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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探花烧烤

浙北南太湖未来城智慧菜场

湖州城商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

勤勤十元快餐

吾悦华府瑞园一期小区

笨姐居民楼火锅

公园壹号私房菜

印湖璟园小区

快易点

老娘舅

单位类型

餐饮

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

餐饮

居民小区

餐饮

餐饮

居民小区

餐饮

餐饮

地址

吴兴区龙泉街道高富路69号

吴兴区滨湖街道银三路长东生活广场

吴兴区湖东街道三里桥路1899号

吴兴区朝阳街道车站路8号

南浔区东迁街道吾悦华府瑞园一期

南浔区南浔镇适园西路30号

南浔区南浔镇适园西路962号

南太湖滨湖街道浮霞社区震泽路169号

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青塘路美都花苑阿能面馆旁

南太湖新区康山街道浙北运动购物中心

违规情况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房内杂乱、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未落实“二定四分”，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

单位名称

天元颐城小区

朝阳街道办事处

乌镇煲

吉山大酒店

铭翠苑小区

千金邮政

十里南浔菜

奥园壹号小区

美欣家园小区

湖州震远同食品有限公司

单位类型

居民小区

党政机关

餐饮

餐饮

居民小区

邮政

餐饮

居民小区

居民小区

企业

地址

吴兴区爱山街道人民路445号

吴兴区朝阳街道所前西街18号

吴兴区龙泉街道外环北路181号

吴兴区月河街道外环东路158号

南浔区菱湖镇振兴路260号

南浔区千金镇向阳路118号

南浔区南浔镇人瑞路11号

南太湖新区仁皇山街道太湖路2221号

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凤凰路868一1号

南太湖新区龙溪街道梦溪路188号

红榜（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黑榜

2025年 7月 3日至2025年 7月 15日
实地检查中，天元颐城小区、朝阳街道办
事处、乌镇煲、吉山大酒店、 铭翠苑小
区、千金邮政、十里南浔菜、奥园壹号小
区、美欣家园小区、湖州震远同食品有限

公司分类意识好，垃圾分类投放正确，垃
圾分类设施设备管理到位。探花烧烤垃圾
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浙北南太湖未来城
智慧菜场垃圾房内杂乱，垃圾收集容器内
混投严重；湖州城商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

心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勤勤十元快
餐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严重；吾悦华府瑞
园一期小区未落实“二定四分”，垃圾收
集容器内混投；笨姐居民楼火锅垃圾收集
容器内混投严重；公园壹号私房菜垃圾收

集容器内混投严重；印湖璟园小区垃圾收
集容器内混投严重；快易点垃圾收集容器
内混投严重；老娘舅垃圾收集容器内混投
严重。

上期上黑榜的陈八两、牛二家鲜牛肉

火锅、珍贝大酒店、饿人谷中式快餐、淮
南牛肉汤、徽味印象农家菜、老鲜饭店、
響酒吧、春天里小区、香悦华府二期小区
已整改到位。
湖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红黑榜”

公益暑托 假期无忧

记者 倪 晶

吴兴区道场乡道场浜村一处
有些年头的小院里，竹香浮动。
墙角靠着半人高的竹匾，屋檐下
放着磨得发亮的竹篮……这些亲
手做的“老宝贝”，是72岁的沈发
元时常端详的物件。阳光洒入院
子，斑驳光影里，藏着这位老篾
匠与竹编技艺相伴的59年光阴。

“我算是‘科班’出身，13岁
就拜师学习篾匠手艺了。”回忆过
往，沈发元记得很清楚，那时篾
匠是备受尊重的行当，经堂哥沈
祥元引荐，他拜闻名四邻八乡的
篾匠李有水为师。

“当时，我还在生产队干农活，
为了学手艺，生产队一天记5个工分
的报酬也不要了，一门心思跟着师
父学。”沈发元说，篾匠技术一般需
要8年左右才能出师，很考验人。师
父看他决心大，全心教学，从选竹
子到编织，一点点抠细节，他花了6
年时间才达到出师水准。

说话间，他将一根毛竹固定在
墙根，柴刀快速削去枝节，只留主
干，“咔”一声脆响，竹子应声一
分为二，再以篾刀持续破开，一破
二，二破四，四破八……每一次的

劈破，都伴随着竹子的阵阵清香。
“师父说劈篾要粗细均匀、青白

分明；编的筛子，要精巧漂亮、方
圆周正，这些话我一直记着。”沈发
元介绍，篾匠活工序繁杂，劈篾、
削片、编织，每一步都考验功夫，
全凭手上经验。

他拿起一块篾片演示：“削片靠
的是练出来的手感，把刮刀固定在
板凳上，篾片拉过要薄厚相宜。”沈
发元手指翻飞，篾片从指间滑过。
寻常篾匠剖五六层的篾片，他能剖
出十几层，“不过考虑到实用性，超
过8层就不适合编织了。”

