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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之歌

记者 俞黎新

本报讯“报告市局情报指挥中
心，这里是安吉县公安局勤务中
台，走失的孩子已平安找到！”5月
27日6时许，经过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勤务中台联动消防、民间救援
队等多方力量5小时彻夜搜寻，安吉
山区1名走失儿童成功获救。这场救
援的背后，是我市在全省率先试点
的“智慧110”系统提供的高效协同
支撑。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自去年
试点建设以来，“智慧110”已赋能
支撑警情协同处置2.6万余起，全市
有效警情重复报警率下降至历年最

低的3.5%，失踪人员24小时找回率
提升至99.4%，刑事警情、治安警
情、盗窃警情、打架斗殴警情分别
同比大幅下降。

“以往数据孤岛和信息传递不
畅的问题，导致一线处警民警无法
及时获得大数据赋能支撑，极大影
响了民警对疑难复杂警情的预判和
应对能力。”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
心介绍，现在接到警情后，“智慧
110”就对警情关联信息进行智算
推送，第一时间把精准的警情画像
送达民警移动警务端，让民警在出
警途中就能掌握各类关键信息，大
幅提升警情处置效率，为基层一线
民警减负增效。同时，为了更好地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市、区县两
级公安机关迭代优化勤务中台建
设，让勤务中台成为警务实战的
核心中枢，发挥“跨区域、跨层
级、跨警种、跨部门”协同支撑作
用，实现警务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合
成作战。

“‘智慧110’的一键协同功能，
能让民警在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组
建‘浙警通’协同群，向各警种部
门发起支撑请求。警种部门入群后
快速响应、全程支撑，通过点对
点、伴随式的赋能支撑，实现各类
信息、力量、资源直达基层一线。”
市公安局介绍，视频监控、可视化
单警装备和无人机能力等现代科技

手段的融入，更是让指挥调度和联
动处置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智慧
110”日均发起协同150余起，响应
支撑平均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
至3分钟以内。

此外，我市研究制定出台《全
市公安机关勤务中台建设指导意
见》，科学设置“16+N”实战岗
位，明确各岗位职责，实现能力相
互衔接、互为补充。完善配套“智
慧110”运行规范、警情分级分类协
同和“1、3、5”分钟协同规范等制
度机制，建立20个警种34项支撑协
同清单，确保“智慧110”24小时
在线高效服务支撑，最大限度为群
众第一时间解决急难愁盼。

响应支撑时间跨入“3分钟时代”
去年以来，“智慧110”一键协同处置警情2.6万余起

讲述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长兴县煤山镇
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吴月飞

“吴美丽老师，早上好！”清晨的中心小
学，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声清脆的童音，唤醒我
伏案备课的思绪，也叩响了我与“红领巾”结
缘的记忆。

2016年夏，我背着吉他，走进长兴县煤山镇
中心小学，从此扎根在湖州这片山水相依、底色
为“绿”、精神为“红”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转折出现在 2017 年，我参加市里的一次
“微队课”展示。课堂气氛沉闷，我灵机一动，
将音乐剧元素加入课堂，自导自演《美德变奏
曲》。音乐响起，孩子们的眼睛瞬间亮了！这节
课不仅让我获得人生第一个市级荣誉，也点燃
了我投身少先队教育的热情。

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创造力永不设限。
音乐成了我打开孩子心灵的钥匙：校“金钉子
少先队室”在我手中焕然一新，成为集知识加
油站、风采展示区于一体的沉浸式空间；校园
里，一幕幕原创音乐剧轮番上演，“金钉子少
年”评价体系激励着每个孩子在劳动、服务中留
下属于自己的成长印记。我将“警嫂”经历写成
原创歌谣《我的警察陆帅爸》，在课堂上唱响，传递敬畏与感恩。

在三洲山下、太湖南岸，我希望“红领巾”们既能感受家
乡的绿意，也能成为守护蝶变的力量。我带着他们走遍三洲山
十八处红色遗址，把那些印在书页上的“红色精神”变成触手
可及的“活教材”；我们唱起自创村歌《美丽的三洲山》，用歌
声表达热爱；我带着他们走进新农村建设工地慰问施工队、在
村民家宣传垃圾分类、到生态农场采风写生……孩子们用行动
记录变化，用脚步丈量家乡的美。

从“小越班”到“神龙小导游”，我先后创办10余个红领巾
百花园社团。一批批湖州少年学会用视频讲述红色故事、记录
非遗技艺、描绘乡村振兴的图景，30余个原创作品被“中国辅
导员”“学习强国”“教育之江”等平台点赞推介，山区的孩子
成了湖州的“红领巾新主播”。

2023年，我成为湖州市首批少先队名师工作室领衔人，打
造“1+N+2N”区域化少先队活动阵地：“1”所主校，“N”所村
校，“2N”对接“两新”组织与社会资源，构建人人参与、处处
成长的育人网络。我们与金钉子地质博物馆、新四军苏浙军区纪
念馆结对共建，让孩子们在绿水青山间上队课、讲故事、做实践。

