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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中国·乌镇（乌村）民间童玩节欢乐来袭，以水乡风情为背景，以儿童游

戏为依托的童玩节，搭配童梦奇园和乡村趣玩，让孩子们学习与玩乐两不误。

据了解，今年童玩节新增了更多互动体验的趣味游戏——捕鱼达人、小小农学

家、亲子DIY等20余个别出心裁的项目。

本次童玩节的主场——乌村，紧邻乌镇西栅景区。古朴乡村内设有乐高天地、室

外攀岩区、手工屋等一些体验区，不仅可以让小朋友畅玩无限，更提供了全家一起快

乐玩耍的区域，让一家人共享美好的亲子时光。 驻嘉兴记者 陆烨 通讯员 黄彦婧

本报讯（驻湖州记者 张骥鸿）日

前，南太湖度假旅游平台举行发布

会。会上，湖州提出将依托南太湖度

假旅游平台，建成“产品+应用+平台+

交通”的全域旅游生态圈。

据悉，南太湖度假旅游平台计划

打造一个以游客为中心，以旅游产品

整合为重点，以网络运营为依托，以新

能源交通为串联，集个性定制、新型旅

交、金融支付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交

易服务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将打通旅游

产品生产商到消费者的直接渠道，建立

无中间环节的旅游产品交易模式。

当下，湖州正在建设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和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湖

