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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解除临时交通管控后
误入海珠管控区怎么办？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黄

士，实习生卢佳圳报道：立冬已
过，虽然广州气温依然温暖，但
不少市民已经开始为冬天采购
羽绒服。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起
羽绒服有了新变化。从今年4月
1 日起，GB/T14272-2021《羽绒
服装》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正
式实施。究竟新国标与旧国标
有何区别？消费者在选购时要
注意什么？

区别一：“绒子含量”
代替了“含绒量”

11 月 16 日，羊城晚报记者
走访了广州市天河城百货，发现
如今羽绒服的成分标签上不再
标写“含绒量”，取而代之的是

“绒子含量”。
在一家运动品牌专卖店里，

记者随机翻看了几款最新的羽
绒服吊牌，含绒量的确已变更为
绒子含量，羽绒的种类也不再区
分灰绒、白绒等，只需区分鸭绒
和鹅绒即可。一名店员耐心地
跟记者介绍：“今年新款羽绒服
的含绒量已变为绒子含量，相同
占比绒子含量比以往标注的含
绒量更纯，保暖性能更强。”

新国标与旧国标到底有何
区别？“简单地讲，新国标相较
老国标，用‘绒子含量’代替了

‘含绒量’，羽绒品质更好了。”
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羽
绒服分会秘书长曹宗华说，在
过往的标准中，含绒量既包括
绒子，也包括从绒子上脱落下
来的单根绒丝，但实际上，羽绒
服 的 保 暖 性 能 主 要 靠 绒 子 实
现。“绒丝不仅保暖性差，而且
有钻绒可能。这样一来，过往
的标准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高
含绒量的错觉。”

广州白马服装市场营销经理
梁丽君告诉记者，新国标从绒子
的含量来定义羽绒服，剔除了绒
丝含量，并且规定“只有绒子含
量不低于 50%，才能称为羽绒
服”，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技术，为
市场提供更高品质的羽绒及制
品，有利于消费者选购到保暖性

能更好的羽绒服。

区别二：限制绒丝、羽
丝含量，防止羽绒服“跑毛”

记者走访发现，不同领域的
品牌，其羽绒服在绒子含量上有
明显差异，比如传统体育品牌所
生产的羽绒服绒子含量通常在
70%-85%，而更专业的羽绒服品
牌绒子含量在85%以上。一名正
在挑选羽绒服的刘姓顾客告诉记
者，相比于保暖程度，他更在意羽
绒服的质量，比如是否钻绒。

钻绒是指羽绒服里的羽绒钻
出衣服表面，俗称“跑毛”。羽绒
服常见的毛病就是绗线针孔跑
毛，跑出来最多的其实是绒丝、
羽丝。据了解，老国标对绒丝、
羽丝并没有含量考核。而新国
标对两者的总含量作出了详细
限制。

梁丽君建议，消费者在选购
羽绒服时可以用双手揉搓，看看
是否有毛绒钻出，有毛绒钻出说
明面料不防绒，一段时间后保暖
性容易下降。

区别三：洗涤更方便
了，羽绒服均要适合水洗

此外，新国标的第三个变化
是规定所有羽绒服都要适合水
洗，尤其推荐用滚筒洗衣机机
洗。梁丽君称，即便依照新国标
指引的羽绒服适合水洗，也需减
少清洗次数，用中性洗衣液，如
果局部脏了，可以使用中性洗衣
液，用热毛巾擦除。

消费者该如何选择羽绒服产
品呢？曹宗华建议，可以先用手
按压羽绒服，随即将手松开，羽
绒服按压后回弹到初始状态的
时间越短，说明所填充羽绒的蓬
松度越高，后期的保暖性越好。
再用手摸捏羽绒服，试手感柔软
程度，绒子含量越高，羽绒的手
感越柔软。还可以用手掂一掂
羽绒服的重量，同时看体积大
小，重量越轻，体积越大，表明羽
绒服穿上后体感越轻松，穿起来
越舒服。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
李焕坤、严艺文报道：11 月 17
日是广州市番禺区解除临时交
通管控的首日，市民可以驾驶
私家车上路行驶。当天记者在
朋友圈看到，一位番禺市民遇
到了驾驶私家车误入海珠区临
时管控区的情况。

