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忻 媛

本报讯 昨天，从市城市集团下
属城建集团（城西公司）传来好消
息：三环东路与清远路交叉口交通
改造工程已正式完工并通车（见图
记者 施莉娜 摄）。此次改造实施

“微手术”式优化措施，显著提升区

域通行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让市
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改造工
程聚焦3个关键交叉口实施精细化交
通提升。其中，在二环北快速路与
三环东路交叉口，通过优化西进口
交通组织、巧妙调整标线、合理移
位护栏，新增出一条右转车道。清
远路与三环东路交叉口将原交叉口
进行封闭处理（清远路完全封闭），
设置中央隔离和交叉口接入段，取
消信号灯及电子警察设施，并迁移

至谈家扇路路口；原路口中央区域
进行铺装改造，增设绿化，安装波
形护栏进行物理封闭。谈家扇路与
三环东路交叉口“摇身一变”成为
十字交叉口，并在三环东路方向增
设左转车道。

城建集团（城西公司）项目负
责人介绍，改造工程完工后，效果
立竿见影：在二环北快速路下匝
道，新增的右转车道极大缓解右转
车辆排队压力，减少通行时间，让
快速路与地面道路的衔接更加丝
滑，有力提升整个路网的流通效率。

“现在上下班高峰走这一段，明
显感觉顺畅多了。”现场，市民施先
生兴奋地分享自己的出行体验。家
住吴兴区谈家扇花园的唐女士对此
也深有感触。“以前需要到苕溪路口
去掉头才能上二环北快速路，上班
高峰期车又多，经常堵。”她说，改
造后自己通勤时间从原来的半小时
大幅缩短到10至15分钟。

记者了解到，此次改造工程精
准回应群众对便捷、安全交通的需
求，以“小改造”实现“大畅通”，
切实增强市民出行的安全感和便利
性，为市民打造更优质的交通环境。

“小改造”实现“大畅通”
三环东路与清远路交叉口交通改造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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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忻 媛

6月30日上午9时许，长兴县太
湖图影旅游度假区山图水影共富农
场里，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来自市城市集团下属城商集团“一
家人”爱心助农党员先锋队10余名
志愿者，顶着烈日穿梭在玉米地
里，帮助困难农户抢收成熟的玉米。

绿油油的连片玉米地里，玉米
秆高高地耸立着，密密麻麻地一列
一列排列着……“挑个大、饱满、
头上的须变黑的那种掰，那样的玉
米才是成熟的！”志愿者施聿杰一手

扶着玉米秆，一手利落地掰着玉
米，还不忘给边上的伙伴传授经验。

“这么热的天，辛苦你们了！”说
话的是77岁的图影村村民沈如轩，
他和村里其他几户困难户，靠着共同
承包的这片玉米地，每年家庭收入增
收万余元。他说，前些天玉米开始大
面积成熟，可梅雨季雨下个不停，不
仅采收受到影响，卖起来也困难。

“今年产量应该有 1 万公斤左
右。”让他没想到的是，正当他为玉
米销路发愁的时候，城商集团“一家
人”爱心助农党员先锋队的志愿者就
上门来了，不仅帮着采收玉米，还带
来了订单，这让他一下子吃了“定
心丸”。“这下不用愁了。”拿着蛇皮
袋，沈如轩又一头扎进了玉米地，
干劲十足地加入了抢收大军。

“我们一直在关注，一收到这边
玉米成熟后采收难、销售难的消
息，就迅速派出了党员先锋队，来
帮助农户抢收。”城商集团爱心助农
相关负责人陈瑶洁说，他们在集团
内部会发起爱心义卖活动 。此外，
还主动牵线搭桥，联系农批市场的
经营大户，一起帮助困难户销售，
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2019年以来，城
商集团坚持开展爱心助农“一家人”
党建联建，持续关注湖州市区以及周
边困难农户信息，帮助他们进行农产
品采摘，帮助销售滞销农产品，把田
间地头作为“办实事 解民忧”的主
阵地，以实际行动将爱心服务融入日
常、化作经常，为困难群众解决了燃
眉之急，送去了一份份暖意。

一场有温度的玉米抢收

扫一扫 看栏目

记者 李则名

本报讯 6月29日，记者从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浙江吴兴
三湾汉代窑址专家论证会上获悉，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
博物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
的多位专家分析认证，确认了龙窑与
马蹄形窑共存于吴兴三湾汉代窑址的
独特现象，为研究北方低温铅釉技术
传入并与浙江地区高温釉陶技术并
存、借鉴和融合的脉络，提供了关
键实证。

