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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驻萧山记者 金婷婷

通讯员 朱华丽）欣赏着600多年前

悠扬的细十番旋律，聆听非遗专家

们的高见，近日，一年一度的萧山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和第七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为市民呈上了两

大“非遗”盛事。

曾在 2016 年少年央视春晚亮

相的楼塔折子戏《挂画》，也走进了

本次“非遗”展演。

折子戏《挂画》需要表演者利用

“跷功”和“椅子功”，在凳子扶手上

完成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萧山伢儿

朱杭豫是这场表演的“主心骨”，舞

台上的她如燕子一般灵巧飞翔，时

而单脚站立在椅子扶手上，时而从

左椅子扶手跳到右椅子扶手上，基

本功着实了得。

拾起非遗“珍宝”，唤起世代“乡

愁”，在此次“非遗”论坛上，来自北

京、上海、浙江的非遗专家们发表了

各自对“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的高

见；“非遗”展上，丝绸画缋、萧山花

边制作、徐同泰土法制酱技艺、南宋

官窑瓷制作技艺等20余个萧山“非

遗”项目悉数亮相。

目前，萧山区共有各级各类非

遗项目 97 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

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

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

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十大类别，

认定区级代表性传承人65人，建立

省市级非遗基地7个。

为了让这些萧山故事继续发扬

他们的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萧山

区级财政每年拨付 60 万元专款用

于非遗保护日常工作。同时，萧山

区已连续举办七届非遗保护工作研

讨会和非遗展览，促进非遗保护工

作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2015 年起，萧山区开始探索

“非遗＋互联网”的新模式，经过政

府采购等一系列规范程序，为全区

“非遗”项目建立专题数据库，通过

“互联网+”助力非遗项目的传承，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味道。

让“非遗”之花
魅力绽放
萧山加强非遗保护守护精神家园

“我认养的小鸡现在长多大了？点开手机APP随时都能看！”

“鸡司令”转型升级弄出新花样
本报讯（驻临安记者 管光前）这年头，城

里人到乡下认养一棵树、一片菜地，甚至一头

猪，都不算新闻啦！你曾想到过要认养一窝

鸡吗？如今，还真有几位杭州人通过手机遥

控认养了一窝鸡。

“爱禽”公寓

这些被认养的鸡就生活在临安潜川镇的一

个生态农庄里。它们与普通圈养的鸡不同，享

受的是“星级待遇”：住“别墅”，听音乐，还可以像

野鸡一样飞到树上发呆，满大山刨食觅食……

潜川镇生态农庄的“庄主”潘陆根是这些鸡

的看护人。他在农庄的山弯里修筑了12幢小木

屋，潘陆根称它们为“爱禽”公寓。小木屋里住

的就是被认养的鸡妈妈和鸡宝宝。“每窝共20

只，2只老母鸡带着18只小鸡仔。”

潘陆根在“爱禽”公寓的四周安装了 60

只监控探头，这些探头一头连着监控室，一头

连着鸡主人的手机。“我认养的小鸡现在长多

大了？这会儿在哪里？是不是都回家了……

一点开手机APP，随时都能看。”

“甜蜜”探视

这些鸡每天还能欣赏“音乐会”。鸡舍附

近安装了30多个音箱，每天古典、摇滚、爵士

……换着花样播放。

“刚开始那几天，一到放音乐，小鸡们就

会聚拢在音箱附近，静静地听，好像它们也懂

音乐似的，可好玩了。”

据说，鸡听了音乐，会下更多的蛋，鸡蛋

的品质也会提高。“但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

我只想让这些有‘身份’的鸡生活得更体面

些！”

