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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记者 倪雨伦

关键词：科技面料
冷空气连番造访，让气温一

降再降，作为冬季保暖的重要装
备，羽绒服正火热。走访今年的
羽绒服市场，记者发现，平湖羽
绒服不仅保持了其一贯的品质，
更是在新材料和新科技的应用
上有了突破，不少看似平常的羽
绒服，实则暗藏“科技与狠活”。

走进平湖·中国服装城三楼
的“米莱裕”男装店，店主谢卫英
正在向批发商介绍自家的“科技
感”羽绒服。“我们的羽绒服采用

了石墨烯涂层，具有导电性和热
传导性，能起到很强的保温效果，
即使是在户外，依旧能维持较高
的体感温度。”她一边说一边拿起
一个小灯泡在羽绒服的内衬上摩
擦，几秒后小灯泡发出了亮光，这
让围观的批发商惊叹不已。“没想
到这种材质的羽绒服导电效果这
么强，怪不得刚才我试穿的时候，
一穿上去就觉得很暖和，我准备
下单几件。”采购商刘文杰说。

另一家名为“新悦俪”的店
内同样很热闹，这里款式众多，
批发商们选择的余地较广泛。
一款看上去像皮衣的羽绒服吸

引了不少人的眼球。记者亲身
体验了一下，这款衣服摸上去手
感和皮衣没有区别，穿上却没有
传统皮衣的沉重感，而是非常轻
便舒适。据了解，这款羽绒服名
为蛋白皮羽绒服。“蛋白皮”是一
种合成的特殊面料，耐磨不易撕
裂、触感柔软且具有光泽，更重
要的是它功能性强大，既能防风
还能防水。“这是一种环保面料，
平时也很好打理，如果沾上了油
污，只需要用湿巾擦拭就可以
了。”新悦俪店员介绍说，这款羽
绒服销量不错，受到了很多年轻
客户的喜欢。

位于当湖街道的米凡度工
厂店也是不少市民和批发商采
购羽绒服的宝藏店铺，这里的

“科技感”让不少顾客“慕名而
来”。经店员介绍，一款采用了
专利技术华楙快热纱的鹅绒服
是今年店里的主推款，该款式自
上架以来因其独特的工艺和面
料赢得了客户的青睐。据了解，
华楙快热纱与普通纤维相比升
温更快，保温更久，它的作用原
理是火山岩蓄热因子吸收热能，
从而让皮肤受热保暖。同时该
羽绒服还采用了压胶工艺，在衣
领、袖口等需要保暖的部位添加

胶水，将面料和里料紧密地黏合
在一起，从而防止风灌入，增加
了羽绒服的保暖性能。

记者还发现，在做好品质的
基础上，平湖羽绒服通过不断探
索新材料、应用新技术以及坚持
独特设计理念，成功将传统羽绒
服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迸发
出满满的科技感，保暖性也更
强。一件平湖羽绒服，“温暖你
整个冬天”成为现实。

““黑科技黑科技””与新时尚完美结合与新时尚完美结合
“一件衣”焕新记

■谢付良

近日，当湖街道南河头历史
文化街区入选浙江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主题街区。这是我市通过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不断探索“非
遗+”保护传承新路径，推动非遗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非
遗与城市旅游深度融合结出的硕
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的优
质资源，旅游是传播非遗的重要
渠道。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是
我市现存规模最大、传统街巷肌
理最为完整、地方历史文化最为

深厚的街区。作为平湖最后一片
古城，南河头拥有170余处文保点
与老建筑，推动这些历史遗存与
旅游融合发展，对于扎实做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促
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都具有重要意义。

融合赋能，让城市的历史“活
起来”。历史文化街区是“活着”
的城市记忆，非遗不仅连接历史
和未来，更融合经典与时尚。只
有让非遗“活起来”，才能让城市
烟火气“火起来”。近年来，我市
在推进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的开

发建设中，一方面依托莫氏庄园、
葛氏祠堂、稚川学堂遗址等历史
古迹，让文化根脉在城市空间中
重构；另一方面，打造沉浸感十足
的非遗“网红”体验区，让诉说人
间烟火味的“老字号”落地生根，
让洋溢时尚气息的“文创店”安家
落户，赋予非遗街区更多的功能
和无限的可能。

