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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墨池 林杉

年关将至，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姹
紫嫣红、寓意吉祥的年宵花成为市场主角，
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1月18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汉中门鲜
花批发市场。蝴蝶兰、映山红、仙客来等盆栽
花竞相开放，澳梅、银柳、百合、洋牡丹、小菊
等鲜切花争奇斗艳。走道两侧，家家商铺门
前人头攒动，一派喜气洋洋的过年景象。

“过年买几束花摆在家里仪式感满满，
新年新气象，希望来年红红火火。”正在选购
年宵花的市民赵欣是花卉市场的常客，逢年
过节都会来看看。在汉中门花卉市场一楼，
店员小杨正在为顾客介绍花卉品种和价
格。“年前鲜切花价格有些上涨，但是新鲜、
种类多，热门品类有澳梅、百合、玫瑰、冬青
等。”他告诉记者，每年春节前都是营销旺
季，酒店、门店采购和市民购买量明显增长，

店铺过年期间也不歇业。
另一侧，花间密码的店主贾先生正在修

剪银柳枝条、制作年宵花福桶。“订单多，直
接来选花的人也多，我们昨晚通宵都在准备
花束和福桶。”贾先生介绍，市场内只有自己
一家卖铁艺的福桶，单价在200元至300元
不等。“它们耐储存且看起来红火喜庆，一天
最多能卖几十个。”此外，很多顾客选择定制
服务，今年兔元素的定制产品较为畅销。

除了鲜切花，盆栽花也卖得火热。在金
陵花卉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花店，各式
各样的蝴蝶兰稳居花棚“C位”。正在装货
的王志亚，面包车后备箱里塞满颜色各异的
蝴蝶兰。“这些都是顾客提前预订的，专门买
来送亲戚朋友。”

寓意美好的鲜花一头带动新春氛围，一
头连接百姓致富。

“今早7点多刚发出一车2000多支的
百合，现在工人们正忙着剪枝、装篮，中午还

有一车花要发。”连云港市东海县三铺村李
密芝鲜花基地负责人李密芝说，基地目前有
百合、郁金香等200多个花卉品种，平常一
天一车货，现在一天三四车，花卉发货量共
计7万支左右，除了销往省内，还卖到湖南、
陕西、天津、浙江等地。

近年来东海县积极发展花卉种植产业，
共计引进鲜切花新品种100多个，2022年全
年鲜花销售额约8亿元。“老百姓生活水平逐
步提高，不只注重物质生活的满足，更加向往
高品质的生活，鲜切花消费自然就成为人们
新的消费需求，从以前节庆消费向大众消费、
日常消费转变。”连云港市东海县花卉研究推
广站站长华小平介绍，“推广应用了百合种球
催芽生根、鲜切花病虫害综合防治、切花菊花
期调控、郁金香种球消毒技术等新技术。”

此外，推广站积极吸纳低收入农户和闲
散劳动力100余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
会，每人每月可增收2000余元。

随着线上渠道的成熟，很多家庭将购买
年宵花的习惯转移到线上。叮咚买菜数据
显示，目前销量前三的年宵花是银柳系列、
澳洲腊梅系列、红玫瑰腊梅红豆混搭花束，
华东用户对南瓜树、银柳花环挂饰、钱串子
多肉盆栽等新品种的接受度很高。

“我们在满足传统年宵花品类需求的基础
上，开发了一些更贴合年轻人喜好的花种或造
型。”叮咚买菜鲜花负责人俞水就表示，预计今
年整个年宵花销量比去年增长一倍左右。

“春节前夕，取送鲜花订单增长37%。”
美团跑腿负责人说，为了满足市民的过节需
求，即使是在除夕、大年初一，也可以随时下
单鲜花品类，24小时满足用户的取送需求。

业内人士表示，以前花是礼物，现在花是
生活。人们越来越注重取悦自己，而鲜花消
费就是“悦己经济”的重要一环。加之今年元
旦和春节离得近，市民利用元旦假期看花、买
花，不仅增添浓浓年味，也提振了市场信心。

本报讯（记者 陈雨薇 陈悦勤）“匠
心独运，莺梭燕剪，织成苏绣千年锦；兔翰大
挥，烟墨云笺，画就吴门一派春。”1月18日
上午，2023年“城门挂春联 苏州开门红”揭
幕仪式在苏州相门城墙景区城墙遗址广场
举行，气势磅礴、古韵悠长的春联高高挂上
苏州九大城门，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作为全省“城门挂春联”活动的重要
组成，“城门挂春联 苏州开门红”活动已
连续举办6年，成为陪伴苏城百姓共迎新
春的必备节目、形式新颖的春节新民俗。
当天亮相的9副巨幅楹联，从上万海内外
楹联爱好者的投稿作品中精心遴选而出，
由言恭达等9位书法大家倾情书写，饱含
着社会各界对新年的美好祝福以及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敬意。