鸡主人除了能“见证”小鸡成长的每一

天，还能享受山庄的其他“福利”。

自己养的鸡产蛋了，农庄会定期给主人

们邮过去；农庄里的果子熟了，主人还可以来

山庄住上几天，看看自己的鸡，尝尝农家菜，

再带一只自己认养的鸡和水果回城。

潘陆根说，他把农庄里的 140 亩荒山开

垦成果园，种了桃子、李子、杨梅、樱桃、猕猴

桃和石笋等等。都是用农庄的鸡屎、猪粪、沼

液浇灌的，长出的果子味美、绿色、无公害。

转型求变

潘陆根养鸡有十多年了。十几年前，他

租下了潜川镇海龙村的这片山弯，开始了养

鸡致富的梦想。一开始，潘陆根怀揣的就是

循环养殖的理念：用鸡屎养蚯蚓，挖蚯蚓喂

鸡。早年，他曾凭借“蚯蚓蛋”名噪一时（本报

也曾有相关报道），杭城不少单位纷纷致电求

“特供”。

十多年里，潘陆根经历过禽产业的黄金

时代，也曾经受过禽流感的数次煎熬。在禽

流感和“五水共治”的双重压力下，潘陆根的

同行们纷纷改弦易辙，另谋他就，唯独他“觉

得割舍不掉，总想转型继续做下去”。

就在禽产业步履蹒跚的这几年，潘陆根

一边精心侍弄着他的“蚯蚓蛋”，一边在山弯

里开山种果，修路造亭，发展观光农业。“别墅

鸡”高端认养成了潘陆根力图转型的亮相之

作。

面对禽产业的持续低迷，潘陆根依然信

心满满：“世间事都是物极必反，我相信养鸡

也是这样。”

本报讯（通讯员 殷春生 驻富阳记者

骆炳浩）当暴雪、冰凌等灾害性天气来临，指

挥决策者即使无法第一时间亲临受灾现场，

也能远程“目睹”，实时、真实评估灾情，那有

多好。

记者昨天从富阳区气象局获悉，基于大

数据与云技术相结合的数据共享和防灾减

灾指挥决策系统——防灾减灾“一张图”，已

在富阳建成并投入应用，在全省县一级中首

开先河。

据介绍，防灾救灾“一张图”，是集地质

灾害隐患、避灾点、救灾物资储存、山塘水

库、实时气象要素、种养殖大户、全区实时监

控等信息，并与乡镇（街道）、灾害现场可视

化为一体的综合电子显示系统。

近3年来，富阳统筹整合气象、水利、国

土、农林等部门的资源，先后安装30个自动气

象监测站点、45个山塘水库点、10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视频实景监控设备，建成45个山塘

水库点水位实况监测系统，共享55座水文站

雨情监控。

监控监测数据接入部门网站和“智慧防

灾”手机APP，值班人员可智能遥控监控探头

方位，实时展示各点三维实景画面。这不仅让

使用者足不出户清晰了解站点环境动态，也方

便相关部门对实景天气状况进行远程监测、精

细预报，对特殊灾害性天气过程和极端天气事

件进行影像存档，为灾害预判、防灾决策、灾情

评估提供依据。

该系统提供气象自动站实况监测、新一

代天气雷达拼图、卫星云图、闪电定位、台风

路径等天气预测数据和天气数字化预报、乡

镇精细化预报，展示历史、现在、未来24小时

的降水、温度、大风、能见度等涉及灾害的气

象数据。通过该系统的应用，一旦发生自然

灾害，可以第一时间在电子地图上获取灾害

发生点位置、周边地形地貌、具体受灾情况、

就近避灾场所、救援物资供应等信息，便于

政府快速决策，调配人力物力指挥救灾，实

现精准防灾减灾的目标。

接下来，除了固定的电子显示系统，富

阳还计划开发移动客户端“智慧一张图”，随

时随地手持“看图”，最大限度地满足防灾减

灾的需要。

不到受灾现场也能“眼见为实”富阳打造智慧“一张图”实现精准防灾

日前结束的2016年杭州市老年文化艺术节舞蹈大赛传

来好消息，古荡街道选送的原创舞蹈《采桑》以全场最高分获

得大赛金奖。

群舞《采桑》艺术再现了曾经是美丽蚕桑之乡的古荡原住

民劳动的场景。为了创作好这个有古荡地方特色的艺术作

品，古荡街道文化站邀请专业老师进行创编，根据古荡本土的

人文历史，对舞蹈编排、音乐编辑、服装道具进行专门设计。

近年来，古荡街道着力打造“文化引航工程”，有各类文体

团队71支，参与群近千人。今年以来共开展文体培训134场

次，文化活动103场次，不断提升街道文化影响力，树立古荡

文化品牌。

通讯员 章洁 朱妍 摄

午间一小时 服务中小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袁晶晶 李姹 实习

生 洪明思）每天中午的 12：30—13:30，

一个小时能干点什么？有人用来打个盹

午休，有人听歌、网购放松一下，而西湖

区数字娱乐产业园楼宇社区把这一小时

时间利用起来，打造了一个“魅力正午”

