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小贴士：

散步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有氧运动。进入秋
季，昼夜温差较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尤其是高血压患者中风的风险增大了。专

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有氧运动可降低中

风风险。散步是最安全的有氧运动，早晚各行走

3千米，长期坚持可有效控制血压和血糖，起到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做操、打太极拳等运

动量不大的体育锻炼与散步同效，但不宜做剧烈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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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俏英

本报讯 下午四点，正值学生放学时

间，在锦南街道中传媒附属小学门口，家

长和孩子们大手拉小手，沿着一条友好

学径路，踏着彩色的人行道，开启了归家

路。“哇，这条路好漂亮啊”“妈妈你看，墙

上的这副画还是我设计的呢”……一路

的欢声笑语，让原本拥堵嘈杂的路途充

满了爱意。

据了解，这条学径路位于中传媒附

属小学周边，沿着周边小区布设，最终

通往锦溪社区。学径路整体设计充满童

趣、颇具创意，而且充分考虑实际需求，

由代表着希望的 3条彩色斑马线，设置

安全教育互动装置、少先队主题小品、

儿童友好 LOGO标识，融合各类元素、

颜色绚丽的墙体彩绘共同组成，在丰富

沿途景观环境的同时进行科普教育和

红色教育。

学径路沿线还安装了监控系统，对

车辆和行人进行管控。此外锦南街道还

加强了“护学岗”建设，增加交警、志愿

者、城管等人员力量，维持秩序，确保学

生出行安全。考虑到放学高峰期，校门口

家长扎堆等候、日晒雨淋、交通拥堵等

“老大难”问题，在学校东门和北门分别

安装了 200余米的雨棚，打造风雨无忧

亲情漫步道。“斑马线彩色的标识很醒

目，司机看到也会提前放缓速度，并礼让

行人。”家长王女士认为，有了学径路，让

孩子的上下学路安全又有趣。

“无忧上学路”的打造是锦南街道建

设儿童友好城市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

提升儿童安全感、获得感的有效载体。去

年，锦南街道儿童观察团提出“打造无忧

上学路”的议题，从儿童视角提出系列可

行性建议和方案。锦南街道倾听童声，将

该建议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2023年 11月，锦南街道第一条友

好学径路建成，位于街道中心幼儿园和

兰锦未来社区邻里中心之间。放学后，不

少孩子们坐着滑滑梯“呲溜”一下，沿着

“无忧学径路”走进未来社区，童趣和安

全感满满。如今，这条学径路不仅成为孩

子们的“打卡地”，更是锦南街道儿童友

好特色地标，受到不少家长的好评。

时隔一年，又一条学径路正式亮相。

“我们辖区第三条学径路———锦南小学

‘无忧学径路’正在施工中，结合风轻云

岭村落景区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建

成。”锦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街道妇联充分发挥辖区资源，联合城

建、交警、城管以及学校等各方力量，群

策群力，同心同向，倾力打造“空间友好、

安全文明、富有童趣、又有颜值”的儿童

友好上学路，致力于让儿童的美好心愿

成为现实。

又一条“无忧上学路”上线
锦南街道倾力打造童趣和安全感满满的“儿童友好”上学路

记者 宣晓云

本报讯 当古老技艺与现代校园相

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湍口小学，

耍碗杂技这一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被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以无尽的热情和

创新精神，不断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耍

碗在校园薪火相传，滋养着孩子们的成

长之路。

一根筷子，一只碗，筷子顶起了碗，

在空中飞快旋转，令人眼花缭乱。下午，

走进湍口小学的操场，耍碗社团的孩子

们正在认真练习耍碗技艺。上碗、敲钟、

抛接……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魅力。11岁的楼晨算是社

团的“佼佼者”，从二年级起，他便被这项

技艺深深吸引，开始跟随老师学习耍碗。

如今到了四年级，他已经能用一只手稳

稳地顶起碗，将碗高高抛起，再稳稳接

住，动作干净利落，还能完成穿腰、美女

照镜等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

“第一次看到耍碗，我就觉得很酷，

所以我也加入社团了。”回忆起初次接触

耍碗的情景，楼晨仍然记忆犹新：“虽然

一些动作很有挑战性，但我不怕苦，摔破

了很多只碗，失败了无数次，但只要顶起

碗的那一刻，我心里就很有成就感。”