州市旅游部门创新发展理念，南太湖

度假旅游平台应运而生。

未来，南太湖度假旅游平台将不

断丰富完善。通过建立南太湖度假

APP，该平台可以整合湖州旅游产品

资源，为景区、酒店、商店等旅游产品

生产商提供旅游产品在线交易的解决

方案。

同时，面向全国做好“湖州旅游e卡

通”推广发售，实现便捷的在线电子支

付消费模式，建立覆盖全市的绿色支付

网络，完善医疗、社保、公交、电力、水

务、燃气等社会保障性服务功能。

湖州旅游部门还将搭建新能源交

通车联网平台，开通精品旅游班车线

路，定制旅游包车服务，建立点对点的

新型旅游交通体系；探索成立旅游投资

基金，为旅游景区、养生养老、健康医疗

等旅游相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本报讯（驻嘉兴记者 陆烨）今年

以来，桐乡的智慧教育受到了教育圈

的关注，桐乡教育网日均点击率从原

来的 7000 左右暴涨了一倍，桐乡“教

育云”拥有微课1000多节，累计收看、

受益学生达20余万人次。

桐乡的“教育云”正是嘉兴“政务

云”平台的示范应用之一。据了解，嘉

兴政务云平台目前可提供 17 项政务

云服务，包含计算、存储、网络、安全、

视频监控、物联网等功能。

近年来，云计算和大数据已成为

国家发展战略，在嘉兴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经过桐乡市政府、中国电信桐

乡分公司、技术厂商三方合作，嘉兴政

务云桐乡分中心顺利落地，并于去年

7月完成工程建设。

“政务云”通过数据开放共享，实

现从“人跑腿”到“数据跑腿”，让群众

足不出户就能办事。

桐乡市教育局率先“尝鲜”，将教

育系统所有数据中心、资源中心、三个

智慧教育平台等系统平台迁移至“教

育云”，打造了一个资源整合、信息共

享、交互管理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今年上半年，桐乡市还出台了《政

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

《政务云计算平台应用管理的若干意

见》，推动桐乡基于云计算的政务信息

化建设运行新机制和政府购买云服务

新模式。

近日，德清武康街道英溪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 3 名党员志愿者，带着便

携式B超与心电图等医疗器械，来到

社区邻里中心为居民义诊，讲解夏季

传染性疾病的防控等各类健康知识。

驻德清记者 张骥鸿 通讯员 王正

湖州：
力推南太湖度假平台

桐乡：
“政务云”让数据跑腿百姓受益

德清：
党员义诊服务居民

趣味
童玩

自从安吉有了竹乐，加之各届政府对地方民

间艺术的保护，竹乐已然成为安吉县对外宣传的

一张金名片，这支竹乐演出团队每年的演出场次

有20多场，除了走出国门，也曾赴全国各地参

加各种展演。

然而，毛亚伟认为，这支竹乐团还远远没有

达到应有的影响力。“民间文化的发扬是这支竹

乐团的立身之本，但是以往竹乐团的收入并不能

让竹乐团得到良性的发展。”毛亚伟算了一笔

账，乐团请老师编一首曲子最少要4万元，然而

竹乐团演出一场只有8000元左右，连乐团人员

的工资等费用都不够，如何能发展传承文化？为

此，去年安吉县成立了一个竹乐演艺公司，让竹

乐演艺可以进入市场，把原有的一项表演打造成

一台晚会。

对此，毛亚伟解释，用“竹乐”主题打造出

一台完整的晚会并不是易事，这需要从2人、3

人的小型节目到大型节目都重新排演，“所以这

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目标吧！”毛亚伟说。

根据我省 2016 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

统计公报，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已达

249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4.16%，其中嘉

兴市老龄化程度居全省第二位。

嘉兴老年人口数持续高位攀升，失能、半

失能老人及高龄老人也日益增加。截至去年

底，嘉兴88.32万老年人口中有失能、半失能老

人59703人，其中南湖区、桐乡市数量较多。

家庭的关爱对于老年人更为重要，南湖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孙立瑾表

示，“孝心卡”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价值

导向。“吉明里小区将‘孝德停车’优惠举措纳

入其中，能推动孝心传递，在全社会营造敬老

爱老的良好氛围。”

对于停车“孝心卡”这一举措，嘉兴学院教

授佘明龙表示，这在社会上具有弘扬向善美德

的示范意义。“物质上的减免是其次的，对于一

般家庭来说，每年几百块的停车费并不算什么

负担。”佘明龙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了一种

亲情关怀的价值理念，“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也需

要我们去关心，这方面子女的作用不可替代。”

嘉兴吉明里小区推出“孝心卡”

“常回家看看”可免费停车

安吉竹乐传人柯国强：
用竹子敲出大自然的音符

聚焦非遗
访传人⑨

本报讯（驻湖州记者 杨君左 通

讯员 欧阳爱琼）昨日起，安吉6.63万

企业退休人员可以在家“刷脸”完成

养老金年审。对离退休的老年人来

说，养老金年审是件麻烦事。如果生

活在外地，更是要委托他人或赶回当

地登记，既耗时又费力。7月4日起，

这一状况在安吉就将彻底改变了。

“我们是通过引入支付宝的人

脸识别技术，实现这一功能的。”安

吉县人力社保局信息中心主任马平

峰说，除深圳外，安吉县是全国第二

个实现这一功能的地区。

受惠的市民只要点开支付宝

“城市服务”栏目，进入“智慧人社”

服务窗，在“社保年审”一栏就可以

看到相应的年审信息。市民既可

以进行本人身份验证，也可以帮亲

友进行身份认证。

灵猫有数（浙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员工陈寅演示：以帮助亲友

进行身份认证为例，市民只要根据

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码等信息，确认后就会弹出人脸认

证界面。系统会根据识别的人脸

与公安系统录入的人脸信息进行

比对，如果相符就能完成养老金年

审的全部手续。值得一提的是，每

个市民最多可以帮助5位亲友完成

身份认证，这样便于帮助一些不会

操作手机的老人完成养老金年审。

69岁的竺文素在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进行了“刷脸”尝试。“整个

过程不到1分钟，非常方便。”竺文

素说，以往，她每次都要从家里跑

到社保大厅去办理，加上排队等候

的时间，往往要耗掉一个上午。而

今后，在家里，就能让儿子帮忙完

成年审了。

“今后，我们将会把这项工作常

态化，不只是企业离退休人员，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也

将逐步纳入。”马平峰说，届时，安吉

县将有10余万人受惠。

6万企业退休职工将最先受惠

安吉市民可“刷脸”
完成养老金年审

驻湖州记者 杨君左

前不久，安吉竹乐表演团队以一曲《竹海山风》申报参演了
“非遗传薪”——浙江传统音乐大型展演。这支在“竹子”上敲打
美妙旋律的乐团已是安吉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曾代表
中国赴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春音乐会，并在当地引
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支十人表演队伍是怎样实现用竹子敲打音
乐的呢？记者前往安吉县文化馆，一睹了她们的风采。

蛙声、鸟叫声、流水声……如果你闭上眼睛只用耳朵听

的话，一定想不到这些大自然的美妙声音都是由各种竹子做

的竹乐器发出来的。再看这些竹乐器，都并不陌生。这些竹

乐器大多来自竹农们平时生活的用具，比如竹蒸笼、蚕匾、竹

碗，用敲打、碰撞等方式发出来的声音，重新组合后就是一曲

美妙的《竹海山风》。

说起这个竹乐器，最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它们的发现创

造者——柯国强，柯老师今年62岁，是个本土音乐人，退休

后被返聘到安吉文化馆任竹乐团的指挥，他与竹乐一起已走

过了28个年头，谈起是如何创造出竹乐的，柯老师的眼神里

充满了自豪。“安吉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山里的竹农都很有智

慧，用竹子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我就是想把音乐与

民间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安吉的一种独特音乐。”

