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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彦

近日，江新苑小区里新添了一台太阳能智能垃

圾分类可回收箱和一台智能垃圾袋发放机，每户家

庭只需凭自家的智能垃圾分类卡到机器上刷一下，

即可通过回收物品并获得积分或领取当月的垃圾

袋，实现了垃圾分类回收的智能运作。

今年是杭州全面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六年，这些年

杭城内的小区居民都会脑洞大开，尝试各种办法，推

进自家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从2014年开始，杭州每

年会选出一些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的小区，评为示范

小区，让它们起到引领作用。今年也是一样，2016年

杭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评审工作已经开始了，目

前已有122个小区通过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初评。

其实，要成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并不简单，记者

了解到，至少要满足以下5点要求：

1、垃圾分类准确率 80%以上。2、垃圾分类设施

配置齐全，干净整洁。3、小区内设有1处可回收物投

放点。4、小区内至少设有 1 处居民装修（大件)垃圾

投放点。5、小区出入口或显著位置设有垃圾分类宣

传栏，并及时公布更新生活垃圾分类信息。

据了解，自10月中下旬开始，由杭州市区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牵头，对各城区

拟申请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开展专项检查。本

次检查工作分现场检查和资料核实两部分内容，以实

地现场走访检查为主，重点检查小区垃圾分类质量、

分类设施、宣传设施等内容，并结合日常检查情况和

资料抽检对小区自评材料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协调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透露，经分批次对各区上报的184

个示范小区逐个进行现场检查，确定通过垃圾分类

示范小区共 122 个，通过率为 66%，年度目标完成率

为 89%。“未通过的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存在不少问

题，主要集中为三点。一是整体分类质量不高，尤其

是餐厨垃圾桶，混投现象突出。二是部分物业公司

未认真履行法定义务,未对垃圾桶的设置、摆放、清

洗进行有效管理和维护。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宣传

栏破损、宣传内容陈旧问题较多。”

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122个已通过初评的小区，目前

只能算是拟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还需经过市民监督，才能最

终敲定。（122个拟示范小区名单详见杭州日报城事通

APP）市民和媒体可以对这122个拟定的示范小区进行有

效监督。监督联系电话：96310或12319。

同时，市城管委也呼吁市民树立环保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从我做起，切实做好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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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个小区拟被评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到底够不够格？市民可拨打 96310 城管热线监督

本报讯（记者 司春华 熊艳）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携带着一大帮

“亲戚”“定居”杭州啦！昨天，由杭

州市政府、阿克苏市政府联合建设

的阿克苏市名优特产品展销（电商）

体验中心店正式“开张”，它在杭州

上城、下城、西湖、江干、拱墅五个主

城区均开设实体体验店（上城店：南

宋御街 163 号；下城店：闸弄口 113

号；西湖店：莫干山路 359 号；江干

店：新塘路 290 号；拱墅店：双绍路

106 号）。除了人见人爱的正宗“冰

糖心”苹果外，还有核桃、葡萄干、芝

麻、蔓越莓、名酒等将近3000个名优

特产品种，它们全部是来自阿克苏

的精选产品。

据商务部统计，阿克苏电子商

务网上销售额已经达到 3.12 亿元，

名列新疆 96 个县市区第一位，阿克

苏的电子商务已成为杭州援疆的重

要成果。这 5 家体验店让老百姓亲

身体验，线上下单，在家里就能享受

到阿克苏最优质最绿色的名优农产

品。

杭州连开5家阿克苏名优特产电商体验店

她能用刀片刻出 2 毫米的眼睫毛
在传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下，
这条走了 16 年的剪纸之路该如何继续？

一位巧手姑娘的坚持与困惑
记者 丁岚

黄燕霞没想到在这个11月，她会给这么多人带来温暖，这个温度源自于她坚持了16年的爱好。
11月18日，黄燕霞在本地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晒出了自己的剪纸作品，那些流动的曲线、细致的纹路，惊艳了很多人，

帖子的阅读量已经近万。按理说，被众多人夸心灵手巧，应该是高兴的。这个朴实的姑娘，却有着自己的烦恼。
“从小跟着奶奶学习剪纸雕刻，这些从奶奶那儿学来的技能我却不知道它们能带给我什么，或许只是身边朋友的一句感