推动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南河头作为当湖街道“韵在
当湖”文化产业精品线上的一大
重要节点，与周边旅游资源紧密
相连，让非遗街区的微观风采融

入 了 当 湖 街 道 的 宏 观 风 景 线
中。而着眼于城市的发展进程，
南河头还有机地注入市场化运
营活力，通过引进打造嘉兴首个
美食文旅综合体——“文和里”，
推出非遗特色小店，将非遗的品
牌特性作为营销抓手进行释放，
发挥非遗的最大化力量，实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如今，南河头历史文化
街区的功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
升级，已然成为平湖市域文化旅
游带的核心构成，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是一个

挖掘城市故事、重塑城市形象的
过程，也是推进非遗与城市旅游
深度融合的过程。期待平湖持续
推进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
建设，不断延伸老城活力半径，打
造出更多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
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此真切触摸
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地方非遗
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

推动“非遗+旅游”双向赋能

昨天，在市总商会大厦，当湖街道总工会开启“迎新年 开新局 建新功”送温暖行
动。现场开展送春联写福字、手机贴膜等服务，为楼宇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暖心
服务。

■摄影 王 强 夏晓蕾

妙笔送“福”

本报讯 “侨客到江南，长忆家山好。中外
风光自异同，归国须应早。郊游公车便，遇困思
平扰。幸遇天丁解烦恼，谢意心恩表。”昨天上
午，市公安局广陈派出所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当湖街道居民曹默基赠送的词作《卜算
子·感谢人民警察陈佳乐、沈佳、金建中为民解
困》。

这段美好的警民缘分源于 11 月的一次热
心帮助。“你们要去哪里？我们送你们去吧！”
事发当天，广陈派出所民警陈佳乐在巡逻途中，
注意到了在广陈镇山塘大桥西侧马路上徘徊的
曹默基夫妇等人。经询问得知，他们游玩结束
后未能等到公交车，不知该如何返回平湖。陈
佳乐及辅警沈佳、金建中当即将他们送到了车
站。

曹默基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退休医生，经历
此事的他对警务人员的及时帮助感动不已。他
用手机拍下了警车的车牌号，经过多方打听，终
于知道了帮助他们的警务人员姓名。

作为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会员，曹默基回去之
后就将此事告知了朋友们，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
陈黎雯得知后，也写了一篇散文作品赠予广陈派
出所，并附赞词一首。

诗词赠民警
点赞好服务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高惠莉

近日，在新仓镇中华村“蔬菜共富工坊”，工
作人员将青圆椒、小番茄等蔬菜装入蔬菜礼盒。
据悉，该工坊原先采用定向模式，为当地企业进
行蔬菜初加工，近期推出了蔬菜礼盒，拓宽销售
渠道，进一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加村民收
入。

■摄影 王 强 陈明远

■记 者 黄雨欣
通讯员 吴 平

本报讯 冬日里，一口鲜
甜的草莓成了大家的“最爱”。
近日，平湖市甜觅家庭农场的

“蜂舞”牌“建德红”草莓荣获
2024浙江好草莓银奖。

“好草莓”如何炼成？走进
位于林埭镇群丰村的平湖市甜
觅家庭农场，大棚内暖意融融，
6个连栋大棚内种满了草莓，一
垅一垅整齐排列，在阳光的照
射下，显得越发红艳，获评“建
德红”的草莓已经种了 2年多。

好品种需要好技术来配套，才
能种出优质草莓。这个面积只
有 10 亩的基地，却种出了全省

“银奖”的草莓，其秘诀还在于
基地的栽培技术。“草莓如此红
艳，是因为我们在草莓开花后
就不打一滴农药，后续的除虫
防害工作靠的都是生物手段。”
甜觅家庭农场负责人曹强说。

与一般基地不同，甜觅家
庭农场应用草莓清洁化生产技
术，使用捕食螨、应用黄蓝板防
治草莓常见病虫，代替农药。
通过新技术、增施有机肥，种出
更安全、好吃的草莓。“头茬草