竹器的编织，得配合着挑、
压、拼等工序，一根紧贴一根。哪
怕一根篾片偏离，都会影响最终成
品的质量。多年的积累，让沈发元
会编蚕匾、箩筐、簸箕、饭蒸笪、
羊草篰、背篓、筛子、竹席等20多
个品种的竹制品，涵盖农具、家
具、日用品等多个种类。

“一技在手，胜过金银，走遍天
下饿不倒。”沈发元说，这句农村土
话，自上世纪80年代起，映照着他走
过篾匠生涯最“闹猛”的10年——那
时活计排到2个月后是常事，他天不
亮出门，夜深方归，心中却鼓胀着
养家立业的踏实。

“我在村里最早买了电扇、收音
机。1985年，还把家里的茅草房改
建成砖混结构的两层、四开间楼房，
在村里算拔尖哩！”沈发元语气里带
着自豪，“女儿的学费全靠这双手，

现在她成了教师，这手艺功不可没。”
时代浪潮中，竹编行当也经历

了起伏。“上世纪90年代塑料制品兴
起，竹器不好卖了。”沈发元拿起
一个塑料筐，轻轻掂了掂，又放回
角落，“后来转行开三轮车，可只要
村民来求竹器，我还是忍不住动
手，这门技艺不能荒废了。”沈发元
笑着说，去年江苏无锡一家宾馆，
还特地找他编了一个团扁，用作前
台装饰。

让他忧心的，是这门手艺的传
承。沈发元曾收过两个徒弟，学了四
五年，还没正式出师，就转行做别的
生意去了。“学这行太苦了，现在很
少有人能坚持下来。”说话间，沈发
元给记者看他的手。那手皱皱巴巴，
青筋突起，指节上满是老茧和刀疤。

随着年事渐高，如今沈发元手
艺在，但体力跟不上了，只能偶尔
坐在院子里编些简单的竹制品。

“摸着这些竹条，心里很踏
实。”沈发元感慨，篾匠的身影虽
随时代浪潮渐行渐远，但这些竹
编制品已深深嵌入乡土记忆。他
很高兴，在道场浜村党群服务中
心里，集中展示着他的竹编作
品，让这门老手艺有了更多被看
见、被认可、被传承的可能。

沈发元：半世篾匠守旧艺

沈发元和他制作的竹编制品。 记者 施莉娜 摄

记者 程 超

本报讯 市民晏先生近日来电反
映，在南太湖新区凤凰街道青塘二
路上，电动自行车、锥形桶长期霸
占公共停车位的现象已持续近2年。
他曾多次向属地部门反映，却始终
未得到解决。

7月13日上午9时，记者在青塘
二路靠近青塘北区的路段看到，道
路一侧划有14个机动车停车位，其
中4个车位被电动自行车或锥形桶占

据。附近居民反映说，情况严重时
近半车位被占用，居民若推开电动
自行车，还会引发争吵。

记者注意到，这些公共车位安
装了地磁检测器，但现场无人收费
管理。经向市城市集团核实，这些
停车位未纳入市区城市道路公共停
车泊位名单，不属其管理范围。

记者在现场发现，青塘二路设
有“路长负责制”工作牌，标注路
长为南太湖新区社会发展服务中
心，职责包括日常巡查及问题处
理。但记者联系该中心时，相关人
员表示“不知情”。

这些车位究竟由谁划设？记者
先后联系了凤凰村村委会、南太湖
新区综合执法分局凤凰中队、市交

警支队凤凰中队，均被告知“此事
不归我方管辖”。

记者随后又通过电话联系了市
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陈
东，对方称“具体情况不清楚，已
安排凤凰中队交警处置”。10分钟
后，一名辅警到场清理了占位物
品。面对询问，一居民称：“车位上
写着汽车和电动自行车都能停！”另
有居民则坦言：“村里没解决停车问
题，我们只能停在道边车位。”

据现场居民介绍，青塘北区为农
民自建房区域，无物业管理，车位原
为缓解居民停车难划设，但划定后长
期无人管理。“本来每户人家1个车
位的配比是能满足的，现在外来租户
多，个别车辆停放1个多月也不开

走，车位就不够了。”居民说，2023
年老小区改造时虽规划了停车区域，
但改造后部分车位被安装了地锁，未
抢到车位的居民只能抢占道路车位。

晏先生表示，为抢车位邻里矛
盾频发，曾多次向凤凰村村委会反
映，但问题始终未解决。凤凰村党
总支书记杨勇称，去年村民代表大
会曾提出对青塘北区实行封闭式管
理、合理分配车位，但遭部分村民
反对；村委会也曾多次向上级部门
反映，均无回应。

记者将问题反馈至凤凰街道
后，党工委委员肖文彬表示，将协
调相关部门对青塘二路车位占用及
青塘北区停车问题展开研讨，尽快
制定可行方案。

青塘二路公共车位被占谁来管？

记者 王洁涵

本报讯“打热线反映图书
馆阅览坐位时常一座难求，没
想到馆长第一时间给出回应：在
暑期阅读高峰到来之前，会在公
共区域增加可移动阅览坐席！”
近日，市民沈先生惊叹，“有事
找馆长”热线挺有“温度”。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
升服务效能，畅通读者沟通渠
道，市图书馆日前开通“有事找
馆长”热线 13757200390。该