今年的“城门挂春联 苏州开门红”活
动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区管委会、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苏州名城保护集团、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
台主办，并首次与保护区、姑苏区新春团
拜会携手开展。活动中，企业、人才代表

收到了主办方的“姑苏繁华”文化礼包，劳
动模范、好人代表获赠火红春联，一线工
作者收到了新年“健康礼包”。2023年度
保护区、姑苏区全区重点活动安排现场发
布，用5大篇章、24项重点活动奋进中国

式现代化姑苏新实践。
当天现场还举办了写春联、赠春联活

动，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与挂上巨幅
春联的巍峨城门合影，并领取一份寓意美
好的小家春联，共享浓浓的新春年味。

本报讯（记者 董翔）记者1月18日从南京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23年南京市在玄武、秦淮、
建邺、鼓楼、雨花台、浦口区和江北新区全域，以及栖霞、江宁、六
合、溧水、高淳区部分区域，禁止单位和个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为回应市民群众燃放需求，南京在栖霞、江宁、六合、溧水、
高淳区的非禁放区共设立了20处集中燃放点，将在集中燃放点
入口、燃放点周边安放指示牌，设置必要的停车区域，并部署公
安、应急、城管等执法力量和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保障力量。
在集中燃放点周边，南京市相关部门将合理设置烟花供应点，对
流动兜售非法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执法查禁。

南京市禁放办提醒广大市民，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美
团、淘宝、拼多多等网络平台发起团购烟花爆竹、通过寄递送达，以
及在外地购买并利用私家车携带烟花爆竹进入南京市禁放区燃
放，都属于违法行为；在设立的集中燃放点周边购买、现场燃放完
毕，不要用私家车运输。对举报违法违规销售、运输、储存、携带、
燃放烟花爆竹的群众，南京市相关部门查实后将予以奖励。

南京今年继续划定
烟花爆竹禁放区

本报讯（记者 李鑫津）1月17日，记者从扬州市政府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该市所有国有景区免
费开放，各单位部门积极出台政策疏解可能出现的停车难、入住
难等问题，全力助推扬州文旅市场回暖，燃旺城市“烟火气”。

1月21日至27日，瘦西湖、个园、何园、大明寺、茱萸湾、凤
凰岛等国有景区全部免费开放，扬州市文广旅局还打造了6条
专题游览线路供游客选择。考虑到景区最大承载量，将采取“免
费不免票”、预约分流入园的措施，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各景点官
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平台选择时间段进行预约。扬州还在
全市150余家酒店预留了两万余张瘦西湖门票，游客告知身份
信息，酒店即可在后台预约。

近期，扬州市交警部门对部分热门旅游景区周边的停车资源
进行摸排，涉及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运河三湾风景区、“双
东”历史街区等热门景区景点，共梳理排查各类停车位1.12万
个。从1月21日8:00到27日20:00，扬州还开放27处政府机关
停车场让游客免费停车，累计提供1221个停车位，其中包括19
个可充电车位，外地游客凭本人身份证进入政府机关停车。在此
期间，扬州市区所有临时占道停车场均可免费停车，扬州公交集
团所有公交线路面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实施免费乘坐。

本报讯（赵晓勇 丁荣）1月18日，泰州市举行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政策新闻发布会。

自当日起，具有泰州户籍的退役军人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和身份证，可
在泰州市行政区域内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免费游览政府定
价或者指导价管理的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景区。泰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加入优待行列，首批79家单位
（含银行、医院、超市、酒店等）提供金融、医疗、购物、餐饮等相关
优待服务。

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兆洋介绍，为进一
步整合拓展泰州市各项优待政策，方便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及时搜索查找享受各类优待措施，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拟
联合5家金融企业共同打造“泰尊崇”线上优待平台，作为泰州市
拓展归并、集中整合、对外发布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资
讯的统一平台，努力打造具有泰州特色的“十分钟优待圈”。

泰州打造“十分钟优待圈”

本报讯（记者 颜颖）妙趣横生的兔纹剪纸《富贵兔》、金
光灿灿的兔形金箔《金兔抱月灯》、栩栩如生的秦淮灯彩《兔爷
吉祥》、精巧喜庆的绒花《“兔”生幸福》……1月18日，“百兔争
春——癸卯年生肖‘兔’艺术创意作品展”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15号临展厅开展，迎来众多市民参观打卡。

此次展览，展期至2月28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智慧和谨慎的象征。为迎
接农历新年，博物馆充分发挥文化主阵地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公开征集遴选后，将百余件以兔为主题的艺术精品汇集展
出。展品涵盖雕刻、编织绣、灯彩、陶艺、剪纸、泥人、面塑、民间
美术、艺术设计等10余种门类，集中展现民间艺人的生活智慧
和精湛技艺，为公众呈现丰富有趣的新春主题文化展览。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百兔争春”开展

