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务劳动大比拼家务劳动大比拼

德清县新安镇下舍中心学校日前举办“巧手做家务 劳动‘心’
体验”主题活动。学生们通过摘菜叶、理书包、清洗午睡垫等家
务，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感受劳动创造的快乐。

通讯员 蔡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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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超 倪晶 李雨佳

本报讯“明明标注着‘百姓健
身房’，却只对本村村民开放。”
近期，本报热线接到多名市民反
映，我市部分“百姓健身房”存
在运营不规范的问题。

4月15日，记者跟随王女士来
到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陈板桥小
区。在浙里办 App 内，这家“百
姓健身房”列在名单之中。结果，
记者想入内时被门禁系统拦了下
来。一名管理人员表示，健身房只
向陈板桥村的村民提供免费健身
服务，暂时不对外开放。记者询
问能否自费锻炼，遭到拒绝。

“百姓健身房”为何只对“自
己人”开放？陈板桥村党总支委
员黄培荣说出了缘由。陈板桥小
区“百姓健身房”是我市首批 60
家备案注册的“百姓健身房”之
一，开设之初，相关部门虽给予
过一定经费补助，但不足以支撑

起整个健身房的运营，这些年，
“百姓健身房”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都是村里掏的钱，只为村民服务。

据了解，为构建更加完善的
“15 分钟健身圈“，我市于 2020
年精心打造了“百姓健身房”服
务项目。南太湖新区旅发局工作
人员余火明告诉记者，“百姓健
身房”作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应向大众提供低免、便捷的健身
服务。在 《浙江省体育局关于进
一步推进百姓健身房建设工作的
通知》 中也有规定，“百姓健身
房”以周边居民为主要服务对
象，每天开放时间须不少于 6 小
时，且晚上开放时间不少于 2 小
时。对于陈板桥小区“百姓健身
房”的问题，他们会做好协调工
作。4 月 22 日，陈板桥小区“百
姓健身房”贴出告示，“对外开放
每人每月100元”。

与王女士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蔡
先生。他家门口的安吉县昌硕街
道朗里花园内的“百姓健身房”，
已闭馆两年多。这家“百姓健身
房”开设于 2022 年，朗里社区党
总支书记李允河向记者道出苦
衷：“场地偏僻，设施不齐，平时

前来健身的居民不多。社区前后
投入了近40万元，但一直没能运
营起来，在 2023 年就关停了。”
为此，社区也进行过公开招标，
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手。

对此，安吉县文体旅游局体育
管理科科长余辉远表示，早期推
行“百姓健身房”时，可能考虑
最多的是如何建起来，在后期的
运营上没有充分调研市场需求，
导致“百姓健身房”建成后遭遇
生存难。

记者还随机走访了湖城几家
“百姓健身房”。吴兴区飞英街道
新华苑社区的“百姓健身房”正
常对外开放，通过市场化合作，
提供低价健身服务。位于吴兴区
朝阳街道碧波苑内的“百姓健身
房”同样对外开放，但智能门禁
系统已损坏，需要有人帮忙从内
部开门。位于吴兴区八里店镇南
太湖东苑的“百姓健身房”仅在
日间开放，与居民夜间锻炼需求

“错节”。此外，记者拨打浙里办
App 上公开的一些“百姓健身
房”的联系电话，其中存在联系
人不知情，甚至与健身房毫无关
联的情况。

“百姓健身房”遭遇成长的烦
恼。如何才能真正将其打造为百
姓强身健体的好去处？记者从市
体育局获悉，目前，我市已注册
登记“百姓健身房”202家，多为
社会力量或村社区自建模式，人
员保障和经费供给存在压力。市
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工作人员孙昊
介绍，全省首部聚焦城乡社区体
育健身设施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湖州市城乡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管
理规定》 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该 《规定》 的实施或能以法治手
段破解当前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存
在的困难问题。

孙昊说，《规定》 针对群众
普遍关注的设施管理主体不明、
资金保障不足等问题，给出了明
确的解决办法。比如经费保障问
题，体育部门已经在与财政部门
对接，推动出台公共体育设施运
维补助有关管理办法。此外，根
据 《规定》 要求，体育部门将建
立单位自查、部门定期巡查抽
查、镇街常态化检查、社会投诉
反馈的制度链条，设定常见违法
行为的行政处罚等途径，加强对
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管和保障。

部分“百姓健身房”门难进
市体育局：将加强对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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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大赛展风采

记者 邢诗瑶

一根寻常翠竹，如何蜕变成
艺术珍品？55岁的竹刻艺人唐永
明，扎根乡野，以刀作笔，以竹
为纸，把质朴竹片雕刻成雅致动
人的光景。

在长兴县林城镇塘南村，田
畴连绵、农舍散落，目之所及，
竹影难寻。走进唐永明家中，一
整排修竹郁郁葱葱，将尘嚣隔绝
在外。屋内，5张小桌错落摆放，
竹片与工具交错堆叠，藏着他与
竹刻数十年的缘分。

