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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甜松脆的临平甘蔗进入收获期
唤起当地百姓满满的童年回忆

亚残运会竞赛项目观赛礼仪

█ 柔道项目

柔道是一个讲究“礼”的项

目，体现了东方人的礼节与秩

序。比赛中不仅选手和裁判应该

遵守礼节，观众也应该充分考虑

柔道比赛的特殊性，遵守一定的

礼节。

在比赛中，选手看不到裁判员

所做的判罚手势，主要依靠听觉来

判断。因此，观众在观看比赛时应

保持安静，做到文明观赛，以确保

比赛的正常进行。请勿使用闪光

灯拍照、录像。

█ 举重项目

和其他比赛项目一样，残疾

人举重比赛也需要观众为运动员

加油助威。在运动员出场之前，

观众的加油声对运动员是一种鼓

舞。但是，在运动员进入比赛场

地、坐到卧举床上后，运动员需

要认真考虑每一个动作的细节，

协调身体每一部分的力量，嘈杂

的环境会让他们很难集中注意

力。此时，在场的观众需要保持

安静。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录

像。

█ 射击项目

1.在指定区域就坐，请勿擅自

进入其他运行区，以免发生危险；

2.请保持现场安静，将手机设

置为静音状态；

3.在运动员打出高环或需要鼓

励时，请给予热烈的掌声；

4.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录像。

█ 坐式排球项目

1.当运动员集体入场向观众致

礼时，介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

员时，观众应热烈鼓掌；

2.应该为运动员精彩的救球、

击球热烈喝彩，对运动员的失误应

保持冷静，并予以理解；

3、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录

像。

特别提示：观众在观看比赛时应该尊重所有运动员，不带有任何的生理、种族和民族歧视。

寒露时节农事忙
冬菜育苗正当时

自己动手创造劳动成果
塘栖镇残疾人之家助力学员收获技能和幸福

浙江有礼·

本报讯（记者 陈天悦）眼下，

各种秋季时令水果抢“鲜”上市，柚

子、蜜桔、秋梨、秋桃等已经占据 C
位。但有种水果，深深地扎根于临

平人的心底，那就是临平甘蔗。

在米乐乐绿野庄园，成片的甘

蔗林已初步成熟。个矮、节短是临

平甘蔗独有的特征之一，远看绿油

油一片，但掀开叶片一看，便是紫色

或青色的饱满茎秆。“临平甘蔗氨基

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的含量较

高，所以口感鲜甜、松脆，而且去皮

比较容易，老百姓都很喜欢。”区农

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庞法

松掰开一段甘蔗向记者展示道，“以

前在女儿出嫁或过年的时候，老百

姓会将临平甘蔗切成一截一截，两

边沾红，表达喜庆的意思。”

临平有句老话：小林生姜，临平

甘蔗。临平甘蔗是临平特产，对每

一位临平老百姓来说，临平甘蔗不

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种情怀。“我

小的时候住在农村，基本上家家户

户地里都会种甘蔗。”米乐乐绿野庄

园总经理赵艳向记者介绍说，“一般

来说，喜欢吃脆点的就种青皮甘蔗，

松一点的就种紫皮甘蔗。成熟的临

平甘蔗脆甜可口，紫皮削着吃、青皮

连皮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收甘

蔗了，家里人会将上面一截甘蔗叶

子砍掉，将甘蔗连土一起挖出来，

十根一捆，放入挖好的大土坑中，

将甘蔗叶盖在上面。嘴馋的时候，

便从坑里拿出几根来吃。这是本地

特有的一个储存方式，现在很少见

了。”

临平甘蔗始植于唐，盛栽于南

宋，已有千余年的栽培史，因其松脆

多汁、甜而不腻、食之口中无碎屑，

曾被列为南宋贡品。“当时种植最多

的主要在临平和塘栖这一带，大概

有 25000多户人家种植甘蔗。”庞法

松说，“虽然临平甘蔗的个头比较

小，只有 150厘米左右，产量也比较

低，但甘蔗的质量，特别是口感，都

优于其他品种的甘蔗，特别是被称

作‘上河青’的青皮甘蔗。”

据《临平商贸史》记载，上世纪

30、40年代，仅临平周边农村一年

可产甘蔗 20多万担，杭县 3个区的

甘蔗产量有50余万担，是临平地货

业的主要特产之一。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临平周边农村种植甘蔗的数

量逐年减少，如今基本看不到成片

的甘蔗田，仅有少数农户零星种

植。“由于市场经济关系，现在临

平甘蔗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小，但是

它的优异品性依然没有变。”庞法

松说。

据悉，如今临平甘蔗种植以上

塘河为界，南面以种植紫皮甘蔗为

主，北面以种植青皮甘蔗居多，每年

9月、10月进入收获期，至立冬前后

为旺季。

本报讯 （塘栖镇微融媒体中

心 赵 烁 姚 晨 亮 通讯员 柴 媛

媛）近日，记者走进塘栖镇残疾人

之家的辅助性就业操作室，学员们

正忙碌着，他们的工作是将包装袋

装好打包。学员之间分工明确，有

的负责穿绳，有的负责搬运，志愿者

负责最终的打包工作。“我们根据每

位学员的特点，安排不同的岗位，增

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残疾人之家

站长曹斌说，“现在我们每天可以生

产上万个产品，有二十余个种类，学

员不仅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也增强

了自信心和归属感。”