“窑址中的这一考古发现，对重

新认识西苕溪流域乃至浙江汉代窑
业格局、技术传播路线具有里程碑
意义，成为探讨浙江青瓷起源的关
键。”与会专家对此达成共识，并开
展热议和研讨。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去年以
来，我们对遗址进行了配合基建考
古发掘，发掘总面积为 1500 平方
米。发掘揭露出龙窑2条、马蹄形窑
4座、废弃物堆积3处，出土了上千
件陶瓷器标本。综合龙窑形制与出
土器型等因素，判定三湾窑址年代
应为东汉早中期。”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专家、三湾窑址群发掘执行

领队罗玲介绍，该窑群产品丰富，
东汉中期器物类型最多。

“中国窑炉的形制演变具有很漫
长的历史，窑炉的形状能透露出烧
制工艺、年代时间等很多信息。”参
会的山东大学副教授陈章龙介绍，
龙窑一般修建在山坡上，仿佛一条
卧于山坡的巨龙，因而被称为龙
窑，自商代至明清时期长江以南多
有砌筑；马蹄形窑顶部的多个烟囱
并列在一起像马蹄，主要起源于北
方，在江浙一带较为少见。

“该窑址的考古发现是浙江陶瓷
考古的重大突破。”参会的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晖达表示，窑址
的考古发掘中，高温釉陶淋釉技术
过渡到新的施釉方式，清晰揭示了
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关键环节。部分
铭文，如“兒师”“张”等符号，为
研究汉代窑业生产组织提供了直接
证据。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介绍，该窑址
群位于南太湖新区杨家埠街道戚家
村，所处地势为天目山余脉向钱塘江
北部平原的过渡地带，窑址南侧是大
青山山脉，临近西苕溪，是古人烧窑
的理想环境。今年3月，该窑址群获
评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

吴兴三湾汉代窑址确认考古新发现

这里的窑炉竟是“南腔北调”

昨天，2025年暑运拉开帷幕。今年铁路暑期运输将持续至8月
31日，共计62天。图为旅客在铁路湖州站准备乘车。 记者 伊凡 摄

暑运启幕

记者 张志炜

一汪清澈的湖水、一片如茵的绿地，邀
三五好友，搭一顶帐篷…… 每到周末，安吉
县孝丰镇夏阳村的小杭坑营地总会吸引众多
游客休闲露营，享受美食和咖啡。

过去的夏阳村，交通闭塞、资源匮乏，
村民多以毛竹、茶叶种植为生。2020年，村

“两委”换届选举，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鲍鑫让夏阳村的发展理念得以更新。

鲍鑫是一名“85 后”，在夏阳村长大，大
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之后，他辞去上市公
司高管职务，带着振兴家乡的理想，肩负村
里党员群众的期待，接过了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的重担，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家乡
建设中。

上任后，鲍鑫和他的团队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走村入户，迅速摸清村庄家底，理清发
展思路。“在村里常住人口越来越少、留守
人口大多是老人和儿童的背景下，我们一致
认为，夏阳村应在绿水青山中做文章。”鲍
鑫说。

一次回到上海，公园里露营的年轻人吸
引了鲍鑫的注意，他意识到，“一顶帐篷”或
许能为夏阳村带来发展新机遇。沿此思路，
他带领村民，用了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将村
里长年无人管理、遍地垃圾的天然大草坪彻
底清理干净，借着自然禀赋，发展露营经济。

搭帐篷、安路灯、修林道、建厕所……
通过与第三方运行公司合作，夏阳村不断改
善营地基础设施，并推广使用绿色电能，推
进“以竹代塑”，保护生态环境。为了吸引流
量，鲍鑫还牵头在村委会成立新媒体运营中
心，邀请村民入驻短视频平台，与小红书、
马蜂窝等平台建立战略合作。“我们把留守老
人培训成专业营地管家。”鲍鑫说，村里74
岁的张桂花奶奶变身抖音网红“营地张妈
妈”，她制作的竹筒饭视频成了爆款。

如今，夏阳村已成功引入了10个营地、
6家露营品牌，“一顶帐篷”为年轻人找到了
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也为夏阳村找到
了致富密码。近2年，村里共接待露营游客10万余人，旅游收入达
300万元，每年给村民提供固定就业岗位20余个、临时性岗位200
多个，带动村民人均增收超2万元。

为助力共同富裕，该村村集体还成立了山里人家强村富民公
司。身兼公司负责人的鲍鑫，采用“保底租金+流水分成”的模式，
盘活村闲置土地和房屋资源，开发营地配套设施，鼓励村民在露营
地附近开民宿、咖啡厅。村民不仅可以在营地就业，还能享受到露
营地经营的分成。

“小乡村也是大舞台，小产业也能有大发展。”鲍鑫说，下一
步，他将积极探索与各类户外品牌联名、与周边村庄合作等方式，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中，把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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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 莹

