说：“今天活动太有
意思了，以后我要多吃蔬菜水果，每
天都要吃出彩虹的颜色。”

此次活动注重家校联合。学府
小学将活动中收集的儿童营养信息
及个性化建议整理成“营养小锦
囊”，通过家校通平台发送给家长，
并设立线上咨询通道，邀请医学营
养专业师生为家长实时答疑解惑，
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许多家长
反馈，这种专业指导与家校联动的
模式，让家庭饮食教育更有科学依
据。

近年来，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医学营养专业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通过支部联动、师生协同
的模式，深耕全民营养健康宣教工
作。学院以“全民营养周”为重要
载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
动，累计服务超 50000 人次，实现
了专业知识向社会的有效转化，让
在校学生在服务实践中深化了职
业认同。

今年以来，学院医学营养专业

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号召，创
新推出“体重管理年”专项行动。活
动构建了“文化传承-知识普及-行
为引导-家庭辐射”的健康教育闭
环。针对儿童群体，打造“营养寻
宝图”“健康小卫士”等趣味互动课
堂，将传统节日文化与体重管理知
识有机融合；面向老年群体，在“智
慧饮食工作坊”中新增代谢综合征
营养干预内容，提供个性化体重管
理方案。通过短视频、科普手册等
多 元 媒 介 ，重 点 传 播“211 饮 食
法”、科学运动等实用技巧，并开发

“体重管理日历”小程序，实现持续
跟踪管理服务。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表示，
未来将继续深化“营养健康教育进
校园”项目，通过更多创新形式播撒
健康科普种子，为提升全民健康素
养持续贡献高校智慧与力量，真正
实现“营养惠万家”的公益使命。

苏州卫职院开展端午营养科普活动

走进小学课堂，探秘“五黄”营养科学

垃圾分类五周年，苏州成绩单亮眼

5 月 29 日，南京大学医学院
附属苏州医院走进党建共建单位
——东渚街道龙景社区，该院第
三党支部书记、儿科主任医师陆
敏带领医护团队为近20组幼儿家
庭带来一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
活动。

在座谈会上，陆敏以“婴幼儿
科学照护”为主题开展互动式讲
座，针对家长最关切的育儿难题，
陆敏结合临床经验展开专业指
导。现场家长踊跃提问，从科学
喂养到疾病预防，从心理发展到
日常护理，陆敏一一给予了专业

回复。
讲座结束后，一行人还走进

困境儿童家庭开展上门健康指
导。通过一对一交流，详细了解
这部分家庭在日常照护中的困难
和需求，并且针对孩子的特殊情
况给出了专业建议。

据悉，本次活动系由苏州高新
区工委社工部、区文明办、区团委、
区妇联、区红十字会、区残联指导
支持，南大苏州医院承办的2025
年（第七届）“关爱儿童健康月”首
场活动，并得到了东渚街道社治
办、团工委的协同支持。 徐晓安

近日，苏州工学院第二十九
届“红五月”师生大合唱比赛顺利
举行，活动以“精神铸史千秋耀，
浩曲承光万代传”为主题，不仅呈
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打造了一
堂由歌声谱就、在舞台流淌的沉
浸式“大思政课”。

舞台上，教工合唱团的《莫尼
山》以悠扬长调传递教育者的初
心使命，学生合唱团则以《如梦
令》的古典雅韵和《共青团员之
歌》的青春激越演绎时代变奏。
各学院合唱团匠心独运，通过情
景朗诵、时空对话等创新形式，让

音符与红色精神血脉相连。最
后，学生合唱团以《黄水谣》的黄
河悲怆与《向往》的青春激越收束
全场。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师范
学院获得一等奖，数学与统计学
院、商学院获得二等奖，机械工程
学院、材料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获得三等奖，外国语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与
食品工程学院、纺织服装与设计
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汽
车工程学院获得优秀奖。

刘娴 张文涵 徐晓安

5 月 28 日，康桥花园社区党
总支联合绿色时光社区党总支、
华元社区党委在“暖蜂驿站·未来
环站”开展“粽香暖‘新’服务+倍”
主题活动，为新就业群体、户外工
作者等送上端午佳节的温暖问候
与贴心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
会对基层劳动者的关怀，构筑有
温度的城市民生风景线。

活动现场，志愿者早早备好
端午节日礼包，每份礼包内含6个

咸鸭蛋、6个肉粽及1个寓意平安
的香囊。当一份份满载祝福的礼
包递到劳动者手中时，现场洋溢
着欢声笑语。

康桥花园社区始终关注新就
业群体与新市民劳动者的需求。
活动结束后，不少参与者表示，这
样的活动让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中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增强了
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融入感。