叹：哇，你竟然还有这技能？然而这也并没有什么用⋯⋯”
一个爱好坚持了16年，可是这门手艺到底能干什么，黄燕霞自己也有些迷茫了。

黄燕霞是浙江衢州人，23 岁，说话轻声细语，白白的皮

肤上有着很好看的红晕。作为一个理科生，她有个很文艺的

爱好，就是喜欢剪纸雕刻。第一次接触剪纸雕刻，是在16年

前，读书以后，一忙就没时间好好创作了。直到去年，她才重

新点燃心里对剪纸的激情。

去年，黄燕霞大学毕业来到杭州工作，在一家工程公司从事

工程造价测算工作。和很多人一样，周末她也会去河坊街逛逛，当

时一位老艺人的动作，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一个老艺人对着

一个游客进行剪纸雕刻，然后就开始一笔一笔地雕刻游客的容貌，

完全不受外界影响。”黄燕霞记忆里关于雕刻的片段，一下子被激

活了，小时候拿着小刀刻双喜字的情景，好像全部回来了。

16 年前，黄燕霞 7 岁，在奶奶的影响下，拿起剪刀开始

学着剪窗花，“我奶奶就是一个手很巧的人，织毛衣、雕刻、绣

花，什么都会，我很小时她就带着我剪窗花。”黄燕霞在奶奶

手把手的教导下，已经会剪出像模像样的喜字。作品完成的

那一刻，她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个看似普通的爱好，在她小

学二年级那年，将她的幸福指数达到顶峰，“那年我的一个作

品登上了老家报纸，拿到了11元稿费。”黄燕霞说起这笔“巨

款”，笑得眼睛成了很好看的月牙形，不由得抬起了下巴，“剪

纸真的带给我很多很多快乐。”

在那次河坊街之行前，黄燕霞在杭州的生活，单调而重

复。作为一个理科生，黄燕霞觉得自己的工作并不“柔美”，

一直想着能给生活多一点颜色。那把老艺人的刻刀，点醒了

黄燕霞。

过去的几个月里，黄燕霞买了新的刻刀，从淘宝上买

10块钱一包的剪纸，每包100张，各种颜色都有，打印出自己

想要的图案，然后在 A4 大小的纸上一笔笔地刻着，“我是一

个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其实挺高兴的。”

尽管买的刀用起来并不顺手，黄燕霞还是刻出了“秦

香莲”，大大的眼睛很是灵动，每根眼睫毛都很清楚，最细

的只有 2 毫米；她刻出了环抱枝头的凤凰，羽毛根根分明，

细如发丝；她刻出了踏着柔软的藤蔓挥着翅膀的天使，灵

动翩然。这些图案，每一个都要花上她好几周的时间。

一开始身边的朋友并不知道黄燕霞还会这种技艺，但逐

渐她的作品就在朋友圈里积攒了超高人气。在她的帖子里，

更是有很多网友“跪求”她能送一幅作品。她觉得有人认可

固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这些赞美之外，这门从奶奶手上传

承下来的手艺，要怎么发展，实在是没有方向。

黄燕霞对自己的这门手艺，做过很多设想，如果要开班，

好像难了一些。比起这个，让她更担心的是，周围愿意学这

门技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大家除了赞叹一句，也没有别

的想法。

“现在的社会，节奏很快，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学这个手

艺。而我自己想发扬它，也觉得力不从心。工作和生活的压

力，也几乎让我放弃它，但丢弃又舍不得⋯⋯”黄燕霞说。

对于这样的迷茫，同样是业余剪纸带出身，到现在在工

艺美术馆里拥有自己工作室的手工艺人方建国，有一些小小

的建议。

玩了 30 年剪纸的方建国，觉

得自己能走那么远，凭借

的就是对剪

纸真正的热爱。“不要有其他想法，就是要有足够的喜欢。这

样才能让人有足够的动力。”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

原创，要有自己的创意，“否则，你永远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

器，刀法再好，都不是自己的作品。”方建国30多年的剪纸生

涯里，原创是让他保持创作激情的重要原因,“只有融入了自

己的想法，你才会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未来。”

对于机器剪纸带来的冲击，方建国一点也不担心，他始

终认为，手艺，还是要从手上传承的。尤其是剪纸这类一笔

一画勾勒出情感的技艺，是有味道的，有温度的，更是有情感

的。

一把把剪刀、一张张纸片，在平面的艺术构建中，在手的

灵活运转中，所体现出的是内心的温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正是在一剪一剪、一刀一刀中，生活情感多了一种表达，

多了一种归宿。

这一切，是机器无法代替的。

理科生爱上传统技艺

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手艺还要从手上传承

城事通

黄燕霞剪纸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