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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标准体系是与生
态文明有关的标准及适用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
科学的有机整体。今天，湖
小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
解一下。

2018 年，湖州市发布地方
标准 DB3305/T 43-2018 《生态
文明标准体系编制指南》，在全
国率先构建了生态文明标准体
系。主要包括空间布局、城市
发展及融合、绿色产业发展、
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文化、支撑制度实
施等7个方面标准子体系。

其中，空间布局标准子体
系包括多规合一、生态空间布

局、农业空间布局和城镇化布
局等方面的标准。城乡发展及
融合标准子体系包括城乡一体
化基础设施、城乡空间宜居化
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标准。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子体
系包括绿色工业、生态农业、
现代服务业和乡村旅游等方面
的标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标
准子体系包括节能、节水、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
利用、节材和节地等方面的标
准。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子体系
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环境污染防治、应对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标准。生态文化
标准子体系包括传统生态文化
保护、绿色消费习惯和生态文
明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标准。支
撑制度实施标准子体系包括建
设要求、建设实施和评价考核
等方面的标准。

（记者 邱瑭 整理）

生态文明标准体系，你了解吗？

蚕农赛蚕技

记者 程 超

本报讯 五一大桥是湖州城市进
出口的交通要道，也关系湖州南大
门的形象。近日，有市民来电反
映，在五一大桥下面，不少区域泥
土裸露，垃圾积存，有些角落甚至
还暗藏污物，臭气熏天。

4月1日，记者骑着电动自行车
从五一大桥非机动车道由南往北行
驶，途中隐隐地闻到一股弥漫在空
气中的臭味。记者透过栏杆空隙看
到，桥下杂物堆积，植被上覆盖了
一层厚厚的尘土。来到桥下，臭味
更加明显，现场多处护栏损坏，只
留下孤零零的栏杆竖在那里。没有
了护栏的围挡，桥下空间变成了停
车场和垃圾的聚集地。在一些角
落，记者找到了臭味的来源，有些
排泄物早已干涸变黑，显然已经许
久没有人来打扫。

附近居民说，五一大桥两边绿
意盎然，桥下却污秽不堪，这样鲜
明的对比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有居
民建议，与其这样无人管理，还不
如开发利用，打造一个桥下运动
站，也是不错的选择。记者多方核
实后得知，五一大桥桥下区域的管
理单位为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直
属分中心，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该单
位相关人员。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直属分
中心副主任柳颖臣解释道，五一大
桥2018年12月全线通车后，一直由

他们负责日常保洁和设施维护，但
近几年，由于经费紧张，桥下空间
管理成了一个难题，所以从去年开
始，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就与南
太湖新区管委会协商，想把五一大
桥的日常运维移交到属地，目前相
关事宜还在进一步沟通中。

柳颖臣表示，会立即安排保洁
公司对桥下空间积存的垃圾进行清
理，但绿化修复和规划利用，需要
等移交工作完成后，才能确定应该
由哪个部门推进，目前初步商定相
关移交工作将在本月底前完成。

五一大桥下有处“被遗忘的角落”

记者 张 璐

本报讯 这段时间，为了控
制血糖和体重，家住凤凰社区
的王阿姨一直在吃“0糖”“0添
加”的食物，但是近日到吴兴
区凤凰社区医院检测时，血糖
还是太高，体重也没降下来。

“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比较
强，但是过分强调‘0添加’标
签，可能适得其反。”社区医生
叶国方告诉王阿姨，“0糖”可
以享受甜味，但不必担心糖分
带来的健康负担。但实际上，
根据国家标准，只要每100克
或100毫升食品中的含糖量不
高于0.5克，就可以标记为“0
糖”。这就意味着，“0糖”其实
是少加了糖。

为了保持饮料的甜味，“0
糖”饮料通常含有人工甜味
剂，如阿斯巴甜或三氯蔗糖
等。甜味剂本身是安全的，它
能够产生更多的甜味，甚至比
蔗糖要甜200至300倍。

有研究表明，人体长期摄
入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你的
口味调节，甚至可能导致身
体对真正的糖分不敏感。甜
味剂还会对大脑产生兴奋的
作用，会引导你摄入更多的高