“我从小耳濡目染，祖父、父
亲都擅长书画和雕刻。”唐永明
说。八九岁起，他便对雕刻产生
兴趣。15岁时，他自费来到杭州
的一所美院求学，来回奔波，只
为汲取一丝技艺之光。成年后，
他从事过机械、保险等工作，但
始终放不下心中的执念，一到晚
上就扑到案前苦练核雕技艺，那
段时间，用废了的野桃核堆满一
屋子；同时他潜心研习小篆书
法，一学便是15年。

35岁那年，他与竹刻结缘，
将多年积累的书法功底和雕刻经
验融入刀尖，于竹片之上，开辟
出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起初，唐永明专攻扇骨雕
刻。2009年，他完成了第一把竹
刻扇骨，以3000元价格售出，这
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好几个月的

薪水了。“有人喜欢，也有人认可，
心里才有了点底气。”唐永明回忆。

磨器求精，他曾访遍四周，只
为寻一张3000目的超细砂纸，纤毫
毕现的纹理里，蛰伏着艺人对极致
的追求。次年，他带着更臻细腻的
羽骨雕饰作品赴京参展，一举获得
4万多元收入，唐永明在圈里渐露
头角。

随着岁月沉淀，唐永明的作品
愈发丰富，臂搁、茶则、书签，样
样拿得出手，竹片上刻的，不管是
花鸟鱼虫，还是山石走兽、人物古
帖，处处皆有趣味。

如今，他成了湖州市级非遗项
目“林城竹刻”的代表性传承人，
刀法老练了，心也比从前更静了。

“选材，是竹刻成败的第一
步。”塘南村附近山上的楠竹，竹
节细密、纹理温润，是他的首选。
竹材运回后，要经过长时间水煮，
析出糖分防蛀，再暴晒数月，静置
5 年以上，才能上刀。“一根竹
子，真正能用来雕刻的，不过一
成左右。”他说，只有这么折腾出
来的竹子，刻出的作品才能留得
住，传得久。

“竹刻主要分为阳刻和阴刻。”
说罢，他快步上楼，取来一件仿徐
渭《黄甲图》的阳刻臂搁，与一件
阴刻作品并排摆在桌上。他指着臂
搁，缓缓道：“阳刻是刀痕在外，线
条清清楚楚；阴刻呢，藏在竹子里
面，靠光影显出来。阳刻更难，要

刀准、劲稳，布局也得仔细。”唐
永明尤擅阳刻，刀法干净利落，
线条流畅自然。只见竹面温润细
腻，荷叶舒展，螃蟹潜行，细节
生动，仿佛笔墨跃然竹上。

刻久了，他也摸清了竹子的
“脾气”。“竹子的纹理是竖着生长
的，像一根根细管，要在这样的
材质上自由作画，还要表现出转
折、圆润、错落的线条，非常考
验刀控。”他解释道。一刀下去，
既要顺应竹性，又要打破生硬
感，使图案自然生动，远比在纸
上作画艰难。

当记者问及是否考虑过上
色，以突出雕刻痕迹时，唐永明
激动起来：“不行，那样就废
了！”他认真解释道，真正的竹
刻，应讲究“浮光掠影”，刀痕深
浅自然会和光影唱和。如果用颜
料覆盖，不但掩盖了竹材本色，
还失去了雕刻原有的呼吸感与灵
动气。

傍晚，暮色漫过窗棂，唐永明
仍 俯 身 于 未 完 成 的 竹 刻 茶 则
《花》。刻刀在竹脉上游走，竹片
上泛着琥珀色微光，他目光如炬。

唐永明：以刀为笔，刻竹留光

记者 李则名

江南蚕事最盛的时节到了，湖
州乡村处处可见长势喜人的桑树
地。但令人费解的是，吴兴区爱
山街道的犀牛百货商店里，一盒盒
码放整齐的桑叶却成了货架上的紧
俏品。

“最近一个月已经卖出 500 单
左右，主要的顾客群体是三年级
小学生的家长，大家戏称这是蚕
宝宝的救命粮。”门店店长邓女
士介绍，今年是该门店首次尝试
销售新鲜桑叶，一片桑叶的价格
定价在 0.3 元，生意最火爆的时
候一天有超过 30 名顾客购买桑
叶，因为三年级科学课上有一道

“观察动物的生命周期”的实践
作业。

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城所有的
小学均有开展这实践观察课程，
根据课程安排，学生要领养蚕宝
宝以及喂养蚕宝宝，学习观察蚕
的进化过程及蚕的生长周期。爱
山小学仁皇山小区的家长陆女士
告诉记者，蚕宝宝吃桑叶的速度
很快，但中心城区能随时购买到
桑叶门店并不多，目前美团和饿
了么 App 上仅有 3 家商超提供新
鲜桑叶的外卖配送服务，且库存
有限。

突然骤增的养蚕需求让城市的
景观桑树压力也很大。记者了解
到，在天际花园东侧的河滨公园
内，两棵景观桑树已经被“薅
秃”。该小区的家长王女士告诉记
者，她女儿所在班级的家长群里
标 记 着 5 个 “ 可 能 有 桑 叶 的 地

