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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出台相关奖励办法市生态环境局出台相关奖励办法

前段时间，带孩子去一家烘焙

企业参加亲子活动，进了厂区惊喜

地发现，如今的工厂一改往日“闲

人免进”的刻板，变为人们休闲体

验的新打卡地。

走在参观走廊中，透过玻璃能

清晰地看到面包、蛋糕的生产制作

过程；走进面点工坊，可以动手体

验甜点制作的乐趣；企业博物馆

中，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旧模

具，无声讲述着企业的发展历史和

文化……一圈转下来，大人孩子都

感慨“好玩”“涨知识”。

如今，工业旅游作为一种新业

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不少

企业纷纷探索发展工业旅游，敞开

大门向游客说“欢迎光临”。

但发展工业旅游，并不是工业

和旅游两种业态的简单叠加。有人

说，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关键在

于以什么为主线，用什么样的情节

和细节，通过什么样的组合方式去

打动观众。发展工业旅游，也是如

此。并非在厂区建个博物馆，或让

游客走进生产车间转一圈，就能激

发游客的兴趣。只有讲好“工业故

事”，打造一种可观、可玩、可学

的工业旅游生态，才能具备“留

客”的基础。

衣服是怎样加工的？服饰潮流

变迁与时代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

每款服装的款式与设计，体现着怎

样的审美理念？走进明珠国际服装

生态新城，人们在逛街购物之余，

可以领略现代服装智造的风采，感

受服装潮流与社会发展的息息相

关，还可深入了解服饰的品牌故

事。

当然，工业旅游，远不止让游

客进厂参观体验一种玩法。

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钢作为百

年老厂，厂区搬迁后保留了大量的

工业遗存。如今，以工业遗存和绿

化空间为主体的首钢工业遗址公园

已打造成型。工业遗存和现代元

素，在园区内完美融合，饱含铁色

记忆的工业建筑，变身充满奇思妙

想的现代创意空间。

总之，发展工业旅游，工业是

载体，旅游是手段，文化才是灵

魂。讲好工业故事，不仅能给游客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还能无形中提

升企业的美誉度。有游、有闲、有

体验、有文化，这样形式与内涵丰

富的工业旅游景点，是不是更值得

一游？

走进制衣车间走进制衣车间，，探探

秘服装加工的秘服装加工的““科技科技

范儿范儿”；”；徜徉于风尚映徜徉于风尚映

像展厅像展厅，，感受服装潮流感受服装潮流

映射的时代变迁映射的时代变迁；；挑选挑选

心仪的服装之余心仪的服装之余，，深入深入

了解服装品牌的了解服装品牌的““内内

核核””……位于沧东开发……位于沧东开发

区的明珠国际服装生区的明珠国际服装生

态新城态新城，，以时尚文化以时尚文化、、

工业观光工业观光、、服装产业为服装产业为

特色特色，，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工旅工旅

融合融合”，”，打造集工业生打造集工业生

产产、、服装博览服装博览、、文化旅文化旅

游等于一体的服装旅游等于一体的服装旅

游综合体游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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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祁洁 董聚宝） 寻找污染源，
大家齐参与。如果你发现身边有违法排污行
为，可向环保部门举报。近日，市生态环境
局出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监
督，进一步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质量。

《办法》规定：“群众可通过‘12369’
举报热线、微信举报、网络举报、来信来访
等多种方式参与举报。举报范围包括废水、
废气、固废等方面违法排污，未按要求安装
（运行）相关环保设施、违反环境保护相关
规定操作（管理）等。”

接到群众举报，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
将在第一时间进行现场调查处理，并及时与
举报人沟通反馈调查情况。同时，环保部门
将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
予以保密，不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等
个人信息，保障公众信息安全。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滑永辉
介绍：“群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线索，是环
境监管执法的‘法宝’。我们将根据举报的
违法行为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及对社会的影
响，对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可奖励 1万
元。通过群众参与，有效弥补基层生态环境
执法监管的短板和盲区，切实解决群众身边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科技范儿——
制衣车间响起“智能节拍”

如今，传统缝纫机仍是制衣车间的
主力吗？走进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的
智能制衣车间，却寻不见传统缝纫机的
踪影。

这边，衣领袖英全自动缝纫机正在
按照设置“指令”，有条不紊地执行任
务。一个人掌控两三台设备，一个小时
就能加工300多个袖英，这效率够高吧？

旁边，全自动锁扣眼设备也在按部
就班地运行。工人只需把衣襟放在指定
区域，剩下的活就都交给机器了。只见
设备一扣一抬的工夫，一个扣眼便锁好
了。一件衣襟 8个扣眼，连锁带缝几下
完活，好奇地用尺子量了量，一点儿没
跑歪，这活干得真是又快又板生。

生产效率这么高，产品入库压力肯
定小不了。别担心，车间上方安装了智
能吊挂系统，一楼车间加工完的衣服，
无须人工运输，可随时通过系统运输到
二楼熨烫、打包、入库。

本想到二楼看看入库的场景，不料
又有新发现。一位工作人员正低头在一
摞布上这量量、那画画，然后点了几下
电脑鼠标，上方的裁剪刀便开始在布料
上画起画来。几分钟的工夫，衬衣的袖
子、衣领、衣身都裁好了。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是私人定制无纸化样板间，通
过人体三维自动识别系统扫描，3至5秒
就可录入身材数据，2个小时即可定制完
成一件男式衬衫。”

智能无纸化设计、智能裁剪、智能
吊挂系统……从布料到成衣，一个个环
节通过自动化设备紧密衔接，明珠服装
生态新城的制衣车间响起了“智能节
拍”。

文化范儿——
服装变化记录时代变迁

踏入新城会客厅的设计空间，挂着
的、摆着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纱线，春
夏清爽纱、精细品质纱、秋冬密绒纱
……摸摸这种，摸摸那种，都那么柔