□ 本报记者 鹿 琳

历时一年，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记忆”二
期项目于1月15日正式开街。在南湖路与
南湖东路交界处，南京首家路边咖啡厅——
南湖咖啡厅原址重开。排队“打卡”的人群
中，带着一对龙凤胎孙儿的老人王玉萍格外
显眼，品一口“13路特调”，她感慨道：“80年
代的味道回来了！”

南湖之于南京，既是一个空间地标，也是
一个时代记忆的缩影，有着浓厚的生活氛围
和可感可亲的烟火气息。30多年前，水西门
外广阔的水塘菜地间，平地崛起江苏省规模

最大、配套齐全的新型住宅区——南湖新村，
南湖成为当时南京先进居住方式的“代表”。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南湖，时髦又精
致。南湖咖啡厅1985年首开，比我搬到康
福村早一年。”67岁的王玉萍回忆，当时自
己在南京轧钢厂库房工作，南湖咖啡厅开业
当天，她一下班就和“小姐妹”去凑热闹、赶
时髦。上世纪90年代初，南湖咖啡厅关门，
此后开过超市、水果店、六合菜场等，新年伊
始原址重开，“老”咖啡馆唤醒了许多人年轻
时候的回忆。

2021年，建邺区将南湖地区的核心道
路南湖东路列为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广泛征

求居民、商户意见，采取“小规模、渐进式”手
法进行“微更新”，复刻彼时生活场景，赋予
老城烟火新的面貌与吸引力。

“最大程度保留并强化南湖特色风貌，
以烟火气、市井气、风格化为设计和更新导
则，2022年我们延续一期主题，启动了‘南
湖记忆’二期工程。”建邺城建集团董事长黄
峰介绍，“南湖记忆”二期在一期基础上向西
延伸，东起南湖咖啡厅、西至玉塘街，全长约
600米，涵盖1个市民广场、2个街角公园、
46家沿街店铺、3个小区出入口、1个潮流
美食区以及道路沿线的主题化改造和整体
环境提升。

15日开街当天，南湖东路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游览怀旧。人气最旺的南湖咖啡厅
以“南湖绿”为主色调，课桌式咖啡桌、电镀
椅、收录机、玩具等，刻有那个年代的“印
记”；苏果便利店外侧墙面被粉刷成巨幅上
世纪80年代摩登青年画像，不少年轻人将
此作为背景，举着手机玩自拍；董阿姨肉沫

煎饼、闽中馄饨贡丸等网红小吃摊“乘”上了
复古巴士、复古街车，排队的人们在寒风中
搓着手等餐……在康福村小区门口，已经搬
离南湖地区的张建设特意“故地重游”，指着
刷有上世纪80年代银行业务海报的时代主
题墙说，“几十年过去了，很多店铺换了好几
手，但这家工商银行还在原址。”

老街微更新，不仅带来“回忆杀”，也升
腾了烟火气。在南湖东路，中午时分，地毯
牛排、张府园大碗面、插花牛肉汤等“名声在
外”的美食网红店里几乎坐得满满当当。走
进小四代馄饨，透明厨房里，40岁的老板王
超军麻利地排开一排空碗，将热气腾腾的骨
头汤依次舀到碗中，“从早晨4点多到店里
熬汤、调馅，一直要忙到夜里八九点。这两
天平均每天能卖1500碗左右。”

建邺区调查显示，“南湖记忆”一期开街
以来，重点商户营收平均增加了30%以上。
建邺区副区长殷晓巍介绍，南湖东路更新，
不仅是为提升城市的公共配套和“颜值”，更
要通过打造一系列富有时代感的新消费场
景。春节期间，“焕然一新”的南湖地区还将
举行南湖记忆生活节，风靡上个世纪80年代
的摩登舞蹈等12场“南京百场公益演出广场
行”系列活动将在南湖片区轮番上演。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近年来，律
师队伍作为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主动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为法治国家建
设添砖加瓦，为提升人民幸福生活指数
建言献策，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
设中贡献更大力量。

履职尽责建言献策

近日，江苏省律师协会披露，截至
2022年底，江苏共有律师44089人，其
中现任各级人大代表律师228人、政协
委员律师486人。2017年以来，代表委
员律师共提建议提案4288件，参与立
法修法1022件，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
府管理、法治建设等多个领域，创历史
新高。

“数据背后，反映了律师履职成效
不断彰显，参政议政能力不断提升，他
们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愈发得到
重视和肯定。”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处
长曹扬文说。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南京）律
师事务所党委书记、合伙人车捷2018
年3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先后提

交议案、建议近40篇，涉及技术秘密司
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破产法律
制度、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等，均得到相
关部委回复。

