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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爱心一碗爱心
羊肉汤羊肉汤

记者 陆喆文

她用一双巧手在纸上“施魔
法”，将衍纸艺术结合地方非遗，变
成了家乡文化新招牌。在这一方小
小天地里，潘菲菲用衍纸编织着自
己的梦想，叙说着非遗传承的新故
事。

在位于南浔区旧馆街道大洋社
区的工作室里，衍纸艺术人潘菲菲
日前正在构思制作一件以蛇为主题
的衍纸艺术品。

1987年出生的潘菲菲，是一名
土生土长的南浔人，从小她就酷爱
手工制作。2005年从艺术院校毕业

后，创业开起了一家餐饮店。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接触到了衍
纸艺术，精美的艺术作品点燃了她
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渴望，也开启了
她的衍纸艺术之路。

“那个时候每天就去找各种材
料，把大头针上面剪掉，之后把纸
条塞进去，做成了第一个卷，很有
成就感，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美术的
向往和渴望，一下子又激发出来
了。”为了学习衍纸技艺，潘菲菲忙
完白天的工作后，每天雷打不动练
习三四个小时，她手下的衍纸作品
也越来越精致。

“我每天回家都会练习三四个小

时，练习了半年之后，自己开了第
一个淘宝店。”潘菲菲告诉记者，自
己就是这样做起来的，她很高兴看
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衍纸。

2017年，潘菲菲在上海组建了
艺术工作室，全心全意从事衍纸创
作。她尝试把非遗和民俗故事融入
衍纸创作中。在潘菲菲手下，衍
纸、丝绸、竹编等多种非遗技艺实
现了完美融合，为她的衍纸艺术赋
予了新的意义。

随着沪苏湖高铁正式运营，潘
菲菲看到了更大的舞台，她毅然
选择回乡创业。她告诉记者，想
将衍纸这门古老技艺带到家乡传

承下去，打算制作更多结合非遗
和南浔地域文化的艺术品，让它
们“乘着”高铁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

“我本身是南浔人，现在沪苏湖
高铁开通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怎
样去搭建一个桥梁，让衍纸文化把
南浔的非遗传播发扬出去。我回乡
之后也做了几个项目，带动了附近
的一些村民一起做手工，现在大概
有50多名村民在跟我学手艺。我还
帮助学校开设衍纸的社团课程。未
来，我想把衍纸艺术传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认识、学习、发扬衍纸文
化。”潘菲菲说。

她与衍纸的“魔法故事”

见习记者 王 涵

本报讯 农历正月初四，南浔区
和孚镇荻港村热闹非凡，一场古老
而独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民俗踩街活
动在这里举行。众多村民与游客齐
聚，共同参与这场充满年味的活动。

早上8时，数百村民身着节日盛
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表演队伍。
在锣鼓声中，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
踩街。舞龙、舞狮等精彩的民俗表
演接连上演，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队伍沿着既定的巡街路线前行，向
岸上的游客和村民发放糖果，送上
新年的美好祝福。前来围观的市民
和游客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欢闹的景象。

“我是荻港本地的居民，踩街活
动已经举办了很多年了。我觉得这
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也很有过年的
氛围。”之前在踩街活动中扮演何仙
姑的吴潞琪今年作为观众参加活
动，她显得十分兴奋。

“我们一路上都跟着走的，他们边

走边撒糖果，还有舞龙舞狮很好看，我
第一次见到这种民俗踩街活动，很精
彩，热热闹闹的，这才有年味。”来自
上海的游客张女士拿着手机拍个不停。

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属极具江
南水乡古村特色的 “鱼乐队”，队员
们手持青鱼、河虾、河蟹造型的花
灯道具一路舞动，活灵活现，赢得
现场喝彩，让游客感受到浓郁的老
底子年味。此次民俗踩街活动，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
为荻港古村的乡村旅游增添了一抹

亮丽色彩，让更多人了解到江南水
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深厚文化底蕴。

“荻港村举办这个民俗踩街活动
已经十多年了。今年的踩街活动我
们大概筹备了近两个月。所有参与
的演员都是来自于几个自然村，都
是自发组织的。接下来会举办更多
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吸引全国各
地的游客。”和孚镇荻港村党委副书
记杨明说，将进一步丰富荻港村旅
游的文化内涵，激发传统文化的生
机与活力。

荻港民俗踩街闹新春

古村旅游亮出特色文化招牌

见习记者 祝余 通讯员 沈奥

本报讯 为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
作，南浔区消防救援大队日前聚焦辖
区三类重点群体，扩大宣传范围，开
展全民学消防活动，提升社会面消防
宣传实效。其间，上门帮助整改隐患
290余个，覆盖人群超900人。