我始终坚信，“红领巾”能照亮山路，也能连接城市。我努
力奔跑，是因为相信——孩子们看得见光，就一定愿意追光。

我带出的孩子，有人获得省红领巾争章活动荣誉、省优秀少先
队员，有人成为讲述“新四军故事”的小青莲宣讲员。而我，也从一
名普通的音乐教师，成长为“红领巾辅导名师”，获得“全国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浙江省最美警嫂”“湖州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如
今还担任浙江省第八届少工委委员。“吴美丽”这个孩子们亲切赋
予的名字，将一直温暖陪伴我前行。 （记者 邢诗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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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吴兴区道场乡道场浜村的麦子开始全面收割。眼下，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民抢抓晴
好天气收割小麦，麦田里收割机的轰鸣声谱出一曲丰收之歌。

通讯员 陆明亮 摄

记者 忻 媛

今年以来，“好房子”成了高频
热词，“层高不低于3米”等相关话
题引发热议。“好房子”到底长什么
样？作为浙江省首批“好房子”试
点项目，全市首个落地的新一代

“好房子”项目，位于南太湖新区长
东片区的晴屿望湖项目备受关注，
记者近日进行了实地探访。

走进晴屿望湖开放的样板示范
区，143平方米和185平方米的两间
样板房让人眼前一亮。3.15米的层
高，即使身高1.8米以上的高个子，
站立于精装样板间的吊灯下，也丝
毫不会有压抑感。

记者发现，通过上下错层、阳台
大面积延伸等手法，晴屿望湖突破了
传统的空间使用率，实现了空间使用
率超100%，最高可达124%。

传统的阳台，在这里摇身一变
成了空中庭院。不仅进深有 2.4
米，面积达到 40平方米左右，而
且空中庭院层高超6米，可用于打

造休闲种植、晾晒衣物、观景品
茶等多功能的阳台空间，满足不
同业主的多样化需求。值得一提
的是，143平方米的样板间内，还
设计了270度 L型环幕阳台，给人
带来大尺度采光与瞰景面。“我就是
被阳台吸引过来的。”正在看房的
市民龚女生告诉记者，这样的阳台
很少见。

当然了，好房子的“好”，不能
只局限于房子本身，更需要好配
套、好服务、好社群的加持。

整个项目配套约 8000 平方米
的酒店度假式园林。其中，在样
板示范区的园区中央，就设置了
近 800 平方米的水景，串联起浮
桥、茶亭、草坪、滨水卡座等立体
多维的度假观景空间。此外，周边
还设有私宴厅、咖啡吧、艺术长
廊，每个架空层更是被细致划分了
不同主题，一片片开放空间被打
造成童玩区、健身区等，邻里之
间可以见面、运动、闲聊或者陪
孩子玩耍，找到各自合适的空间

场景。
何时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目

前项目已经完成所有地下室施工，
计划在2027年 5月完工交付。”现
场，项目负责人莘中凯告诉记
者。据悉，晴屿望湖项目由市城市
集团下属城信集团与杭州房企蓝绿
双城在2024年6月启动共建，总建
筑面积约10.3万平方米，规划374
户，涵盖合院、洋房、小高层等产
品类型。

“‘好房子’政策的推出，标志着
居住产品从简单遮风挡雨转向对空
间品质、公共服务、精神体验的全
面提升。”据城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张克兵介绍，作为湖州“好房子”
第一批试点，晴屿望湖坚持“好小
区、好建筑、好户型、好配套、好
服务”五大标准来建设。在保证好
颜值和好质量的同时，项目采用大
量高科技和节能材料、智能入户和
管理系统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区配
套，来确保“好房子”的安全、舒
适、绿色、智慧。

“好房子”长什么样？
——探访全省首批试点、全市首个落地项目

记者 王艳琦 汪熹玥

本报讯 端午临近，节令食
品进入消费旺季。我市市场监
管部门日前围绕食品生产、流
通环节开展专项抽检和现场检
查，强化全链条食品安全监
管，目前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802人次，检查商超、农批市
场等经营主体825家次，排查粽
子、绿豆糕等生产企业及小作
坊38家次，发现并闭环整改隐
患问题93个。

在湖州市农副产品物流集
散中心，市、区两级市场监管
部门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突
击检查，重点抽检水产品、蔬
菜、肉制品等28批次食品，严

格筛查抗生素残留、农药残留及
瘦肉精等指标，执法人员同步还
检查各摊位“浙食链”系统中相
关产品的进货记录。通过检查，
对问题产品第一时间下架处置，
守牢流通领域安全关。

生产环节监管同步发力。
在湖州良中良食品公司，执法
人员对原辅料验收、生产加工
环境、工艺流程、温控系统、
人员管理等环节开展风险排
查。公司总经理陈小良表示，
企业通过品控、仓库、采购三
方联检把控原料质量，并配备
专职安全员实施全流程监控。

据悉，针对节令食品消费特
点，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动态监
测机制，全力保障市民食品安全。

我市开展节令食品专项检查

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南
浔区练市古镇的薄雾时，文化特
派员汪蓓的视线中，陶师傅已经
站在了老码头的青石板上。他
的拳脚划破晨雾，每一个招式都
仿佛在诉说着运河千年的故事。