“我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肩上有
着沉甸甸的责任。”车捷说，他的每一份
议案、建议都是大量调研走访得来的，
希望这些建议能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社
会进步。

像车捷一样，众多江苏律师成为法
治进程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一大批议
案、提案和建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原全国人大代表刘玲律师“关于在江
苏设立海事法院的建议”，得到最高院
等部门采纳，2019年初中央编办正式
批复同意设立南京海事法院；全国政
协委员魏青松律师“公共法律服务存
在问题及对策建议”，被相关部门引
用；省政协委员陆刚律师“关于建立律
师代理案件统一排庭平台”有关建议，
被省人民法院采纳……律师参政议政
广度和深度不断延伸。

“律师参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充
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体现法律人的专

业素养、职业情操及行业精神，这是我
国法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省律师
协会会长薛济民说。

深度参与地方立法

细数自己经手和参与过的立法项
目，省人大代表、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主任孙勇感慨良多。从广受关注的《南
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起，孙勇带领
三法所受托起草《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
法》《江苏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南京
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等，为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贡献智
慧和力量。

“立法评估工作方法科学，内容鲜
明有针对性……在全国属于首创,具有
很强的示范意义。”在2018年南京市人
大法制委召开的专家评审会上，《南京
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草案得到一致认
可。肯定的背后，是孙勇带领课题组奋
战的45个昼夜。其间，他的团队完成
了调查报告和调研报告10份，汇编了
立法参考资料近200万字，并形成近14
万字评估报告及附件。

越来越多的江苏律师积极参与地

方立法，成为立法的重要参与力量。近
5年，仅全省代表委员律师累计参与立
法修法1000余件。

翻开江苏瀛之志律师事务所首席
合伙人、主任曹立志参与立法的时间
表：2021年5月24日，参加《江苏省无
障碍环境建设实施办法（草案）》听证
论证会；2022年6月17日，参加《江苏
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调研会；
2022年 11月 16日《江苏省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草案）》书面征求意见……
每次参与立法，他都细心地提出修改
意见。“我感到自己肩上承载着人民的
重托，唯有尽职履责、砥砺前行。”曹立
志说。

据了解，在省司法厅组建的30个
立法专业团队中，都有律师的广泛参
与。他们主动承担调研审核等工作，有
效推动相关法律法规高质量出台，为助
力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

当好党委政府“法治智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依
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目前，全省律

师受聘担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法律顾
问6400余家，在协助政府规范行政行
为、起草论证规范性文件、提供重大决
策法律论证、参与社会风险评估预防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溧阳邀请8名专职驻队律师，与全
市城市管理执法队员一起服务辖区居
民，提供“执法劝导”“协助现场执法”

“执法对象普法教育”等法律服务。5年
来，驻队律师提供法律咨询320多次，
开展法制审核90多次、法治培训和宣
传150次。溧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
为行政主体的执法类行政复议、诉讼案
件数量逐年下降，实现复议应诉案件零
纠错、零败诉。

多年来，广大江苏律师既是法治江
苏建设的“践行者”，又是积极改善民生
的“担当者”。“一届代表，终身履职”是
常州市人大代表、北京盈科（常州）律师
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郝秀凤经常挂在嘴
上的一句话。她持续关注常州人才引
进政策，提出留住在常大学生和在常法
律人才的建议，得到组织部门认可。她
还深入老小区调研走访，提出推进旧房
改造、加强老小区物业管理等建议，当

起城市管理的“法律顾问”。
江苏律师步履不停，把高质量的法

律服务送向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和神
经末梢。2021年，8647名律师担任村
（社区）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便捷、高
质量的法律服务。

据了解，《江苏省“十四五”律师行
业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江苏
省律师总数稳步增加，到2025年全省
执业律师超过5万人，常住人口每万人
拥有律师数居全国前列，形成与依法治
省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律师、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协调发展格局。

省司法厅副厅长张亦军表示，要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参政议政工作
中，把发挥好律师职能作用置于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大格局大战略中来思考和谋划，积极
主动为党委搭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
平台，为政府搭建出谋划策、推动落实
的平台，为人民群众搭建排忧解难、谋
送福祉的平台，不断畅通律师担任“两
代表一委员”的渠道，切实强化律师参
政议政工作的广度、深度、亮度。

苏律轩

2017年以来，我省代表委员律师提建议提案4288件

勇挑重担，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扬州国有景区
春节假期免费开放

强信心 稳经济 促发展
烟火气升腾起来了

南湖咖啡厅重开，“城市记忆”焕新

春节临近，鲜花销售持续升温——

以前花是礼物，现在花是生活

上万海内外楹联爱好者踊跃投稿爱好者踊跃投稿

春联挂上苏州九大城门挂上苏州九大城门

“城门挂春联 苏州开门红”活动开幕。 韩雷 雷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