本报讯 德
清非遗动画短
片 《 防 风 传
说 》 近 日 在
2025 英国国际
艺术设计大赛
中，与 2000 多
件优秀参赛作
品 激 烈 角 逐
后，荣获艺术
设计类 （人工
智 能 生 成 类）
银奖，这是该
县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首
次以 AI 技术与
动漫融合的形
式登上国际领
奖台。该作品
由德清县文广
旅体局、县文化
馆联合浙江漫格
动漫科技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历时
半年打造。

据 悉 ， 英
国国际艺术设
计大赛由英国
艺术设计协会
主办，是一项

享誉全球的高规格艺术赛事。《防
风传说》 是湖州市首部人工智能
生成类非遗动漫作品，以防风氏
治水传说为核心，用古今双线叙事
展现文化传承。远古部分讲述防风
氏带领先民治水、传授烘豆茶制作
等生活技艺的壮举；现代部分则
通过少年承泓的成长故事，展现
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的精神滋养。
作品巧妙融入了德清大闸、防风
氏祭典等本土元素，生动呈现了文
化传承脉络。

“这是我们探索传统文化数字
化表达的重要尝试。”漫格动漫创
始人董琦表示，团队通过人工智
能生成技术与非遗故事的创新融
合，让古老传说焕发新生。

防风文化作为德清最具辨识
度的文化 IP，近年来正通过文旅
融合、文创开发等多元路径构
建文化生态圈。德清县文广旅
体局表示，此次获奖为“非遗+
人工智能生成”模式开辟新路
径，未来将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
前沿科技深度融合，为全球文化
多样性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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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党 勤

本报讯 《看见》栏目日前
报道了安吉县天子湖镇吴址村
的承包田里堆放了大量建筑垃
圾，影响了农业种植的情况。
电视节目播出当晚，安吉县召
集县资源规划局、天子湖镇的
相关负责人集中收看，研究整

改方案，明确工作措施。
记者近日再次回访了问

题点位，发现堆在田里的建
筑垃圾已被清运，其他的建
筑垃圾已经做好集中堆放，
并覆盖防尘网，避免对农户
耕种带来影响。

按照“一地曝光、全域整
改”的要求，安吉县明确由县
资源规划局牵头，全面梳理排
查辖区范围内正在实施或即将
实施的“百千万”亩方项目，
确保项目区范围内临时堆放的
非粮作物、建筑垃圾等及时清
理，抓好工程进度，做好扬尘
治理。

《建筑垃圾竟在“抢农时”》后续——

督促整改 确保销号

遗失启事
湖 州 市 民 营 经 济 促 进 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60001738301，声明作废。
湖 州 安 望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33059110082468，声明作废。

记者 伊 凡

“回来啦！”昨天，绍兴市八
字桥畔的巷弄里充满欢声笑语。
湖州师范学院毕业生——30 岁的
俄罗斯姑娘莎何娜斯在当地居民
的簇拥下，踏进了陶奶奶家门。
屋内，浓郁的红烧肉香气四溢，
老人紧握姑娘的手说：“可算来
了！”莎何娜斯如归家孩子般送上
拥抱 （见图），亲昵的问候声在屋
檐下回荡。

老人为她准备了一顿家常饭，
背后承载着一段不寻常的跨国情
谊。就在几天前的清晨，莎何娜斯
在八字桥结束毕业旅行时，突遇
洗衣的陶奶奶失足落水。通晓水
性的她毫不犹豫地跃入河中。“奶
奶，放松别怕！”她用流利的中文

安抚惊慌的老人，奋力托举，最终
在居民协助下成功救起老人。

通过考研面试、进入 2025 年
第二季度“绍兴好人”公示、顺利
完成毕业狮舞表演……莎何娜斯在
饭桌上像孩子一样分享着最近的生
活与喜讯。这位热爱中国文化和美
食的俄罗斯姑娘，用奋不顾身的生
命之跃，在江南水乡留下了一段外
国友人在中国的感人故事。

此刻的饭桌上，陶奶奶做的红
烧肉酱色晶莹。当最后一道干菜汤
盛好端给莎何娜斯时，陶奶奶对她
说：“我就是你在中国的亲人！”一
句深情告白，悄然在江南水乡编织
出最动人的中俄友谊。

在毕业季的湖州校园里，对莎
何娜斯的称赞不绝于耳。面对如潮
赞誉，她谦逊如初。

昨天昨天，，湖州师院毕业生莎何娜斯前往绍兴探望被救起的湖州师院毕业生莎何娜斯前往绍兴探望被救起的
陶奶奶陶奶奶,,老人深情老人深情告白告白————

““我就是你在中国我就是你在中国的亲人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