推动公安、教育、文旅等行业
部门将消防安全培训纳入本行业系
统培训内容，开展行业火灾警示宣
传教育。组织行业主管部门消防安
全“明白人”培训会，重点强调行
业部门相关消防安全职责，并围绕

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火灾隐患排查
和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培
训。用主动服务代替上门检查，在
节前对政府单位、乡镇机关办公楼
等场所开展隐患整改服务，帮助政
府部门、行业单位查找隐患漏洞20
余处，同步开展安全宣传，营造良
好的消防宣传氛围。

防火监督员主动到乡镇开展帮
扶，组织乡镇街道消防安全工作人
员和网格员进行培训演练，边培
训、边实操、边提升，在实践中提
高检查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培训和
宣传的能力。大队宣传员采取流动

课堂的方式，深入社区、住宅小
区、出租房，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培
训。宣传员联合网格员在了解居民
想学习哪方面的消防安全知识、欠
缺哪方面的安全常识后，用贴近生
活的案例，向村社居民讲解冬天容
易引发火灾的原因和危害，告诉居
民当前气候干燥，使用电器设备时
火灾隐患风险增多，出门前一定要
做好“三清三关”，燃气安全、用火
安全尤为重要。

高度重视对相关群体的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日常开展敲门入户行
动，帮助清理孤寡老人住所中的可

燃物和隐患，耐心讲解报警电话
119、火场逃生自救等常识。通过经
常性上门拉家常，培养老年人养成
人走电灭、及时关燃气阀的好习
惯，使相关群体学懂消防，增强自
防自救意识。深入养老院、福利院
进行安全主题宣讲教育和指导帮
扶，向场所工作人员讲解冬季易诱
发火灾事故的原因、预防常识、逃
生自救等知识。广泛吸纳社会各界
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组成消防志愿服
务队伍，组织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
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今年以
来已开展志愿者活动6次。

全民学消防提升安全宣传实效

见习记者 祝 余

春节期间，一场精彩的乡村村
晚在南浔区练市镇拉开帷幕，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丰盛的文艺盛宴。记
者走基层，在欢歌笑语中感受扑面
而来的浓浓年味。

“幅度做出来，一二三四，还有
表情，别忘了。”上午10时，在练市
镇“我们的村晚”彩排现场，练市
镇文化特派员兼村晚总导演汪蓓正
在指导演员走台，与灯光、音响师
进行充分沟通，协调整台演出的各
个环节。虽然已做了充分准备，但

村晚当天，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现在这个节目少了3个人， 所

以我们抓紧把队形走一下，还有30
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汪蓓凭借自
己多年的舞台经验，对队形进行临
时调整，确保了节目顺利演出。

这场村晚，汪蓓从两个月前就
开始准备了，“我觉得这场春晚最大
的特点就是把很多的非遗元素融入
了进去，特别是练市船拳这个节
目，我们倾注了很大的力气，之前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今天的村
晚呈现上效果非常好”。

从节目编排、演员排练到服装道

具、场地布置，每个环节她都亲力亲
为。她像一根线串起每一个演员、每
个走位。

下午2时，“我们的村晚”——
练市镇迎新春文艺汇演正式开始。
小组唱 《渔家乐》、舞蹈 《我用湖
笔画你》、小品 《彩礼风波》 等精
彩节目接连上演，赢得了台下观
众的阵阵掌声，让人大呼过瘾。
当练市船拳登上舞台，晚会瞬间
被推向高潮。这场充满乡土气息
的村晚，不仅展现了乡村的新风
貌、新气象，更让人们在欢声笑
语中体会到非遗的魅力，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成为乡村新春一道
亮丽风景线。

“今天全家人都一起来看村晚，
我们觉得节日气氛非常浓厚。这些
节目也非常有文化底蕴，包含了湖
笔、练市船拳，还有桑基鱼塘等非
遗。”观众黄蔚蔚告诉记者，年轻人
对非遗也十分感兴趣。

“作为一名文化特派员，我希望
通过这样的形式，在村晚的舞台上
展现更多的非遗。接下来会用心用
情创作更多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作品，让文艺之风吹进寻常
百姓家。”汪蓓说。

水乡“村晚”的台前幕后

见习记者 钱 杭

本报讯“新房是去年8月分
的，拿到之后我们立刻开始装
修，上月住进新家很开心。”近
日，南浔区善琏镇港南村村民
沈永芬告诉记者，她们一家人
前几年一直都是租房生活，现
在住进了三层楼房，十分开
心。目前，在南浔区，不少拿
到安置房的村民已经搬进了新
房，开启新年新生活。

