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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近日发布《关于加强
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和旧国标
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临时信息牌
电动两轮车（含非本市籍）严禁在
南京市道路行驶。违反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法予以罚
款200元处罚。

《通告》表示，临时信息牌电
动两轮车所有人应当尽快通过置
换更新、淘汰报废等方式处理相
关车辆。《通告》施行后，对南京市
籍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采取
奖励措施鼓励更新淘汰。同时，
鼓励车辆所有人对旧国标电动自
行车提前置换更新、淘汰报废。

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退出
使用咨询热线（025—84429562、
025—84429563）和电动自行车以
旧 换 新 咨 询 热 线 （025—
68539576）均 在 每 个 工 作 日 9:
00—12:00、14:00—18:00 安 排 专
人负责为来电市民解答相关问
题。

来源：新华日报

南京
临牌电动两轮车
2026年起禁行

这几日，杭州的桂花进入盛开期，暗香浮动、芬芳盈
城，比往年略晚，让杭州市民在多了几分告别“接天莲叶无
穷碧”的惆怅时，又转而欣然拥抱“迟”桂花的灵动之美。

当秋风和桂花在杭州相遇，便碰撞出了无限的诗
意。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桂，满觉陇独盛。”在满觉
陇村，人行桂下，沐“雨”披香，构成一道清雅的西湖新
景；而在久负盛名的灵隐寺内，“桂子月中落”流传千年，
仍吸引后人前来寻觅妙趣……

据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不完全统计，杭州全城分布有
500余万株桂花树。全国共有100多种桂花栽培品种，单
杭州一城就拥有70种。

“一朵才开，人家十里须知。”在武林门站地铁口，一
排银桂盛放，花如米粒般细碎成丛，香味清雅淡然。“最
近这周，我们全家人晚上是伴着钻进卧室里的桂花香睡
着的。”附近的居民孙颖说。

“八月桂花遍地开”，借着民歌与俗语，人们牢记邂
逅桂花的时令，即农历八月。但近些年，杭州的桂花多
在阳历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才真正开花。为何满城

“迟”桂花？
浙江省气象局宣传科普首席专家楼茂园表示，桂花

开放需经过适宜气温的酝酿。桂花开花前喜凉，最低气
温降至促使其开花的“启动温度”，再加上合适的雨水条
件，是花期到来的关键。

近年来，由于夏季拉长，桂花的“休眠期”也随之变
长。尤其是今年，杭州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日数长达60
天以上，转凉时间较晚，桂花也因此“姗姗来迟”，直到10
月6日后，各种桂花才“组团”绽放。

“桂香虽晚来，却格外浓郁。这种现象近年来十分
少见。”楼茂园说，桂花开放要经历多个时期，其中香眼

期与初花期香气最盛，通常仅有两至三日。眼下，杭州
桂花已先后进入这一阶段。

赏味有期。于是，满城桂香不仅在空气里弥漫，也
在舌尖上跃动。

午后，在下满觉陇路入口处，45岁的“老杭州”胡晓
东揭开蒸锅盖子，又一拨桂花糕新鲜出炉。五六年前，
家住附近的他在此张罗起“胡家茶铺”，秋天卖桂花糕、
桂花干茶、桂花酒。“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要卖4800多份
桂花糕。”

循着桂香徒步而上，经过一路的桂花打糕、桂花栗
子羹、桂花雪梨饮、桂花冰粉等摊铺，直抵江南庭院石屋
洞。一方树荫下已摆起两桌“桂花宴”——一群来自天
南海北、刚刚退休的游客自发组团，来杭赏桂、品茗。

当记者问及桌上有什么美食，来自陕西的杨女士笑
了。她抬头，迎着阳光微微眯起眼，指着头顶的一大簇
桂花，又指指面前的茶杯，说：“桂花扑簌簌落在热茶里，
还不美吗？” 来源：新华网

杭城十月，“迟”桂花香

新华网合肥10月15日电（李东标 张清林 姚易
承）秋日的皖北平原，晴空万里，一望无际的田野延
伸到天际。在安徽省界首市大黄镇筛子李村，一年
一度的竹编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来自周边
十多个自然村的竹编能手们眼神专注，一根根青竹
经过他们的巧手加工，编织出村民们的幸福生活，
也为当地村民铺就一条特色致富道路。

