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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杯”第五届小学生足球大会总决赛启幕

    余名足球小将决战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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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励全民参与碳

减排，推动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近日，湖州“生态身份证”

上线，以数字化手段，给个

人和企业的低碳行为量化

赋值，并实现权益兑换，让

绿色生产生活“看得见”

“摸得着”。

“过去，湖州数智生态

领域存在应用较多、数据

互不相通的情况。”据湖州

市委改革办（市委生态文

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解决这一难题，从去年开

始，湖州谋划打造“1N1”

总体架构，对数智生态领

域相关应用进行系统集成

和优化提升，以绿色治理

的系统性重塑更好推动湖

州市绿色低碳发展，进一

步彰显“在湖州看见美丽

中国”城市品牌。

湖州市民打开微信小

程序搜索湖州“生态身份

证”，或登录新版“南太湖

号”App点击底部导航栏

的绿色二维码，就能调用

这一新“身份证”，生成专

属的“生态一码通”。该数

字化平台通过建立个人生

态数智账户，记录低碳出

行、垃圾分类等行为并换

算为“减碳量”和“绿币”，

形成个人专属的“生态画像”和城市“生

态画像”。这些“绿币”可以直接兑换停

车券、商超购物券等各类优惠。

对企业而言，该平台在“工业碳效

码”应用的基础上，新增能源、物流、建

筑、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碳效评价，并

整合碳金融、碳普惠交易、绿电绿证撮

合、节能诊断技改、组织碳和产品碳计算

及欧盟碳税填报等服务。企业通过该平

台可获取政策信息等，实现降本增效。

对于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来说，服务也将

更加便捷和精准。

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已归集104

万市民和7322家工业企业数据，实现碳

效动态监测。下一步湖州还将加快推动

实现全市常住人口及企业“生态身份证”

全覆盖，力争形成可在全国推广的“湖州

经验”。 本报记者 唐闻宜

日前，丽水机场正式通航，丽水全面

迈入“航空时代”，计划年内开通10条及以

上航线，丽水270万人的航空梦实现了。

丽水机场以“山中飞鸟”为设计理念，

位于莲都区南明山街道，距离丽水市中心

直线距离15公里，占地3430亩，新建一条

长2800米、宽45米跑道，建设1.2万平方

米航站楼、8个机位站坪，能够起降波音

737、空客320、国产C919等主流机型，可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4000吨的使用需求。

丽水机场通航首日同步开通至北京

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线。今年

7—10月拟开通至广州、深圳、贵阳航线，

11月计划新增至重庆、成都等航线，年内

通航10条及以上。2026年拟拓展长沙、

海口等航线，力争累计开通14条及以

上。市民游客可通过机场巴士、K3路公

交、汽车租赁、巡游出租车或网约车前往

机场。

值得一提的是，丽水机场能够实现

“一脸通”无感乘机及行李动态可视，承诺

航班起飞前20分钟截止值机、15分钟关

闭登机口，最快10分钟完成乘机全流程，

并开通浦东通程值机服务。

丽水机场的通航，进一步完善了浙江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填补了浙西南地区的

民航空白，成为联通长三角与海西经济区

的关键节点，使得浙江的航空版图进一步

扩大，省内航空运输网络更加密集，促进

区域间的人才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流动，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提供航空新动能。

即日起至12月31日，经丽水机场抵

达的游客，凭有效机票及身份证即可领取

“丽水文旅大礼包”，内含多重惊喜：

12月31日前，乘坐飞机到达丽水机

场的游客凭飞机票、电子票或登机牌，以

及个人身份证件，可领取秀山丽水航空版

“文旅一卡通”，免费畅游缙云仙都、云和

梯田、古堰画乡等全市28家核心景区。

可在全市200余家酒店、民宿、餐饮等

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满减、伴手礼等优惠。

侨乡青田为每位航空游客赠送一杯

纯正青田咖啡，可在青田咖啡之窗文化展

馆、院子里音乐民宿、青味山禾餐厅凭机

票兑换，细品侨乡风情。

浙BA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即日起，

凭机票可兑换一张丽水赛区比赛门票，免

费观看精彩赛事，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本报记者 吕倩雯

7月19日晚的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洋溢着热血与青春。“新建元2034杯”第

五届小学生足球大会（U12）总决赛在这

里拉开大幕。为期8天的赛程里，来自全

国各地120支队伍的2000余名足球小将，

将展开激烈角逐，逐梦绿茵。

“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小学生足

球赛事，也是苏州工业园区重点培育孵

化的自主“顶流”青少年足球IP赛事。四

届深耕，为小球员搭建起切磋球技、交流

成长的平台，已成为全国小学生自己的

“世界杯”。

今年的赛事更是人气爆棚。据悉，本

届大会全国分区赛吸引了907支队伍、超

1.3万名小球员参与，参赛人数首次破万，

创历史新高。经过半年的激烈角逐，最终

120支战队脱颖而出，会师苏州工业园区。

开幕式上，两场精彩对决率先展开。

小球员在绿茵场上火力全开，奋力奔跑、

积极拼抢，果断的拦截、精妙的传球、角度

刁钻的射门……引来场边阵阵欢呼。他

们汗透球衫，脚步不停，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活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近年来，苏州着力打造“足球”这张城