热量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含有甜味剂的无糖饮料并不是
完全健康的饮料。

另外，长期大量摄入甜味
剂还可能影响内分泌，对人体
的糖耐量及脂代谢产生一些不
良影响，甚至增加肥胖、代谢
综合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 所 以 大 家 买 食 品 的 时
候，除了考虑‘0糖’或者‘0
添加’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看
产 品 的 配 料 表 和 营 养 成 分
表。”叶医生建议，比如想要
减重的人可以看配料表的前3
位是否符合食物的定位。举例
来说，全麦面包的配料表第一
位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不
要选。火腿肠的配料表第一位
是淀粉而不是肉类，也不要。
白砂糖占据配料表的前 3 位，
不要选。此外，还要看配料表
中是否含有反式脂肪成分，含
人造奶油、人造黄油、植脂
末、植物奶油、氢化植物油、
代可可脂的都不要选。两款同
类食品不知道该如何选时，其
他成分含量相同的情况下，蛋
白质含量高比低好、钠含量低
比高好，尽量选择脂肪和碳水
含量较低的食物，而不要只看
能量。

“0糖”食品真能控糖吗？
其实只是少加了糖

记者 邢诗瑶

春风骀荡，纸鸢翻飞。58岁
的金月强，是湖州屈指可数的传
统风筝制作匠人。40年来，他始
终守着这一抹风中的剪影，执着
于让风筝在云端奏响清音。

走进湖城章计村小区的一
间工作室，毛竹清香裹挟着桐
油气息扑面而来。金月强正在
劈削竹料，一双布满沟壑的双
手满是岁月与竹丝雕琢的匠人
印记。劈、削、烤、弯间，竹
节化作游龙惊鸿的弧线。“我这
双手早被竹丝驯服，针扎都难
留痕。”他摩挲着老茧笑道，案
头斑驳的篾刀已陪伴他凿刻过
数万根竹骨。

给风筝塑好“筋骨”后，金
月强带着完成的竹骨架，来到了
另一间工作室。这间位于湖城日
月城小区居民楼中的画室，正是
赋予风筝“灵魂”的地方。画
台、毛笔、颜料摆放整齐，墙上
挂着几只色彩斑斓的沙燕风筝。
他伏案绘制翅羽、鱼鳞、龙睛，
让静止的骨架赋予腾空的生命。

“沙燕风筝讲究神态灵动、配色协
调，不能急。”他说，“春风一

来，放风筝的人就多了，我得赶
工，一天至少要画四五个小时。”他
几乎全年无休，白天扎骨，傍晚绘
色，只为赶在春风吹起时，让风筝
早日翱翔。

金月强与风筝的羁绊，始于
1985 年的暮春。彼时为弟弟仿制
的参赛风筝意外夺冠，从此将他的
人生系于一线长空。1991 年，为
参加一次全国风筝大赛，他三天三
夜不眠不休，设计出中国首款动态
类龙串风筝“母子叠龙”，借用机
械传动原理，让龙鳞飘动、嘴眼律
动，这一创举在赛事上引发不小的
轰动，也奠定了他“江南风筝王”
的地位。

至今，金月强亲手制作风筝逾
万只，在工业化量产和艺术创作
的抉择中，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他每年都要留出几个月闭关创
作，每只风筝都要反复琢磨。这
种近乎偏执的坚守，只为保留传
统风筝的“灵魂之音”。“北方叫
纸鸢，南方称纸鹞，湖州人至今仍
称鹞子。但很多风筝，其实已不能
称作‘筝’。”金月强说，传统风筝
中的“筝”，特指装在风筝上的发
声装置，可随风发出清越之音，
是风筝名称的由来，也是一门濒
临失传的手艺。至今，他仍坚持
手工开孔校音，反复调试，让风
筝真正“会唱歌”。

作为这项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传
承人，金月强在国内外风筝赛事中

获奖无数，其中金奖就多达37次。
他创办的艺博风筝俱乐部，以风筝
为媒搭起文化桥梁。他自编的《鹞
子工法》 教材、特制儿童材料包，
随着 400 余场公益课飞入湖城校
园。在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等
国，他教异国孩童扎制江南沙燕，
让湖州风筝“飞”出国门。

