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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益）6月 9日，现代
快报记者从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
到，近日，南京编制印发《2025年南京市深入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要点》，聚焦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公
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提出了今年七个方面共
50项重点任务。

其中，在深化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方面，
提出支持紫金山实验室承担更多重大科技
任务，推动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创建国家实
验室基地；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持

续实施长三角（南京都市圈）科技合作计划；
积极参与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城市联盟，
支持与上海、苏州、合肥等城市组建人才攻
关联合体。

在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方面，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续建北沿江
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宁芜铁路扩能改造等
项目；加快建设南京北站综合枢纽及其集疏
运体系；协同组建苏皖轨道交通运营公司，推
动苏皖跨省城际、市域铁路运营一体化；提升
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全力推进宁滁、宁盐高速

建设；推进禄口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高淳通用
机场前期工作，探索开辟低空空域客货运输新
途径；加快推进南京港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深度合作，探索与马鞍山郑蒲港等周边港口开
展集装箱业务合作。

在推动区域协调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
动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加快编制南京都
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和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有序推进宁滁结对合作帮扶，建设宁滁皖北
省际合作园区；支持栖霞、溧水、高淳、六合
等地区因地制宜开展跨界合作等。

紫金山实验室、南京北站、宁芜铁路、禄口机场三期……

南京今年将特别关注这些项目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益）南京市红山森
林动物园（以下简称“红山”）可以说是最受
游客们欢迎的动物园之一了，近年来，场馆
不断丰富扩容，动物种类也越来越多。6月9
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红山即将开始扩建，批复同意了新场馆
河川馆的建设。但具体里面会有什么动物，
还需要静待时间揭晓答案。

目前，红山有大熊猫馆、考拉馆、高黎
贡、冈瓦纳、本土物种保育区等场馆和展区，
涵盖了多种多样的物种。还有正在建设的
非洲雨林馆，即将对外开放，展出的是大家
熟悉的动物大猩猩。

6月9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根据最新批复，红山将再次扩
建一个新场馆，进一步丰富动物种类。新场

馆名为河川馆，新建项目包含了河川生态动
物展区及服务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7979平
方米。其中河川生态动物展区为2层建筑，
总建筑面积6170平方米，地上面积4730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服务配套
设施为2层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1809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约9957.84万元。

新场馆会是哪些动物的家？现代快报记
者发现，早在2015年的《南京市红山森林动
物园修建性详细规划》，就提到了河川馆。
在当时的规划图中，河川馆位于一片水域
中，看起来像“三片荷叶”。当时就有市民好
奇，这个河川馆是不是类似于海底世界？而
根据当时动物园方面的解答，河川馆不但会
有淡水和海洋鱼类，还会根据河流的走向来
安排动物的位置。“比如长江流域，上游有什

么动物，中游有什么动物，两岸又会有什么
动物，这三类都会进行安排，所以在河川馆，
游客不但可以看到鱼，也会见到小熊猫、扬
子鳄等动物。”不过，时隔10年，如今小熊猫
已经在高黎贡展区安家，扬子鳄栖居在本土
物种保育区，等河川馆建成，它们是否要搬
家还不确定。

同时，现代快报记者还了解到，红山将
对原来的长颈鹿馆进行改造，拟将原长颈鹿
馆改造成一处综合性场馆，对外展示非洲动
物并为游客提供轻餐饮服务。具体来说，对
原馆舍装饰装修、内部空间、电气、暖通、消
防、给排水等进行改造。同步实施室外工
程，主要包括动物活动场地、广场、长廊和动
物笼舍等功能区域，打造非洲特色主题景观
区。

6月7日，在小市街道“阅享时光”系列读
书会上，小朋友们现场认识五谷，了解五谷的
前世今生，培养尊重劳动的良好意识。此外，
活动中还“诗意满满”，大家争先朗诵古诗词，
传递珍惜粮食的优良传统。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常说的五谷
有哪些吗？它们分别是稻、黍、稷、麦、菽。”在
活动中，医学检验师、中医执业助理医师郝志
宾作为本期领读人，从对五谷的认识开始，给
大家带来了一场“五谷小课堂”，讲述了五谷的
来历和种类。“五谷是我们农耕文明的核心作
物，承载着先民对土地的敬畏与智慧，五谷的
多样性也展现了古人因地制宜的生存哲学。”
传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生态系统守护、节约
粮食……领读人将传统文化、好的习惯以及现
代农业知识相结合，让孩子们受益匪浅。自古
以来，文人墨客创作了众多关于粮食的古诗，
当天现场书香满满，小朋友们通过朗诵古诗，
传递出自己要尊重劳动、节约粮食的决心。

夏天来了，现场还安排了中药香包制作体
验环节，小朋友们热情高涨。动动小手，不一
会儿，一个个驱蚊又清香的香包就制作完成，
中药清爽的气息充满活动现场。

本次活动由小市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小市街道民政服务站、小市街道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小市街道文化站主办，现代快报、鼓楼
致诚社会服务工作中心承办，青雁未成年人关
护中心协办。据了解，“阅享时光”系列读书会
活动还将结合非遗手工、创意制作等特色活动，
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小朋友们在心里埋下爱读
书的种子，为小朋友们提供一个探索知识、启迪
思维的平台，助力培养爱读书、好读书、善读书
的新一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马壮壮