市新名片，工业园区作为“排头兵”，以顶

级硬件设施和专业化足球生态，为赛事的

高水准呈现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总决赛五分之四以上的赛事场

次（约300余场）将在位于园区阳澄湖半

岛的足球公园、苏州市足球协会活动中心

举行。其中，半岛足球公园拥有8片国内

最高标准的滨水天然草足球场，配备专

业照明系统以及先进的观众席、更衣室、

医疗急救等设施。自2024年5月开园以

来，已陆续承接了第八届足球小将冠军挑

战赛、第五届足球小将冠军邀请赛等百场

赛事，为阳澄湖半岛注入运动活力。

决赛主战场——苏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作为曾承办中超联赛、男足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等高级别赛事的A类体育场

馆，拥有符合国际足联标准的天然草主赛

场和训练场地，配备先进系统和专业医疗

团队，将成为赛事成功举办的坚实后盾。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浙江丽水机场通航
至北京、上海航线同步开通

清晨，浙江台州黄岩九峰公园的山道

上，94岁的林瑞方开始了他的“晨练”——

不是打太极，也不是散步，而是手持扫帚，

一寸寸清扫烈士陵园的台阶。

义务清扫这件事，林瑞方已经做了30

年。30年间，他扫秃了1000多把扫帚，从

黄岩大桥到九峰山道，再到烈士陵园，他

的身影被众人熟知；30年间，他带动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义务清扫队伍，让“一个人

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

30载执帚 净扫山阶
林瑞方是黄岩区统计局的退休干

部。1994年，他退休了，也就是在这一年，

黄岩大桥建成通车。由于当时管理不足，

垃圾遍地，桥孔堵塞严重。一到下雨天，

桥面经常积水，过往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这让家住桥北的林瑞方“坐不住”了。

为了避开车流清扫大桥，林瑞方每天

凌晨起床，套上件橘黄色荧光背心，兜里

装着刮刀，肩扛两把扫帚，3点上桥，一扫

就是两三个小时。林瑞方这一干就是3

年，1000多天，从未间断。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1997年，林瑞

方的身影出现在九峰方山的游步道上。

方山植被茂密，夏季相对好些，一到秋冬，

大把大把的落叶堆积在游步道上。林瑞

方既害怕香烟屁股点着了落叶，又担心行

人踩到落叶打滑摔伤，天蒙蒙亮时，趁着

山道上行人稀少，他就拿着扫帚，一扫就

是三四个小时。

“扫一程，歇一程，再把好山好水看一

程。”林瑞方说，这也是他的“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这一扫就是17年。

2015年，因年事已高，林瑞方调整“战

场”，开始专注清扫九峰烈士陵园。九峰

烈士墓主墓道有664级石阶，俗称“百步

峻”，光听名字就知道从这里上山并非易

事。“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繁

荣、稳定的今天。我们翻身不能忘本，这

就是我天天打扫烈士陵园的原因。”林瑞

方熟练地拿出“藏好”的扫把，开始清扫。

“唰！唰！唰！”10年来，林瑞方的扫

地声，成为陵园独有的节奏。

众人接棒 共写传承
日子久了，九峰公园晨练的人、九峰

山上往来的“爬友”很多都成了林瑞方的

熟人，许多人误以为他是环卫工人，但知

道他故事的人，总会在相遇时，称呼他一

声“老林公”。

九年前的一天，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局直属二大队民警管春华在爬山途中

偶遇林瑞方。在得知当时年逾八旬的“老

林公”一直在坚持清扫游步道后，深受触

动的他硬是从林瑞方手中“争”下了扫把，

接过义务清扫游步道的“接力棒”，成了大

家口中的“扫地警”老管。

为了方便清扫，管春华习惯将扫把

“藏”在路旁的一道墙缝里。今年6月的一

天，管春华发现他的扫把不见了。原来，

他“藏”的扫把被市民沈军辉捷足先登

“借”走了，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争扫把。

“我每天都在这里锻炼，看到管老师

在这边义务清扫，我被他的精神感染了，

所以也拿起扫把来扫一扫。”对于喜欢爬

山锻炼的沈军辉来说，干净整洁的台阶为

他营造了安全、舒适的锻炼环境。从此，

他便跟着管春华一起做起了公益。

再后来，管春华经常藏扫把的地点被

“泄漏”，“抢”扫把的人越来越多，争到手

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一天两天谁都能做

到，但坚持到底很难得。”市民曾启顺说，

每当看到干净的台阶，就知道“林瑞方们”

已经来过了。

94岁的林瑞方说，只要身体好，就会

一直扫到老。而在他身后，管春华、沈军

辉、张番、王晨……一个又一个接过“扫

把”的人，正跟随他的脚步，行走在黄岩的

山间街巷。一把扫帚，扫净了山道，更扫

亮了人心。30年的坚守，不仅让黄岩的山

更青、路更净，更让“奉献精神”在这座城

市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九旬老人30年扫秃1000把扫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