善琏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2020年起正式启动。港南
村村民分到的回迁房主要集中

在宝善家园和福善家园两个小
区。目前，沈女士所在的宝善
家园共有十几户人家入住新
房，其他居民也将于今年陆续
入住。该安置小区还将建设健
身区域、快递驿站等便民设施。

“我们港南村根据政策，从
2020年 8 月发动 15 个小组拆
迁、签协议。去年8月，我们
已经给村里 302 户村民进行
有序分房。接下来会对小区
里面的绿化、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让村民住得更开心舒
适。”善琏镇港南村妇女主任
陆琴芳说。

新年乔迁新居赴新生活

记者 谢柽明

本报讯 “随时可以拿过来
换钱了，真的很方便。”日前，
在南浔古镇懿德广场旁的再生
资源“一袋式”回收吧内，家住
附近的方女士正在扫码领取袋
子，不久后，她将家里打包装袋
的硬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放
到了回收吧，等到这些被回收之
后，她手机上就能收到相应的
费用。

为提高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南浔区打
造再生资源“一袋式”回收
吧，构建“一袋式”再生资源
回收新模式，提升居民垃圾分

类回收的积极性和便利度。市
民投放可回收物后，经回收企
业定时定点收运、分拣、称
重，再通过微信小程序或线下
固定回收日进行费用结算。回
收吧实行24小时开放管理，市
民可以全天自主投放全品类可
回收物。

据悉，南浔区将持续推进
“一袋式回收吧”试点工作，促
进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
资回收网点“两网融合”。“目
前，第一批将陆续开放4个站
点，后续分类办将以优质的服
务、便民的方式推出新的‘一
袋式’回收吧站点。”南浔区分
类办工作人员胡喆说。

“一袋式”回收吧更便捷

见习记者 钱 杭

本报讯 今年春运是沪苏湖
高铁湖州南浔站迎来的第一个
春运，大批旅客踏上归乡的旅
程。交通新动脉带来的强大活
力时刻考验着高铁配套服务。
连日来，南浔区交投高铁大物
业，以一系列贴心服务，温暖
守护旅客回家路。

为应对春运高峰，高铁大
物业加强现场秩序维护，确保
旅客快速、顺畅地进站。南浔
区交投高铁大物业负责人谢柏

春告诉记者：“春运期间，为保
障旅客及员工的人身安全，安
排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
查消防、供电等重要位置。”

据悉，该站点春运首日发
送乘客2000人次，春运期间高
铁大物业投入工作人员 69 人
次，并保障地下停车场每日提
供车位 600 个左右。

“为保障春运期间安全稳
定，我们精心安排了所有人员
的班次，做到三天一大检，一
天一小检，做好高铁物业的物
业管理工作。”谢柏春说。

高铁大物业守护春运路

记者 陆喆文
'

本报讯 南浔区公安分局巡
特警大队警航中队日前利用无
人机和红外热成像挂载设备，
将一走失女子成功找回。

“当时距离女子失踪近4个
小时，情况紧急。我立马起飞无
人机，根据地图上的路线推测了
她可能会走的路线，最终在鱼塘
边找到了她。”队员徐文斌告诉
记者。

无人机不受地形时间限
制，广泛应用于高空侦察、空
域巡逻、案件侦破、安保警卫
等领域。近年来，南浔公安将
无人机技术与公安指挥调度及
传统工作融合，将警航力量打

造成社会治安防控的“全能触
角”和打击违法犯罪的“空中
利刃”。

为了更好地培养无人机领
域人才，去年4月，南浔区公安
分局成立了专门的无人机工作
室，组建警航飞手队伍 ，建立
起无人机工作研发、实战、教
官、反制四个尖兵小组。截至
目前，工作室共出动无人机相
关任务300余次，协助处理警
情共60多件。

“后期会根据实战需求设计
制作更多的警用装备，还打算
研发载人、载货两用多旋翼飞
行器、单兵水域救援船等，用
新技术装备助力现代化警务工
作。”辅警于波说。

无人机为警务赋能添翼

在南浔区南浔镇有这样一家面
店，店门口的橱窗上贴着“爱心告
知”：环卫工人、70岁以上老人免费
喝羊肉汤。店家承诺，只要店开
着，承诺不会改变。图该面店负责
人近日给环卫工人送上免费羊肉
汤。 记者 朱寅敏 摄

农历大年初五，在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非遗里的中国陈列馆门
口，一场热闹非凡的新春主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现场，越
剧、缫丝、鱼圆、荻港民间丝竹等非遗展示与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让游客在游览陈列馆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国非遗的独
特魅力与湖州深厚文化底蕴。 记者 徐立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