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新闻杭州新闻
责任编辑/邹滢君┃版式设计/朱玉辉责任编辑/邹滢君┃版式设计/朱玉辉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05

记者 林建安

昨天巧了，“大寒”和“小年”牵上了小手，年味儿
是越来越足了。

俗话说“大寒小寒，冻成冰团”。昨天气温，还是
让人感受到了“大寒”节气的威力。昨天早上，杭州
市区的最低气温在 1.8℃，随着北方冷空气的继续南
下，再加上5-6级的大风，白天的气温升高得比较慢，
最高气温只有7℃。

被 5-6级的冷风吹着是一种什么体验？下午 1
点多，我从体育场路出发去西湖边，穿了件大棉衣，
围了毛围巾，出去还是觉得有点冷，中间围巾还被风
吹掉几次。街上行人，也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昨天的杭州，冷是冷了点，不过太阳确实不错，
而且空气也很好，是过去一周以来空气质量最好的
一天。昨天下午 4点，AQI（空气质量）指数是 38，空
气质量为优。在杭州市环保局官网上看了一下，过
去一个星期AQI指数最低的也在58。

根据杭州市气象台预报，这个周末，杭州还是
以晴冷天气为主。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在-3℃，有冰
冻，山区-3℃到 6℃，将出现严重冰冻，是近期最冷的
一天。

不过，抖一抖身子，撑过了今天，不管是最低气
温还是最高气温，都会一步步地往上爬了。到了1月
25日和26日，也就是大年廿八和廿九这两天，最高气
温还可能会爬到11-12℃。

大家放心，杭州市气象局说了，过年前，杭州天
气都不会差，阳光也都会很大方。

昨天，还有一件事情在网上讨论得很欢，那就是
“小年”的日子。

有媒体在官微上发布：今天是小年，你打算怎么
过？立刻有不少网友回复：“误导人，腊月廿四才是
小年”。

“小年”的日子，到底怎么判断？
古代过小年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也就是

说，官家小年是腊月廿三，百姓家的小年是腊月廿
四，水上人家则是腊月廿五。这个传统到了今天，逐
渐演变成了北方是腊月廿三，部分南方地区为腊月
廿四，而在江浙沪地区，“腊月廿四”和“除夕前一夜”
都称小年夜。

两个穿着鲜艳的女孩在断桥上摆造型拍照。 记者 葛亚琪 摄

再创新低，今天早晨最低气温-3℃
不过年前都是好天气哦

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韩琼

本报讯 不到一周就要过年了，春节期间去哪里
玩？爱花的人，不要错过钱王祠的迎春花展。

钱王祠迎春花展已经连续办了 12年，今年的主
题是“吉祥华胄”，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二

（2月 8日）。去年在花展上唱主角的是多肉植物，今

年迎来了牡丹。
花展分为小品区和精品区。今年是鸡年，自然

少不了鸡的身影。小品区在钱王祠入口处一直到五
王殿前的小广场，围绕“吉祥幸福”等主题，设计了

“凤凰来仪”“金鸡起舞”“鸡栖于树”等 11组园艺小
品，花卉有百合、洋水仙、金橘等。

精品区在阅礼堂的一个玻璃房里，这里“住”着

26个品种的进口朱顶红和43个品种的牡丹。这些牡
丹，是钱王祠今年请来的主角，正常花期一般都在 4
月份左右，但为了让大家能在春节期间一饱眼福，工
作人员两个多月前就开始做催花处理了。现在开得
正艳的有蓝宝石、景玉和香玉等品种。

花展时间和钱王祠的开放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到下午
4点半，门票也没有变，还是15元一张，可以刷公园IC卡。

钱王祠今天开始有迎春花展

记者 王真

本报讯 昨天，杭州土生土长的摄影师顾勇在朋
友圈发出两张黑白照片，“岳父大人一路走好！中国
第一代劳动模范沈关根今天早上因病永远离开了我
们。”哀悼他的岳父沈关根老师。

头一张照片是毛主席当时接见当时的青年劳模
的场景，最靠近毛主席的就是沈关根；后一张是沈关
根的纪念照。

“我岳父是个特别低调的人，连我们家人都只知
道他是上世纪 50年代的全国劳模，年轻时从事的是
航天、核工业方面的工程设计，具体做什么研究，都
是保密的。”顾勇老师说。