2002年时，他用竹子制作的竹管琴就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

这个竹管琴通过七声音阶的排列，能发出A、D、G三个大调

的声音，可以演奏出很多歌曲。

从竹乐面世至今，竹乐器已经从七八件发展到如今有22

件，包括击打的、吹奏的、弹拨的等等。“之前乐队只会一曲自

编自导的《竹海山风》。现在，我们又开始编写新的曲谱，马上

就会面世。”安吉县文化馆馆长毛亚伟说，乐团赴法国演奏时

还带去了《红河谷》和《茉莉花》这两首经典的曲目，用竹乐演

奏出来，吸引了当地不少观众，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将竹子与民间文化完美结合

一支竹子变成音符的巧夺天工

从发现竹子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到用竹子做成各式

各样音调的乐器，这个过程充满了故事。

“虽然知道竹子能发出美妙的声音，但不同的竹子发出

的声音相差很大，音调就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如何让音调

稳定下来呢？”柯国强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不顾辛

苦，连日去毛竹山上采风，寻找不同的竹子，与当地竹农

聊天，真真切切地了解每一根竹子的独特之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听了当地竹农对竹子生长环境和

习性的介绍，用不同的竹子试音，最后发现阳山竹相比阴

山竹声音更脆亮，发出的声音更美；而竹子粗细不同，长

短不一，厚薄不一，发出来的声音也各有不同。

掌握了这个基本情况后，柯国强就根据乐理，开始了竹

乐器的研究，为了保证声音的稳定性，对制作竹乐器的竹材

也要经过处理，避免竹乐器在不同季节里发出的音调有

差别。

柯国强表示，从专业眼光来看，竹乐是一种可以雅俗

共赏的音乐，从民间文化中发掘音乐的素材，这样民族的

东西一定是世界的。

从一项表演到一台晚会的蜕变

驻嘉兴记者 陆烨

本月初，嘉兴市南湖区明月社
区吉明里小区内，社区张贴的一则
告示吸引了居民们的注意，告示上
说为了鼓励子女看望老人，与父母
同住或常来探望父母的子女，可在
社区领取停车“孝心卡”，根据看望
老人的次数相应减免停车费。

徐阿姨第一时间来到了明月
社区，替子女申请了“孝心银卡”，
“先把卡办了，再跟他们说。”徐阿
姨说。

公告贴出后，每天都有不少居
民前来办卡、询问。原本对于这项
措施有点忐忑的明月社区书记张
红燕，看着居民们来了一批又一
批，放宽了心，“边做还要边完善。”

看望父母有奖励 “孝心卡”倡导敬老爱老

吉明里小区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老

小区，小区里停车位原本就不多，又处在嘉兴

的闹市区，小区停车难问题尤其严重。

今年小区安装了道闸机，临时停车需要

收费，小区居民也可以选择包年支付，每年

400元，稍稍缓解了停车难的现象。

和小区一样，这里的住户也都是上了年

纪的老人，60多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了30%。

对于小区的硬件条件，张红燕信心十足，

“虽然是老小区，但是我们的绿化条件、环境

卫生相比新小区一点都不差。”张红燕说，吉

明里小区还新装了治安探头，非常清晰。

不过在吉明里小区走访的时候，张红燕

也听到过一些老人抱怨的声音，“养儿养女有

什么用，老了也不来看。”“今天这个事情忙，

明天那个事情忙。”

张红燕觉得社区对老年人的关爱做得再

好，都比不上自己子女的关心和问候。

为鼓励子女“常回家家看看”，倡导关爱老人

的社会风气，张红燕制定了停车“孝心卡”措施。

该项优惠面向65岁以上老年居民的亲属，

与父母同住的业主持金卡，全年停车费减半，

前来探视父母的车主持银卡，平均每周探视2

次以上的给予全年免费停车的优惠，每周低于

2次的，按探视次数数量分两档收取停车费。

“经过反复测算，我们社区大概减免停车

费近万元，这对于社区来说也不是一笔小

钱。”张红燕觉得这笔钱用得值。

短短几天时间，社区已经发放“孝心卡”

十多张，每天还有十多个居民前来咨询办理

的方法。也有一些老年人主动给自己的子女

办理“孝心卡”。

“有些老人嘴上对子女说，工作忙不来看

也没事，但哪个老人不希望子女来看望自己

呢。这些老人也是以这种方法，提醒子女常

回来看看。”张红燕说。

传递亲情关怀 子女作用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