莓每斤价格为 40元，不便宜，但
尝鲜订单却供不应求。”曹强
说。目前基地草莓每天订单都
是排满的。

新品种“狙击”味蕾，本地
农业企业也积极在品种上“下
功夫”。广陈镇的嘉兴佳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内，几款新品
种草莓惹人注意。今年，佳莓
公司从日本引进女皇草莓，为
国内首次试种。和平时常吃的
草莓相比，女皇的色泽更深，分
为单头和多头两种，酸甜度适
中，主攻高端市场。此外，通体
粉白的草莓“粉玉”、成熟后红

得发紫发黑的“黑珍珠”，均颇
受欢迎。

今年，全市草莓种植面积
有 812.2 亩，其中，连栋温室面
积 118 亩，占总面积的 14.53%。
近年来，我市草莓种植不断寻
找创新点、推进“草莓+”。例如，
广陈镇草莓产业通过多方面努
力实现三产深度融合。在标准
化生产上，通过山塘村的草莓共
富大棚示范基地等基地引领，打
造草莓种植标准化样板，规范流
程，提升品质产量；在科技创新
层面，建设长三角草莓种质种苗
研发中心，拥有智慧化草莓植物

工厂、脱毒种苗繁育中心、科研
与培训中心等，以先进技术设备
和科研成果推动产业升级；在农
文旅融合上，结合草莓采摘园、
农家乐、民宿等项目，打造特色
线路、举办节庆活动，构建多元
体验。

今年，我市草莓主要种植
品种有红颜、建德红、越秀等红
草莓，还有粉玉、建德白露等白
草莓，外形漂亮、品质优秀。目
前，本地草莓开始陆续上市，首
批“尝鲜”的市民纷纷抢购，预
计 1月中旬大批量上市，价格也
会稍有回落。

平湖“草莓家族”争新斗艳
甜觅农场种出浙江好草莓

本报讯 昨天一早，国网平湖市供电公司的
红色物业联盟志愿者来到当湖街道松枫新村的
失独老人家中，排查用电线路安全隐患、普及冬
季消防安全知识。

近日，气温骤降，居民供暖用电负荷持续增
长，用电安全变得尤为重要。对此，我市结合冬
季用电特点和需求，多措并举优化用电服务，构
筑起家庭用电安全防护网，保障市民度过一个温
暖安全的冬天。

连日来，市供电公司的志愿者深入各村社
区，开展老旧小区冬季用电安全及消防隐患排查
行动。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
的案例，向居民普及诸如不要在电线下晾晒衣
物、不要随意触摸电线杆和变压器、避免使用大
功率电器导致电压过载等基本用电安全常识。
同时，上门为社区孤寡老人检查线路并排查消防
隐患，消除老旧小区电气隐患。

为保障居民用电，市供电公司全域推广了
“带电+配电”协同作业方式开展线路升级改造工
作。独山港镇 10千伏沈窑G121线运行年限久、
设备老化程度高，此次市供电公司根据所辖线路
设备、用电容量等特点，实施“带电+配电”不停电
综合检修，更换架空线路 4.7千米，更换、新立电
杆 165基，完成 20个台区保电工作，实现 1000余
户用户大修期间停电“零感知”。这样的电网改
造提升工作，也进一步夯实了迎峰度冬电力网架
基础。

用电安全，关乎千万家庭的幸福生活，居民
是用电参与者，冬季学会科学用电，也十分重
要。作为家庭用电“安全员”，居民应该做些什
么？“供暖设备适时、适度使用是关键。”市供电公
司营销部主任吴林峰说。目前，取暖器、空调、电
热水器等电器最为常用，其中取暖器和空调应避
免频繁开关，空调温度最好设定在 20℃左右，出
风口向下，这样更节能且体感舒适，要注意慎用
电辅热功能，仅在必要时短暂使用。冬季水温及
环境温度较低，对于储水式热水器可提前 3至 5
小时加热。不经常使用的小厨宝等建议关闭电
源，随用随开。

从安全角度考虑，冬季浴室用电需要重点关
注。“冬季沐浴后，浴室内水蒸气较多，是隐患集
中区域。”吴林峰说，大家应定期检查浴室内电
源、开关、插座的安全防护，使用带有漏电保护功
能的设备。

冬季保用电
安全记心间

■记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陈心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