软。“光纱线就这么多品种？”听到记者
的疑问，随行的工作人员笑着说：“这仅
是其中一部分，旁边的面料图书馆里展
示了 5万余种面辅料，新城的设计师根
据设计需要，可以随时去那儿挑选。”

“面辅料也进图书馆了？”按捺不住
好奇往前走，只见一块块布料被编好码
分门别类地摆在书架上，随手拿起一盒
千鸟格布料，大格子的、小格子的、毛
呢的、聚酯纤维的，每种都细分好多
款。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简直爱不释
手。难怪工作人员反复说：“这里是面料
博物馆，更是时尚的前沿。”

恋恋不舍地离开面料图书馆，转弯
到了风尚映像展厅。展厅全面展示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服装潮流变化映射出的
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服装偏简洁，
以灰、蓝、黑为主色调，老式军装、干
部服、列宁装等是当时的流行服饰；到
了 7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的追求逐渐释
放，不再满足于单一的颜色和款式，服
装也逐渐绚丽多彩起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后，国内刮起了一阵“喇叭风”；随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服饰时尚进入了多
姿多彩时代，皮衣、风衣、连衣裙等流
行起来……

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到如今“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
服”，走进生态新城，人们在逛街购物之
余，更能深刻感受到服饰是国家、社
会、时代的形象记录。

时尚范儿——
品牌背后各有千秋

白纱衣，简单又不失雅致；宽大的
裙幅逶迤身后，优雅华贵；优美的弧形
抹胸，更让纤腰盈盈似经不住一握……
精致时尚的服装，自信夺目的模特，
2020年 10月 5日晚，明珠国际服装生态
新城灯光炫彩，以“燕赵古风、时尚狮
城”为主题的第三届河北时装周启帷。

模特走秀、品牌论坛、设计峰会
……服装周期间，现场观众近 5万人，
在线观众达 700万人，明珠服装生态新
城用一场时装盛宴，为狮城增添了一道

时尚风景。
如今，第三届河北时装周虽已落

幕，明珠服装生态新城汇聚时尚潮流的
脚步却未停歇。走在新城园中园里，透
过沿街门店的玻璃窗，已隐约捕捉到了
服装的前沿时尚。

一袭红色长裙，裙摆层叠着镂空花
纹，艳丽精致；素白色的长衣，用深棕
色的丝线绣出了奇巧遒劲的枝干，桃红
色的丝线绣出了一朵朵怒放的梅花，清
雅又不失华贵……“这些服装不仅传递
了时尚讯息，更能让人们深入了解服装
品牌的‘内核’。”随行的明珠服装生态
新城总经理王兆年一语道出关键。

曾以为旗袍只属于电影和舞台，走
进璞玉旗袍，顿时推翻了以前的印象。
立领和盘扣设计透着中式古典的味道，
把少女的魅力提升到另一个高度，踩一
双高跟鞋，气质淑媛；清新的绿色波点
纹旗袍，清新又雅致……一个女孩正在
店内试穿一件印花改良旗袍，粉嫩的色
调甜美可人，身着美衣的她犹如画中女
子，温婉、娴熟。

这么精美的旗袍是怎样制作的？楼
上就是加工车间。从量体、甄选面料、
裁剪，到整缝、绲边、盘扣等，制作一
件旗袍需要 20多道工序。“只有传统平
面式裁剪，才能在不破坏面料花型的前
提下，制作出一件合身的旗袍。”“只有
传统的工艺，才能使旗袍不仅合身，还
能修饰身材。”正如“璞玉”二字的释
义，在一双双巧手的雕琢下，一件件旗
袍俨然成了艺术品。

截至目前，已有 100多家工厂店入
驻明珠服装生态新城。王兆年介绍说，
明珠服装生态新城正在加快推进服装产
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一改往日走马观
花式的购物模式，让游客切身体验现代
制衣的“智能节拍”，感受服饰的时代变
迁。

脉脉书香，古韵悠长。踏入
位于吴桥县的河北线装书博物
馆，翰墨书香瞬时在身边弥散开
来。

线装书博物馆展厅分为宋代
线装书工坊、毕昇与活字印刷、
明清工坊、中国书房、线装书现
代化等 19 个厅。穿越展馆长
廊，将一本泛黄的线装书捧在手
中，隐约能感觉到光阴的温度。
从汉字的起源发展，到印刷技术
的演变，线装书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展露着独一无二
的“中国范儿”。

古籍中没有断句，繁体字

难以辨认，查漏补缺的难度
大，对工人的文化素质和操作
手法要求都很高，必须一字一
字琢磨；印好的宣纸装帧成
书，需经过理料、折页、齐栏
打眼、穿纸钉、切书、包角等
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手
工完成。正所谓“一书一页蕴
含天地世界，一针一线尽显工
匠精神”。

线装书，顾名思义，即将印
刷完毕的零散页用线串联成册。
穿线看似不难，动手操作起来却
没那么简单。博物馆工作人员赵

娜边介绍边演示：“首先把封面
朝上，线从第二个孔由下往上穿
过来，在线要拉完的时候，把书
掰出来一半儿，将这个线头藏在
里面，然后再按照顺序，从第一
个孔过去，线不能重叠，松紧要
适中。”穿针引线中，由衷地感
叹古人的智慧。

感受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博大
精深，体验线装书装订的乐趣，
如今，线装书博物馆已成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吴桥金鼎
古籍印刷厂负责人谷秋生说：

“做线装书，绝
不仅仅是养活
员工和提高产值，更
是保护和传承古籍印
刷几千年的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