这就是练市船拳，一项融合
了武术精髓与水乡智慧的非遗技
艺，是浙江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因流传于练市，
且在船上打拳而得名。其套路丰
富多彩，具有神形合一，效法水
战，步法稳扎，躲闪灵活等特点。

然而，当汪蓓走访全镇后
发现，像陶师傅这样的船拳传承
人，已经屈指可数。“为什么不
能让船拳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
尚？”她起草了 《非遗焕新计
划》，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注入
新的活力。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
体彩大乐透的响应。“公益体彩
就是要支持这样的体育传承项
目！”湖州体彩当即表示支持。

湖州体彩的加入，为这项
非遗技艺按下了发展的“快进
键”。公益资金不仅解决了训练
场地、装备等实际问题，更重
要的是搭建了一个连接传统与
创新的平台。年轻学员将街舞
等现代元素融入传统船拳，开
发出“新派船拳”表演形式；非
遗进校园活动中，百名学生齐练
船拳的壮观场面，让传统文化焕
发新生机。“我仿佛看到了船拳
的未来！”陶师傅眼含热泪说
道。这位坚守了一辈子的老拳
师，第一次感受到传统技艺可
以如此年轻、如此充满活力。

文化传承是一场没有终点
的接力赛。体彩大乐透用公益
金搭建的，不仅是一个资助平
台，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桥梁。让更多人听到这场跨
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或许下一
个被点亮的体育非遗项目，就
藏在你我的身边。 （宫 易）

青春同行 公益筑梦

体彩守护体育非遗

记者 崔松云

本报讯 昨天，长兴县太湖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站里来了一批特殊
的客人，22名来自湖州师范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的学生，应邀参加了

“在湖外籍人士走进人大”活动，
近距离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湖州
实践。

“在湖外籍人士走进人大”活动
是湖州人大持续深化对外交往，努力
扩大朋友圈的创新举措。自2021年
以来，这项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先后
有来自30个国家的100余名外籍人

士参与，成为外籍人士了解湖州、了
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
要渠道。今年以来，已有部分在湖外
籍人士通过旁听市九届人大五次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观看视频资料等
形式，了解人大的立法、监督、重大事
项决定、人事任免、代表工作等基本
职能运行和人大机构设置情况。

这次受邀的留学生来自俄罗
斯、阿塞拜疆、柬埔寨等 11个国
家。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克莱表
示：“过去我并不了解人大代表联络
站的确切作用，通过实地参观有了
一个初步了解。这个制度很好，让

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美丽城
市的建设和发展中。”

在听取人大代表联络站功能、
运行情况以及人大代表履职情况介
绍后，加纳籍留学生路易斯还通过
扫描代表联络站“二维码”，深入
了解人大代表接待群众、听取意见
建议以及开展立法建议征集的过
程。“人大代表通过倾听群众意
见，帮助解决问题，并将这些意见
纳入政策法规中加以实施。中国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们拥有平等
的权利，我觉得很棒。”路易斯表
示，今天的参访也让他了解到人大

代表正以自己的方式履行职责、践
行民主。

在雉城街道东鱼坊蒋氏陶艺
馆，大家现场观摩紫砂壶制作技
艺，并了解人大代表助力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情况。“品尝了紫砂壶冲
泡的紫笋红茶，很好喝！”来自哈萨
克斯坦的留学生有美表示。

活动中，外籍留学生还走进吉
利汽车长兴基地，了解人大代表

“双岗建功”情况；参观了湖州市清
泉文武学校，通过观看武术表演、
现场学习武术动作等，真切感受中
华传统武术文化之魅力。

在湖州看见“中国之治”
22名在湖外籍留学生走进人大

▲▲（上接第1版）

在LED虚拟摄影棚，记者透过
监视器看到，一位身着古装的姑娘
徐徐穿过游廊，远处的宫殿群宏伟
壮观。而除了演员，建筑、草木、
光影都是虚拟场景。“在拍摄过程
中，我们将所需的场景投入到屏幕
中，通过各种物理算法，摄像机拍
摄到LED屏幕上的景象。”博采传媒
虚拟现场组组长郭志伟说。

在拍摄现场，由博采传媒自主
研发的MOCO（运动控制系统）系
统快速反应，随时找到最佳的角度
拍摄。牛聪介绍，《封神第二部：战
火西岐》中的“魔家四将”特技就
是由这套系统拍摄完成的，系统不
仅能负载120公斤的物体完成大范
围、高自由的运动，而且能实现高
转速、酷炫复杂的镜头设计。

“我们的效率是传统制片的 3
倍，但成本起码节省了三分之一。”
郭志伟说，过去，拍摄过程中灯光、
美术、服化道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
题，都要全组几十号人一起等待，如
今现场拍完就是最终镜头，遇到需要
调整布景细节的要求也能实时响应。

目前，博采传媒工业化虚拍系
统已经成功进入北美好莱坞等地，
实现了中国技术的海外输出。

“梦境制造机”

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