热线由值周馆长24小时在线接
听，回应市民读者诉求，热线
开通不到1周就收到不少读者的
热情反馈。

“推出馆长热线旨在缩短决
策链，让读者心声直达管理
层，推动问题高效解决。”市图
书馆介绍，该热线还实行“首
诉负责制”，由值周馆长全程督
办复杂问题，重大事项由专班
研讨处理，并承诺5分钟响应建
档、1小时内反馈进展、5日内
办结事项。

“有事找馆长”热线开通

记者 王洁涵

本报讯 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出品，市文化
馆、湖州湖剧传习中心制作的
大型原创现实题材湖剧《一片
叶子》提升版日前启动排练。

《一片叶子》紧扣浙江对口
帮扶的宏大叙事，取材于“一
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真实
故事。在我市安吉黄杜村，先
富起来的新茶农和基层党员不
计成本代价，毅然捐赠1500万
株茶苗，全程冷链车运输至数
千公里以外的贵州、湖南、四
川，手把手教那里的村民种

茶、培育、制茶，为他们寻找
销售渠道，向他们推广“湖州
经验”，帮助他们兴办茶厂，让

“一片叶子再富一方百姓”。
此次 《一片叶子》提升版

将新增人物角色，增强人物关
系张力，让剧情更加丰富动
人，并在艺术融合与表演形
式上再创新，升级演出阵容
与规格，现场感染力将进一
步增强。

据了解，湖剧 《一片叶
子》提升版将于8月中旬在湖州
大剧院正式首演。9月，该剧还
将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奉献
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湖剧《一片叶子》将推提升版

记者 忻 媛

本报讯 由市人才集团、浙
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电子科技
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联
合发起的“探索湖城科技，预
见职场人生”——大学生就业
创业沉浸式体验活动，明天将
拉开序幕，为青年人才提供沉
浸式“一日职场”实景体验。
目前，报名正在进行，有兴趣
的可关注湖州人才集团微信公
众号。

据了解，此次活动主要面
向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以
及待就业青年人才，旨在通过
沉浸式体验，全方位展示我市
人才政策、科创平台、生活配

套及职业发展机遇，为青年人
才搭建“预见未来”的窗口。

“一日职场”活动共设置了
2种模式：一种是参观，一种是

“参观+体验上班”。 参观路线
包括长三角人才服务中心、国
际人才创业港、青荟人才公
寓、浙大湖州研究院、电子科
大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参与
者不仅能与研究院专家面对面
交流，观摩高精尖科研设备操
作演示，报名“参观+体验上
班”的，还可以在长三角人才
服务中心“上班”，体验共享工
位的现代化办公环境。

此次活动首期共发布50个
名额，报名持续到今天17时，
报满为止。

快来报名参加职业体验活动

7月14日，孩子们在吴兴区月河街道东湖家园社区爱心暑托班
学手工。暑假期间，该区引导学校、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暑期幼儿
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为双职工家庭解决
“看护难”问题。 记者 伊凡 摄

记者 张 璐

本报讯“医生，我这个伤疤最近
老是很痒！几年前在外地做的手术，我
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愈合慢……”近日，
在市中心医院创面修复诊治中心，
主任医师吴胜刚正在为一名患者诊
疗：他的腹部有一处像树杈一样的
疤痕，颜色较深，像疙瘩一样聚拢。

“你这些疤痕是不是一热就痒？

应该是瘢痕疙瘩，你看它已经在开
始侵蚀周边完好的皮肤了。”吴医生
仔细检查后表示，这是皮肤在损伤
以后，愈合过程不停滞，瘢痕组织
继续向周围正常组织浸润性生长引
起的，属于瘢痕组织过度增生的皮
肤疾病。像这样的情况，疤痕存在
时间已经比较久，除了综合治疗
外，日常还可以通过降温贴或者冰
敷等方式缓解痒感。

“瘢痕疙瘩病因不明，治疗难度
比较大而且容易复发，所以最好的
方法还是早期干预。”他解释说，大
多数人的皮外伤一般可以在一定时
间内痊愈，但有些人的皮肤组织在
愈合过程中“卖力”过度，就会出
现这种形状不一、色红质硬的疙
瘩。绝大多数瘢痕疙瘩不会发生恶
变，而且生长比较缓慢，对机体影
响比较小，但是在天热或热水刺激

后会非常痒，严重的会影响工作和
生活。

吴胜刚特别提醒，尤其是有瘢
痕疙瘩家族史的人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每一次皮外伤或者术后留疤，
最好尽快就医处理。因为伤口愈合
过程中可能引发炎症，会大大增加
瘢痕疙瘩的发病率，还可能引发感
染、破溃。当皮肤溃疡反复发作
时，就容易发生恶变。

天一热就痒痒痒！
专家提醒：这种伤疤宜早期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