一根青竹变幻万千姿态
走进筛子李村竹编博物馆，仿佛走进了一个竹

编的艺术殿堂。只见一件件竹编工艺品摆放有序，
造型独特，栩栩如生。

“筛子李村是界首竹编的发源地，也是拥有数
百年历史的古老竹编艺术之乡，因编织筛子等各式
各样的生活用品和工艺作品而得名。”筛子李村党
总支书记李上海介绍。

界首竹编工艺精巧，选竹、截竹、开竹、劈条、起
层、劈丝、切丝、抛光、盘底、抽编、过口，穿檐、上座、
上系、修整等一整套工序下来，一根根青竹就在村
民们的巧手里摇身一变，成了精美的竹编制品。
2022年，界首竹编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筛子李村因竹得名、以竹而兴。“30多年前，筛
子李村就是远近闻名的竹编专业村。那时候，家家
户户都编筛子。”界首市竹编协会会长金松杰回忆
说，这里加工而成的竹编产品在皖北、河南、山东等
地备受市场青睐，解决了很多村民的生计。

据了解，作为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品，界首竹编
利用篾青和篾黄本身的色差，穿插疏编、插、穿、削、
锁、钉、扎、套等各种技法，编织成各种图案，常见的
有福字、喜字、春字、鱼纹等。

除了生产传统的日用品外，当地还先后试制出
花篮、花瓶等工艺品。这些产品选料精细，造型优
美，结实耐用，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
如今，这里生产的筛子、馍笼、箩筐、耙子、竹篮等
二十多类生产、生活用品以及竹制工艺品，畅销全

国各地。
一双巧手编织美好生活

近年来，大黄镇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发展竹编
文化产业，推动竹编制品绽放新活力，编出共同致
富的美好生活。

在筛子李村，经过一代代竹编手艺人的努力，
形成了家家户户懂竹编、做竹编，或以竹编谋生的
传统。一件件精美的竹编工艺品，蕴含着村民们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村里常常能看到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的老艺
人，专注地加工竹编产品。81岁的村民金松友就是
其中的一员。“我现在手脚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利索
了，但每天做竹编也能挣个百八十块钱，而且时间
上还自由。”金松友说。

为做大做强竹编产业，大黄镇积极探索“村集
体参股+龙头企业+富民产业园+农户”的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助力农民增收。当地相继打造出竹
编博物馆、竹编合作社等文旅、农旅产业品牌，带动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从事竹子种植、竹编原材料加
工等竹编相关产业。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看到如火如荼的竹
编产业前景，界首养城集团主动与筛子李村经济公

司签约合作，全额定制收购群众竹编、发展文化旅
游，一系列围绕“竹文化”打造的竹编展览、工艺体
验、竹海宿营等项目落地生根。

据统计，筛子李村竹编匠人有 200 多户，竹编
产业年产值达两千万元。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当地整合资金 1500 万元，正
在推进竹编产业园建设，打造竹编产业人才培训
和输出基地。今年 9 月份，界首市竞界青竹营地
在合肥成功签约民宿建设项目，拓展了文旅产业
新赛道。

一份传承焕发时代光彩
随着竹编技艺的不断传承和创新发展，这项传

统工艺逐渐焕发出时代光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大黄镇，精美的竹编工艺品吸引了周边游客纷至
沓来。

每逢节假日，大黄镇竹编博物馆成了热门的旅
游打卡地，人们在这里领略竹编的历史文化，感受
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而在不远处的竹编合作
社里，游客们还可以体验竹编技艺，在竹编艺人的
指导下，亲手编织出属于自己的竹制品。

此外，大黄镇还将竹编技艺引入了学校课
堂。不少学校开设了竹编兴趣班，传承非遗文
化，培养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和学习竹
编技艺。

大黄镇还定期举办竹编文化节。在文化节上，
既有竹编技艺的展示，还有竹编文化的讲座。各地
竹编艺人汇聚一堂，交流竹编技艺，分享竹编文化。

不久前，一场竹编大赛在筛子李村举行。经过
激烈角逐，三名老艺人的竹编作品从众多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青睐。这些作品
被收录到竹编博物馆，成了馆藏工艺展示品。

“我们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地域特色，持续探索
创新，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我镇文旅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也让乡村走上了热气腾腾的振兴之路。”大
黄镇文化站工作人员贾婷婷说。

竹编产业编出致富路

游客在江南庭院石屋洞中的桂花树下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