运动社群串起年轻的心
近两年，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的

传播加持下，出现了越来越多以“羽毛球”
“骑行”“攀岩”“户外”等运动项目为标签的
社群。他们以城市为单位，定期组织运动
活动，聘请专业的向导、领队增加徒步的安
全性与专业性。网友只需要在社群里接
龙，或者是在“粗门”“闪动”等App上报名
即可参与，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

很多运动社群的账号都有上万粉丝。
上海一家专注做户外运动社群RunWild撒
野的负责人张诗佳表示，每周他们都会固
定组织两至三场户外活动，如徒步、飞盘，
每次都有20人左右；在太原的一家青年运
动社群中，城市周边游的参与人数甚至会
达到50多人。

除了接触自然，年轻人通过参与社群组
织的体育活动，拥有了新的社交途径。既
要健康，也要回归人群。

对于很多刚毕业、刚回国或者是刚到新
城市发展的年轻人，来到陌生的城市，通讯
录中没有太多当地的好友，一个人上班、吃
饭、逛街……孤独感难免涌上心头。通过参
与运动类的社群活动，年轻人可以快速创
造出社交关系和活动圈层。由于这些社交
链接与工作重合度不大，相处起来也会更
加轻松。第一次通过社群参加爬山活动的
何杰表示，运动的时候才发现人是流动的，
原来大家的差异那么大，在运动时脱离了
原有的工作场景，大家的想法会更加简单、
专注。

与传统的社交活动相比，运动创造的互
动环境更加自然。在骑行的山路上，远处
是无边的旷野和青山绿水，汗水迅速地被
风带走。在不自觉发出“天气真好”的感叹
时，骑友自然而然与周围同伴产生了共鸣

与表达的欲望，这就是运动为社交带来的
魅力。

位于中国北部城市太原的向山而行青
年社交的创办者王霞说：“即便是害羞内向
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地去社
交。”由社群发起的流量可以触达更广阔的
受众，因此这种运动模式更加具有自我拓
展的功能。

把运动还给自然
2022 年 8月，中国首届飞盘联赛在西

安打响，飞盘运动在国内实现破圈传播。
随着全民皆“飞”的热潮退去，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正在从“重社交、轻运动”转向“回归
运动本身”。从早期追求“社交打卡”的喧
嚣，逐渐回归到对体育本质和自然属性的
专注。

经常参加北京户外徒步活动的林语晋
说：“以前还会遇到一些‘强’社交属性的户
外团。领队会带着大家自我介绍，玩破冰
游戏，社员也更注重建立人脉、拍摄图片，
视觉乐趣大于体育乐趣。但现在这种团少
多了，大家还是希望能够享受自己和大自
然相处的空间，或者是享受两三个朋友的
内部社交。”

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出来运动，主
要是为了愉悦身心，逃离烦闷的工作环
境。如果换了个环境还是要“强装大人”，
被迫社交，似乎违背了运动的初衷。

比起原来美女帅哥云集，注重“社交”、
注重“出片”，现在的户外活动流程简化了
很多。以徒步活动为例，基本就是“成员集
合—大巴拉到目的地—徒步—结束返程”，
领队会提前把行走线路在群里讲解，在现
场没有多余的环节。

这一转变，意味着年轻人对运动的理解
越来越成熟。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社交货

币，而是回归到它最本真的样子，从“秀装
备”“发美照”转到“晒PB”。

用运动找回生活的掌控感
林语晋刚到北京工作不久，在她的朋友

圈里，几乎都是她在户外时灿烂的笑容。
一个月两次的户外运动，是她给自己生活
充电的方式。她说：“户外活动能给我带来
很多生命力，我在户外会笑得特别自然，也
不畏惧任何人的眼光做一些夸张的动作，
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本真的状态。”

在大健康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特别是Z
世代和千禧一代把运动作为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据麦肯锡未来健康调查报告显
示，在中国，62%的消费者将健康视为日常
生活的头等要事。不同于专业体育的高门
槛，社群运动以其“低门槛、高包容”的特质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在这里，
运动不是竞技场，而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节
奏。

除了满足健康需求，在运动中人的情绪
也能得到很好的释放。远离工作内容，与
陌生人一起完成团队配合。张诗佳说：“运
动时不会有人要求你懂事”。

在城市的钢筋森林里困了太久，年轻人
开始渴望一场彻底的感官觉醒。在高山、
草甸、公路、球馆间，他们享受运动时的征
服感，当双腿酸软却坚持登顶时，当汗水浸
透衣衫却突破极限时，多巴胺和内啡肽带
来的快感恰恰是数字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
的真实体验。

这或许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用
身体的疲惫换取精神的放空，给自己来一
场心灵的放松疗愈，在喘息与汗水中，重新
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社交只是运动过程
中的产物，运动本身就是目的与意义。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红山森林动物园将新建河川馆
长颈鹿馆也要改造成综合性场馆

“阅享时光”读书会
书香中学习农耕文化

从秀装备、发美照到晒PB

年轻人社交新方式，约运动也约山水
三五成群，拿起登山杖，背上登山包，

走出家门，徒步山野，听着山间空谷的鸟
鸣，踩着落叶发出窸窣的声响。“PB”
（Personal Best），指的便是这类年轻
人，他们不再过度关注健身穿搭，放下强
烈的社交目的，用脚步丈量山野，用呼吸
感受风速，在汗水与泥土的真实触感中，
一反工作中的疲态，重新找回生活的掌
控感。

通过社群参与运动正成为年轻人拓
展生活的新场景，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意
欲在社群运动中寻找社交价值、情绪价
值、健康价值。

年轻人参加社群组织的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