此外，今年 7月以来，塘栖镇残

疾人之家将所在园区门口的核酸小

屋改建为义卖亭，让有能力的学员

走出机构面向社会。义卖亭销售商

品都是学员的手工制品，如香囊、

画、手绳等，每一件都包含了大家对

生活和美的向往与热爱。“在这里我

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也增强了

独立生活的能力。”学员冯喆琦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残疾人的生

活、就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近年来，塘栖镇残疾人之

家积极探索多条路径，致力增加学

员的劳动收入。

“我们在册的学员有26位，最近

新来一位‘实习’小伙子，他是通过

抖音这个渠道了解到我们这里的，

我们会综合他一段时间的表现和家

人的意见，决定他是否适合在残疾

人之家进行康复生活。只要是塘栖

本地户口的残疾人，都可以来残疾

人之家。”曹斌向记者表示，未来，塘

栖镇残疾人之家也会寻找更多机

会，为学员增加辅助性就业项目，加

大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发展力，给学

员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让学员能收

获更多幸福、实现自己的梦想。

本报讯 （记者 田 朔）

寒露之后，露水增多，气温更

低。蔬菜种植大户们纷纷忙

着清沟理渠，减轻湿害，提高

新一轮播种质量。

在位于崇贤街道的康成

农业育苗基地，蔬菜育苗大

棚内一片绿油油的景象，一

眼望去，心情舒畅。几位经

验丰富的老农正在把培育好

的辣椒、茄子、番茄等种苗打

包装箱，发车运走。“现在可

以定制大白菜、松花菜、西兰

花等，都是适合这个季节种

植的蔬菜。”杭州康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洪定

超介绍说。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为

了让苗木更好地存活，基地

设置了现代化的设施大棚作

为嫁接室，里面环境敞亮、空

气流通，并配有自动化的水

肥一体化系统和自动化的加

温控温系统。“物联网系统控

制整个大棚内部侧膜、天窗，

如果天气再冷一点，加温机

也会开始运行，保证棚内达

到一定的温度，让蔬菜种苗

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洪定

超说。

菜场新贵冬笋上市
身价超过大闸蟹

本报讯 （记者 田 朔）

金衣白玉，蔬中一绝，这是冬

笋素有的美誉。这几天，在

临平的农贸市场里，鲜笃笃

的冬笋已经悄然摆上菜摊，

想尝鲜的市民又有口福了。

上午9点，临平中山菜场

里人头攒动，记者看到，已经

有四五家菜摊在卖冬笋了。

虽然冬笋其貌不扬，在高个

的春笋衬托下更显得矮胖，

但价格基本都在35元一斤左

右，贵过同样是时鲜货的大

闸蟹。此外，如果是剥好的

冬笋肉，价格就更金贵了，卖

到 100元至 120元一斤。“这

个时候的冬笋还有些贵，我

就买一点尝尝鲜。冬笋可以

和咸菜一起炒，或者用来蒸

咸肉，味道都非常好。”市民

陈女士说。

目前，市面上以外地的

福建冬笋为主，杭州本地冬

笋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市。

根据产地、大小不同，冬笋的

平均零售价在 25元至 35元
一斤。据商户介绍，再过半

个月，随着冬笋大批量上市，

价格会下降不少。“现在刚刚

上市，销量还是可以的。我

们一天要进好几箱货，卖 35
元一斤。”商户张水银说。

满城桂花待君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钱

昕雯）金秋至，秋风中夹杂

着丝丝桂花的香气。又到了

一年中赏桂的好时节，我区

临平公园等多处桂花陆续开

放，等候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沿着临平公园东侧的上

山道而行，不远处，一株巨大

的桂花树挺立一旁。记者嗅

着扑鼻的清香走上前去细

瞧，已有不少桂花盛放枝

头。只见枝条繁密地交织在

一起，其中也藏匿着不少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桂花的繁

盛期基本上是从九月初到十

月底，平时的养护工作主要

包括修枝、施肥和防虫防病

等。”杭州铭睿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养护部经理金国农向记

者介绍道。

打卡了临平公园的桂花

后，记者又来到人民广场。

沿着入口处的小径往公园的

深处走去，郁郁葱葱的植被

间也出现了不少桂花的身

影。微风阵阵，捎来清香。

“现在桂花已经开了一些，闻

起来蛮香的，等桂花全开了

再带上全家人一起过来。”市

民张燕时常来这里晨练，最

近桂花开放，“幸福感满满”

是她最大的感受。

或许，无数个秋天的文

案，都不及恰好袭来的一缕

桂花香。如今桂花已陆续盛

开在临平的大街小巷，为这

座城市带来独属于秋天的浪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