点”，但对于找桑叶这件事，依然
觉得伤脑筋。“一是乱摘景观桑树
的桑叶是不文明的，也不提倡；
二是农村的桑地距离城区较远，
学生只有在家长带领下才能实现

‘桑叶自由’。”王女士说。
不过，办法也有很多。比如，

中心城区部分学校已经从诸多家
长群得知“全城寻桑”的烦恼，
因此专门为对接了多个家庭农
场，每日提供新鲜桑叶；还有一
些热心的家长在周末发动“采桑
接龙活动”，带着孩子一起去城郊
的农场批量采摘桑叶。

一项本着“为孩子好”的作
业，为何会成为了许多家长的负
担？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实际
上，除了喂养蚕宝宝之外，还有
手抄报、假日小队活动、牛奶盒

回收等，最后都“变了形”，家长
要么出力包办，要么出钱购买。

一位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认
为：对作业形式和内容进行创
新，让孩子以亲身实践体验课本
上学习不到的内容，初衷固然很
好。但学校和教师都应更加重视
作业的实际教育效果而非形式，
要关注学生的成长需求，避免布
置超出学生能力范围的课外作
业，实践需回归学生主体。

也有部分家长建议：学习蚕桑
知识未必要养蚕宝宝！还可以探
索学生想做、爱做的作业方式，
比如看一场关于蚕文化的电影、
逛一次农耕博物馆、读一本关于
蚕桑文化的书、寻访一处丝绸文
化遗迹等，都可以成为学习蚕桑
文化、了解蚕知识的一种形式。

一道养蚕作业牵动家长“全城寻桑叶”
专家表示：实践需回归学生主体

记者 邢诗瑶

本报讯 “这是一份跨越千
里的牵挂。”湖州一心公益通过
中国邮政湖州分公司红旗路营
业窗口，近日，寄出20箱爱心
物资运往四川省汶川县，援助
当地困难学生。记者了解到，
包裹内装有 350 余件夏季衣
物，均由本地企业、公益组织
和热心市民捐赠。

作为湖州对口支援四川
阿坝州的民间公益组织，湖
州 一 心 公 益 多 年 来 持 续 开
展 护 苗 计 划 爱 心 助 学 和 衣
益计划衣物捐赠项目，始终
关注西部地区青少年的成长
与生活。

目前，这批物资在邮政护
送下已顺利抵达汶川，并通过
当地青少年宫统一发放到困难
学生手中。

湖州爱心物资千里送汶川

记者 张 璐

本报讯 在安吉县昌硕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凤凰山分院
内，“追光”健康屋日前启用，
将定向服务辖区内基层老年群
体的白内障防治需求。

“白内障是致盲性眼病的首
要病因，60岁以上老年人白内
障的发病率近 80%。”昌硕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工作
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关爱

“一老一小”健康是基层医疗
服务工作重心，他们在日常诊
疗和下乡义诊中发现，山区一
些生活困难、孤寡老人由于无
经济来源、行动不便或无亲属

照顾等因素，往往延误了白
内障治疗的最佳时机，结果
导致失明。为此，他们整合
多方资源，通过“党建+项
目”，在辖区内开展“‘瞳’
心向党，‘医’起追光”为民
实践服务项目，推动健康服务
向预防端延伸。

接下来，“追光”健康屋不
仅会定期向街道居民免费提供
白内障筛查、健康咨询等服
务，还将常态化开展专家义
诊、健康讲座等活动，同时筛
选出部分特困家庭患者给予不
同程度的医疗暖心关怀，如减
免部分白内障手术费用，术后
赠予“健康大礼包”等。

“追光”健康屋点亮光明

唐永明正在刻竹刻茶则《花》。

记者 姚玲利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体育
局获悉，2025法国网球公开赛
正赛入围名单公布，中国选手4
人在列，其中湖州输送的运动
员布云朝克特首次凭借排名直
接入围法网正赛名单。

据了解，法国网球公开赛
是 2025 赛季第二个大满贯赛
事，代表着红土赛事中的最高
荣誉。作为ATP巡回赛球员的
一年级生，布云朝克特本赛季
已出战 17 场，总战绩为 5 胜
12负。凭借蒙特卡洛大师赛打
进正赛的表现，布云朝克特本
周提升了三个名次，最新排名

来到第 64 位，创下个人排名
新高。

记者了解到，2022年，布
云朝克特在ATP年终世界排名
第 277 位 ， 2023 年 171 位 ，
2024 年 66 位，3 年来，他每
年以 100名的速度快速提高。
最近布云朝克特交手的既有
TOP20 级别选手，也有排名
在 80 至 100 多位的球员，从
对抗强度上已经完全不同。
连续的征战和高强度比赛对
他的体力消耗较大，为了更
好备战之后的比赛，他持续
关 注 身 体 状 态 ， 调 整 好 状
态，希望以最佳的面貌迎接重
要的比赛。

我 市 一 运 动 员
入围法网男单正赛

一场别开生面的旗袍文化盛宴——“兴风采·梦想秀”旗袍展
演活动近日在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举办。来自全市的14支优秀旗袍
队轮番上阵，用婀娜多姿的舞步诠释旗袍文化的独特魅力，传递东
方女性的温暖与力量。

记者 李雨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