高达

在相城区黄桥街道的田地
里，麦浪起伏，一片金黄，收割机
穿梭往返，机声隆隆，一派丰收的
喜人景象。连日来，黄桥街道
2539亩小麦已陆续成熟，相关部
门利用晴好天气，积极组织机械
收割，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据了解，今年全街道完成高
标准农田建设170亩，成熟期和去
年相仿，主要品种为“扬麦25”，平
均亩产700斤。

当前，正是水稻播种的好时
机。街道农村工作和建设管理办
公室已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
头，提供除草、施肥等技术指导，
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工作顺利进
行，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夏争时、早部署、农时紧、任务
重，丰收在望，这不仅是土地的馈
赠，更是农业发展的成果，在麦浪
的欢歌中释放无限活力，一起“麦”
向生机勃勃的未来。相黄萱 徐晓安

医院互动式讲座教居民科学育儿

歌唱“红五月”，演绎青春激情

端午礼包暖“新”，粽叶裹着城市温度

麦浪滚滚丰收至，夏收夏种正当时

为深入践行“健康中国”
战略，积极响应全民营养周暨
中国健康体重管理年号召，做
到“吃动平衡 健康体重 全民
行动”。5月28日，苏州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党总支第一、第二党支部联合
医学营养专业师生，走进苏州
市学府实验小学开展“端午营
养健康科普”主题活动。活动
采用“党建+专业+文化+服
务”四维融合模式，将传统节
日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有机
融合，为小学生们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健康教育盛宴。

沙瑜

记者了解到，自 2020 年 6月 1
日《条例》实施以来，苏州生活垃圾
处理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2024
年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日
均 收 运 量 分 别 较 实 施 前 增 长
190.9%、96.3%、403.9%，其他垃圾
年均增长率从5.7%降至0.5%，厨余
垃圾分出处置率稳定保持在25%以
上，原生生活垃圾实现“全量焚烧、
零填埋”。值得关注的是，垃圾焚烧
发电效率显著提升，2024年发电量
达 30.3 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 100
万吨，相当于110万户家庭一年用
电量。

同时，基础设施的“硬支撑”功
不可没。全市建成6座垃圾焚烧设
施（日处理能力1.8 万吨）、12座厨
余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5357
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86.1%，居全国领先水平。生活垃
圾处置各环节碳排放总量下降
56%，强度下降67%，为“双碳”目标
贡献了苏州力量。

当前，垃圾分类正成为苏州市

民的生活新时尚。全市750余支志
愿服务团队、4.5万名志愿者活跃在
社区一线，“跑楼天团”“蒲公英计
划”等特色宣教品牌深入人心，推动
近六成居民小区因地制宜优化投放
服务，通过设置“过时投放”点、延长
节假日午间投放时段等举措，精准
对接居民需求。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带头示范，全民参与的“共治格
局”加速形成，垃圾分类从“行政推
动”内化为“社会自觉”。

针对居民反映的“定时投放难”
“大件垃圾处理烦”“低值回收堵”等
问题，苏州推出三大便民举措：全市
普遍推行清洁屋双休日及节假日午
间开放模式（11:00—13:00），年内
实现50%以上小区覆盖，精准匹配

“上班族”“假日族”错峰投放需求；在
中秋、国庆等节日常态化开展“大件
垃圾免费清运周”，市区全时段免费
清运服务力争年内全覆盖，特殊群体
可通过“苏周到”平台预约“一对一”
上门搬运；深化“两网融合”，计划年
内新增可回收物社区回收网点100

个，在姑苏区、高新区试点低值可回
收物前端分选，推进高新区狮山分
拣中心建设，打通“废玻璃、旧织物”
等低值垃圾“变废为宝”新路径。

提升分类质效，制度约束与科
技赋能缺一不可。7月1日起，《拒
收拒运工作操作指南》正式实施，收
运单位对分类不达标垃圾可拒绝收
运，倒逼源头管理责任落实；一批批
社会监督员正式上岗，对分类投放、
收运、处置全流程监督，构建全民参
与的监督网络；4月起开展全市居
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首次专项体检
工作，首轮1089个小区已全部整改
完成，下半年将开展第二轮体检，通
过视频监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
提升执法效能，每季度发布典型案
例强化警示作用。

五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苏
州市将持续完善“法治保障、全民参
与、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推动垃
圾分类从“新时尚”迈向“新生态”，
为全国大城市治理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苏州经验”。

5月29日，苏州市召开《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五周年新闻发布
会，晒出五年“绿色成绩单”：从“一袋扔”到“随手分”的全民习惯养成，再到便民举措
与长效治理的协同升级，消除了垃圾围城困扰，夯实了生态文明基础，社会文明程度
显著提升，垃圾分类已成为苏州城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

徐晓安

比赛现场 苏州工学院供图

活动现场 苏州卫职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