顾老师说，岳母在世时，和他们小辈说，沈老的
工作单位经常变动，经常接到电报或者信件就要动
身赶往外地，具体去哪儿，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电
话没有通到家里，联系都靠写信，写给沈老的信，没
有地址，只有编号，递到邮筒里，总怕收不到，有时一
个月回一封信，有时两个月。”

“甚至后来因为调动频繁，爸爸的单位连他的档
案都找不到了。我们最早看到爸爸，他的身边跟着
两个警卫员，不让陌生人靠近的。”顾老师说。

我们在网上和图书库里查找沈关根老人的资料，
的确很少——沈关根，男，1934年8月生，上海人。高
级工程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有多项发明
创造，荣获全国青年标兵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关于沈老的发明有——
高效透明节能电热膜，热效率高，可节能40%以

上；1962年在德国进口设备上研制成功“自动行星切

管机”，使无缝轧管生产全部自动化提高工效 60多
倍；1964年，研究成功用于核工业的特殊工艺部件，
并自行设计生产流水线，获得了国家科技银质奖；
1993年，研制成功“高效透明节能电热膜技术”；1995
年，研究成功震撼车界革命性的新产品“极限360°火
花塞”，获得中国专利十年成就展金奖；1997年，从事
绿色食品长寿果的研究。

1960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写了两篇文章
弘扬沈老的创新精神，标题为《青工沈关根不断革命
连创新技术》《学习沈关根的革命精神》，内容讲的是

“沈关根为哈尔滨新风加工厂(今东北轻合金加工厂)
的钳工，文化程度只有两年，自1958年以来创造并革
新10余项重大技术”。

顾勇说，沈老两回杭州，第一次上世纪70年代由
华罗庚推荐，沈关根作为引进人才来到杭州；第二次
80年代，因工作调动离开杭州之后又过十多年，2000
年初，从上海再回杭州，一直住在朝晖街道。

顾勇老师为沈老开了微博，微博上有沈老的动态。
沈老的微博名叫“全国劳动模范沈关根”，介绍是

这样说的，“我是 50年代的全国劳模，中风后在家休
养。现在老了，不能干了就休息！想了解那个年代的全
国劳模他们好吗？大家有消息告诉我啊！谢谢了！”

沈老的第一条微博就是毛主席接见这些青年劳
模的照片，发于 2011年 6月 19日，“不可能和当时一
起接受主席接见的几位劳动模范相聚了。只想告诉
大家我还在，活着！虽然生活困难，但是还是开心！
希望大家都好！都开心啊！”

5月19日以后，沈老停止更新微博。
最近几年，沈老住在杭州朝晖社区的黎园社区。

梨园社区的社区主任张洁也说，“沈老平时很低调，我
们是七八年前偶然知道社区里有位‘全国模范’，而沈
老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退休工资没有保障，连基
本的医保都没有。后来，沈老的家人和社区把沈老的
退休和医保保障工作做好了。渐渐地，有省里和市里
的领导来看沈老，沈老话不多。他的房间里两面墙上
都是黑白老照片，指着照片，他的眼睛就亮了。”

顾勇老师回忆沈老生前的这段时光，感慨地
说：“爸爸中风过两次，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中
风后，他的手脚不方便，要坐轮椅，我们给他买了电
动轮椅，有个手柄可以控制的。有一天，爸爸让我坐
上轮椅试试，他说‘这个手柄设计成垂直的，操作中
手腕一定要悬空，而老年人手脚不太有力，最好靠着
手垫就能用，我建议把手柄平台朝手的方向斜一点，
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我一试，果然是这样。爸爸
还让我联系轮椅制造厂家，电话接通，找到设计部，
厂家的人觉得很有道理，很感谢老人家的建议。”

“爸爸是个发明家、工程师，年纪再大也喜欢搞
创造。他生前有个心愿，希望向关心过他的热心人
说一句谢谢。今天，我们就在快报上，向大家表示感
谢！”顾老师说。

年轻时受表彰的沈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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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杭州的全国第一代劳模
沈关根昨日去世
年轻时他的工作是保密的

身边总跟着两个警卫员，不让陌生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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