这位将半生系在风里的匠人，
眼下正在整理多年来的制作笔
记，计划将毕生技艺凝结成书。
他说：“风筝是风的语言，也是匠

人的心跳。”在湖州的春风里，
金月强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守着一线风筝，也守着文化传承
的方向。

金月强：让风筝在云端奏响清音

记者 施 妍

本报讯 身无分文又身患疾病，
年过花甲的老谭此前无奈走上了流
浪之路。幸运的是，在公安和民政
部门的通力配合之下，老谭不仅得
到了妥善的医疗救助，近日踏上了
温暖的回家路。

“当时他倒在路边，被派出所民
警发现并送来救助站。”回忆起初见
老谭的那一幕，早已“身经百战”
的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郑云秋也
略感诧异，“瘦得不成人形了，腿上
还带着伤。”

见状，郑云秋没有迟疑，当即

与浙北明州医院联系，让老谭住院
治疗。

没有亲人陪护，市救助管理站
的工作人员就充当起老谭的临时家
属，隔三差五到医院看望，嘘寒问
暖。老谭悬着的心渐渐放松下来，慢
慢道出了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

老谭是重庆人，之前一直辗转
在各地打零工。眼看年纪越来越
大，身体越来越差，活也就越来越
难找了。在把为数不多的积蓄花光
后，他的生活就陷入了困难，最后无
奈只得走上街头过起了流浪的日子。

在了解了老谭的情况后，市救
助管理站当即与公安部门联系，利

用大数据锁定了他的户籍信息。随
后，还与当地救助管理站积极对接
沟通，商定好护送返乡相关事宜。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老谭痊愈
了。在为他办理好出院手续后，市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郑云秋等
便带着他踏上了 1200 公里的归乡
之路。

当家乡熟悉的景色逐渐映入眼
帘，漂泊多年的老谭逐渐红了眼
眶。他对郑云秋说，他去过很多城
市，湖州虽然不大，但却很温暖。
这次回老家后，他或许就不会再出
远门了，这段特殊的经历，他会一
直记在心里。

“出门在外，遇到困难在所难
免。走投无路的时候，流浪乞讨不
是办法，不妨大大方方走进我们救
助管理站，只要符合救助条件，哪
怕困难再大，我们也会尽量帮助遇
困人员顺利回家。”市救助管理站站
长沈树强说，此次在救助老谭的过
程中，他们针对特殊救助人员建立

“站内照料+医疗救助+护送返乡”的
救助模式，达到了满意的救助效
果。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对这种从
治疗到返乡一“站”解决的救助方
式进行优化，希望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帮助更多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
人员踏上温暖回家路。

从看病到回乡一“站”解决
我市构建特殊救助人员“站内照料+医疗救助+护送返乡”救助模式

记者 施 妍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残疾
人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助
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由省
残联主办的浙江省第六届残疾
人旱地冰壶锦标赛日前在长兴
举行，来自全省的 23支代表
队以及西藏那曲市代表队应邀
参赛。

本届锦标赛设听力组、智
力组和轮椅组3个组别。在为期
3天的比赛中，肢体组选手以轮
椅支撑身体，展现出惊人的平
衡力与精准度；听力组选手通
过冰面震动感知冰壶动向，上
演着无声处的精彩对决；智力

组选手则在教练耐心指导下认
真推壶，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鼓
掌喝彩。经过激烈的角逐，最
终绍兴代表队斩获听力组冠
军，舟山代表队则凭借出色的
表现一举包揽智力组和轮椅组
双料冠军。

“体育是沟通世界的通用
语言，更是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关键纽带。”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旱地冰壶在保
留传统冰壶的竞技精髓的同
时，突破了冰雪场地的局限。
通过参与该项运动，为残疾人
运动员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
让他们充分感受冰雪运动的
独特魅力。

全省残疾人旱地冰壶
锦标赛在长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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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强正在劈削竹料。

德清县新市镇近日举办传统蚕事技艺竞赛，蚕桑能手参加敨棉
兜、开棉兜等项目，传承弘扬蚕桑文化。 记者 谢尚国 摄

昨天，长兴县洪桥镇洪桥村白
鹭岛生态公园，白鹭栖息觅食。近
年来，该县推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为鸟类栖息筑造生态家园。

通讯员 陈海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