交流平台，服务辖区企业。

在数字娱乐产业园三号楼三楼的楼

宇过道，是一个涵盖党建学习、企业联谊、

员工活动、邻里互助等开放式服务区块，

借助该场所，数娱楼宇社区把党员学习

角、员工联谊会、投资洽谈会、各类沙龙讲

座等黏合在一起，拉近了企业间的关系。

这不，快到年底了，数娱楼宇社区发

起了“情在数娱 家乡年味”分享节，邀请

大家拿出自己家乡的特色食品，分享迥

异的饮食文化。“蓝莓雪媚娘”、“花生小

将”、“戚风蛋糕”……品尝着这些由企业

员工自制的糕点，写字楼里的新杭州人

心里暖暖的。

通过“魅力正午”交流平台，还陆续

开展了高级程序员培训、卡通黏土制作、

健康养生讲座等活动，为白领们提供点

单式服务。

脏乱差小区 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钱晓红 实习生 洪

明思）停车方便了，环境美观了，连邻里

关系也融洽了……古荡街道湖畔莲花港

家园近来大变样。

湖畔莲花港家园位于丰潭路和西斗

门路的交叉口处，之前，由于业委会、业

主、物业公司三方矛盾激化，小区各项事

务明显懈怠。路边杂草丛生，流动菜摊

占道经营，汽车、电动车随意停放，小区

门禁年久失修……居民们对脏乱差的生

活环境颇有怨言。

今年，一家新的物业公司接手以来，

湖畔莲花港家园面貌焕然一新。小区

内，重新补种绿化，清理和修整绿化，改

造了门禁；实行了车辆识别改造、行人刷

卡进出等措施，制定了新的停车规定，有

效提高了车位利用率；还引入了充电桩，

减少了电瓶车主私拉电线的现象，消除

了安全隐患。

在文华社区党委的监督下，莲花港

小区经过业主们的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的业委会，各方面的矛盾大大减小，小

区事务变得井然有序。

古荡街道为了打造“信息经济强街”，

积极拓展“敲门招商”渠道，重点招引信息

经济项目，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项目。根据

西湖区统计局数据显示，古荡街道上半年

信息经济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36.38%，

居全区之首。1-10 月，累计引进项目 312

个，其中信息类企业149个，约占全部新注

册项目的48%。辖区已培育亿元楼4幢和

千万元楼11幢。西溪新座、浙商财富中心

等楼宇已成为城西重要地标商务楼宇。辖

区楼宇入驻率在 85%以上，楼宇税收呈较

快增长，规模楼宇培育提前四个月超额完

成全年目标计划。

原创舞蹈《采桑》杭州摘金

通讯员 章洁
记者 毛长久

蘑菇街、格格

家、蜜惠、拼多多、

拼好货……在“剁

手族”耳熟能详的

当红电商产业中，

古荡街道成为这

些电商新贵的栖

息地。

据悉，作为全

国跨境电商物流

服务企业领头羊

的“心怡科技”也

即将入驻古荡街

道，目前其在西溪

新座租用的办公

场地正在装修，预

计年后将总部从

广州迁入古荡。

互联网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为什么这么多电商大咖落户古荡？

“随着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建设加快，支付宝

大楼即将竣工，蚂蚁金服、网商银行、浙商创投、慧展

科技、珀莱雅、基金小坞等重点项目、重点平台先后

加入，使得西溪谷一带互联网产业日趋成熟。”古荡

街道经管科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外部环境的集聚

效应，使得古荡街道辖区的浙大科技园楼、浙商财富

中心、西溪新座成为电商新贵们的首选。

另一方面，古荡街道为辖区企业提供“全天候”

优质服务。早在2012年，古荡街道就在莲花商务圈

成立了楼宇社区，专门为入驻企业提供各项审批代

办服务，同时为入驻企业提供集经济、党群、民生服

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管理服务平台，一方面为入驻企

业提供极大便利，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搭建与政府沟

通的最佳平台。

“敲门招商”集聚电商产业

电商产业集聚 众创空间云集

古荡街道“信息经济强街”初具规模

在浙大科技园创业氛围的影响下，西

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继而成为“众创空

间”集聚地，“淘员外”“X-WORK”“筑梦

空间”“WE-WORK”先后成立，形成一批

小规模的空间集聚，打造了优质电商孵化

基地，招强引优加快信息产业集聚。

据了解，随着古荡科技园地块改造计

划的顺利推进，浙商创投、江南布衣艺术

园明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古荡街道平台空

间拓展后势强劲，将点燃古荡街道经济发

展新引擎。

众创空间云集 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支付宝新总部大楼明年3月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