像楼晨这样的学生，湍口小学每年

都会培养六七名，耍碗已经成了他们生

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湍口镇

是我区的“非遗”重镇，有着多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耍碗正是省级非遗项目

“红毛狮子”中衍生出来的一项民间艺

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极具趣味性和

观赏性。

为了传承和持续推广耍碗技艺，湍

口小学逐步将耍碗引进了校园。2008年

起，学校通过引进传承人、培养老师和学

生、编写《耍碗》校本教材等方式，梯队培

养 2至 6年级学生。每天，耍碗社团的

同学们都会利用不少于 30分钟的时间

进行练习，从最初的生疏到后来的熟练，

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汗水和努力。“耍碗

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增强协调性。”

耍碗社团带教老师洪亮说，他们充分利

用校内外及周边的教育资源、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发展学生特长，将耍碗杂技发

扬光大。

洪亮是区杂技家协会的一员，2016

年他主动申请加入学校耍碗社团，与孩

子们一同学习、成长。他深知耍碗杂技不

仅能够锻炼学生，更能让农村孩子走出

大山，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几年间，他看

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通过不懈努力，走

上表演舞台，不仅在校园内表演，还走进

乡村、社区甚至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

中央电视台等大型平台进行演出，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这项技艺。

就在不久前，由杭州市杂技家协会

等主办的“艺乡村 促传承”———杂技进

校园 欢乐共成长活动在湍口村文化礼

堂举行。魔术、独轮车、杂技、戏曲等节目

依次上演，一个个高难度、惊险刺激的动

作，让在场的观众们热血沸腾。湍口小学

耍碗社团的 6 名学生也上台带来了精

彩演出，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学校

的教学成果，赢得阵阵掌声。“此次活动，

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欣赏到杂技艺术的魅

力，同时也为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协会与

学校的合作搭建了桥梁，未来我们还可

以邀请杭州市杂技家协会的杂技演员

们，到学校来指导学生。”洪亮说。

一种民间艺术，往往与当地的风土

人情和文化特色紧密相连，耍碗杂技以

独特的表演形式，为大家带来欢乐和喜

庆，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表演，更是一

种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今年，湍口小

学被认定为“杭州市艺术乡建特色点

位”———杭州市杂技魔术传承实践点，

标志着耍碗杂技在学校的发展迈上了

新的台阶。“目前学校正在积极申报省

市级的课题，希望通过科研进一步开发

耍碗杂技背后的育人功能，为孩子今后

的成长提供助力。”湍口小学校长胡斌

表示，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耍碗杂技的

传承和发展，让耍碗杂技在湍口这片沃

土上继续绽放光彩。

杂技耍碗“玩”转非遗
湍口小学点亮学生成长之路

记者 王丹丹

本报讯 日前，浙江农林

大学举办的第四届生态节上

发布了生态研学路线图，来自

临安及周边地区的 20 余名

中小学生参加了首期研学实

践活动。

首期亲子研学体验课以

“自然调色盘———校园秋色导

赏”为主题，孩子们不仅可以

在多彩的秋日校园里和植物

面对面，还能在植物学导师的

专业讲解下探秘大自然、“捡

秋”寻宝，把各色不同的植物

做成拼贴画、叶脉书签等小作

品，将美好“定格”收藏带回

家。在这过程中，家长也能全

程参与，在大自然课堂里和孩

子做“同学”，享受悠闲的亲子

时光。

据悉，作为国家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和生态科普教育基

地，浙江农林大学目前已经建

有植物标本馆、昆虫标本馆、

竹木科技馆、森林文化馆等数

十个生态主题研学平台，校园

里更有近 3500种植物，生态

研学课程的推出有利于发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育人

的“双向奔赴”。“近期已经推

出环境保护、中药文化、绿色

产业 3条研学路线。”浙江农

林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 许小平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吴越文化，今年 9

月，国兴集团旗下的吴越商管公司推出了“遇见吴越”

研学项目，受到了全区中小学生的欢迎。

日前，来自青山小学六年级的 300多名学生来到

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东广场，沉浸式感受了吴越文

化。现场以钱氏家训为核心，融合保境安民、纳土归宋

等历史典故，通过服饰、礼仪、音乐等元素的复原，开

展击退敌军、保境安民、家训传世三个篇章，让大家仿

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古代文化的庄严与神圣，增强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随后学生们参观了钱王陵园和吴越文化博物馆，

进一步了解吴越国的历史文化以及钱镠的生平事迹。

作为研学的课程，学生们还现场制作钱王拓印和非遗

龙鳞装，《合力筑塔》课程通过团队协作搭建一座 1:

12还原木结构功臣塔微缩模型，通过拓印的形式，感

受吴越国的建筑气势磅礴。“走进钱王陵园，尤其是

参观吴越文化博物馆后让我印象深刻，让我们知道了

许多关于钱王的故事，以后还会带朋友一起来体验。”

学生陈振宣说。

据了解，吴越商管公司推出的“遇见吴越”研学

项目，围绕钱氏家训主题，开发定制了一套极具知识

性与互动性的课程体系，通过“游学”的方式让学生

沉浸式回顾在吴越文化中，不仅激发青少年自主学习

的兴趣与探索精神，同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按照整体框架，分启蒙吴越、漫学吴越、溯源吴越三

个阶段，以此精心打造具有临安本土属性的吴越文化

研学基地，打响吴越文化研学品牌。”吴越商管公司负

责人表示。

探寻吴越文化之旅
感受深度研学体验

趁秋高气爽一起“捡个秋”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电力设备检修通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根据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定于 11月 11日 -11月 17日进行电力设备检修，现
将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会对正常
供电造成影响，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如有疑问，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51234567！

检修日期 检修范围时间 检修线路名称

11月 15日

11月 16日

11月 17日

8：30-17:30

8：30-17:30

8：30-17:30

10kV风宏 U143线

10kV风宏 U143线

10kV月林 U121线

曹前 2#公变 100线

曹前 2#公变 200线

潘山村[泮坞里]公变 2000线

11月 11日

11月 12日

8：30-17:30

8：30-17:30

10kV泥马 V350线

10kV泥马 V350线

陈家坎村（查川）配变 1000线

陈家坎村（查川）配变 2000线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8：30-17:30

8：30-17:30

10kV观湖 V601线

10kV雅市 V635线

曹前钱塘坞配变 2000线

横畈电管站(泉口公变)2000线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4年 11月 25日下午 15时

在杭州市临安区政务服务中心 1号楼 B座 4楼 1号开

标室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

临安区锦城街道新民街龙岗镇龙岗人家等 7处房产

3年租赁权，具体标的物名称、坐落位置、租赁期限、起拍

价等详见 7处房产公开拍租明细清单，租金按年支付。参

拍保证金每个标的 5000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三、咨询及展示：

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

拍卖标的以现场实物展示为准。

四、竞买人资格及报名事项：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4年 11月 22

日 16时（报名截止时间）时间内向指定账户通过转账方

式缴纳拍卖保证金(账户名称：浙江省省直拍卖行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曙光路支行，账号：1202

0245 1990 0060 326），缴款单备注栏须注明“房产拍卖

保证金”，交款人名称与报名人名称须一致,否则不具备

竞买资格）后，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企业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章；代理人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身份证明；自然人提供身份证）及保证金交款凭证办理竞

买手续，拍卖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账，否则不具

备竞买资格。

注：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只可 1人进场，进入会场时

须出示身份证，否则不得进入会场。

五、报名、咨询地址：

临安区锦北街道临水路 1087号

六、委托人联系方式：

0571-61085811 郑女士

七、拍卖公司联系方式：

0571-87013802 13588849250 钱先生

八、报名处联系方式：

13588849250 钱先生

临安区锦城街道新民街龙岗镇龙岗人家等
7处房产 3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浙江省省直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13日

（上接第 1版）其中，临安山核桃凭借其独特的品质和
口感，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明星”产品，销售量占现场

成交量的一半以上。

此外，“临安山核桃”“天目山宝”等相关词条在

网上的搜索量也大幅增加，短视频、微博、小红书等社

交平台的累计点击量突破 1亿人次。这些曝光量的倍

增不仅提升了临安“土特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带

动了其销售的持续增长。

展望未来 临安“土特产”发展前景广阔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临安也积极拥抱新技术，推

动“土特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此次活动上，临安

与浙江安厨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成功签约，标志着临安

将借助数字技术加速乡村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近年

来，临安全面推动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品控、供应

等全产业链体系的优化升级。通过因地制宜地挖掘和培

育特色农产品，临安已经打造出了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

的“土特产”。同时，临安还深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战略，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土特产”的高质量发展。

未来，临安将继续发挥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和特色，

推动“土特产”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通过加强与各

领域专家的合作与交流，临安将积极借鉴前瞻性、创新

性和实用性的成果，共同推动“土特产”产业的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临安还将继续深化数字技术在

农业领域的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提升临安“土特产”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为临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力。 记者 宣晓云 王丹丹

天南海北“土特产”齐聚临安
4天卖出 3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