原来，该市民一早开车去
上班，但是途经洛溪大桥发现
道路封闭，随后他又驶过新光
大桥，结果发现自己误入了海
珠 区 进 行 社 会 面 管 控 的 区
域。由于临时交通管控，该市
民无法离开。

针对此情况，记者致电了

海珠区。海珠区有关部门回
应 ，如 果 市 民 不 慎 误 入 海 珠
区，可到区政府东门信访局开
证明再行离开。

番禺区有序恢复全区社会
面正常流动后，不少市民有跨
区出行的需求。番禺市民跨区
出行应该怎么走？记者获悉，

截至 11 月 17 日，番禺市民常
走的洛溪大桥不可正常通行。
番禺市民可以驾车走番禺大
桥、华南快速、环城高速、南沙
港快速路、新化快速、东新高
速等通道到达天河、白云、越
秀、黄 埔 等 地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如果市民走新光大桥，需

要过桥后立即转环城高速。
目前，海珠区部分区域仍旧

延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截至
11月 17日，琶洲大桥、人民桥、
洲头咀隧道、海珠桥、解放大
桥、海印桥、江湾大桥等已经解
封，可以通行。广州大桥、猎德
大桥等暂不能通行。

南海神庙接官亭明代遗址将“活”起来
设计竞赛征集令发出，一等奖可获得2.6万元奖金

新国标落地第一年，消费者在选购时要注意：

今年买羽绒服
不看“含绒”看“绒子”

16 年前考古揭开
遗址面纱

接官亭位于南海神庙西南
面，属于明代码头及道路遗址的
组成部分。该明代码头及道路
遗址由埠头、接官亭、平桥和官
道组成，长约80米，宽约4米，出
土了明清时期陶器、瓷器及建筑
构件、生活用品，包括罐、盆、水
注、雕像及石砚等器物。

2006年-2007年，该遗址进
行考古挖掘。广州市文物博物
馆学会会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馆员全洪参与了该遗
址的考古挖掘。“现在人们在现
场能看到的埠头、接官亭基础、
官道，是经回填泥土抬高地面后
复原的，其原址在如今地面下方

约2米深的位置。”全洪介绍，接
官亭是在道路的南端与埠头之
间的方形亭子，可供官员离船登
岸后在此休整。考古发掘时，亭
子的基础部分仍在，但顶部无
存，亭柱倒塌。接官亭平面近方
形，亭间地面为土面，夯打平整，
四周用长条形红砂岩石围砌成
一个方框以为台基，台基高 20
厘米左右。

据雍正三年（1725）《南海神
祭仪》对该码头及道路的使用进
行推测，文中写了载有皇帝圣旨
的“船至波罗庙，番禺县行一跪
三叩头礼，恭请登岸。陪祭官具
吉服，鼓乐仪仗送至庙内，行一
跪三叩头礼。”由此可知，码头似
与清时一样为举行登岸仪式之
地，各相关官员着官服，鼓乐仪
仗一路护送进南海神庙。

探索遗址活化利用
新路径

广州海事博物馆馆长、研究
馆员王芳告诉记者，明代码头及
道路遗址有很多历史内涵值得
深入研究和传播。我们一直在
思考探索遗址活化利用的新路
径，在保护遗址的基础上，如何
能构建一个为当代人所接纳的
活化展示的样态。

“活化保护文化资源，每个人
都有责任，都可参与进来。”王芳
说，组织本次设计竞赛，就是希望
更多公众来到现场参与考察，用
更当代或者艺术化等形式呈现公
众心目中的接官亭，从而达到让
遗址有效连接公众的效果。

本次活化利用的是接官亭

遗址部分。设计竞赛征集，要求
在原址保护的前提下，通过现代
展示技术方法呈现接官亭遗址
的建筑及历史；还要契合周边建
筑如南海神庙、广州海事博物馆
等建筑外貌特征，与原址周边风
貌保持一致。活化利用方案不
限，可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展示雕

塑、文化长廊等，也可包括研学
活动、教育项目等。本次征集活
动的一等奖获得者，可获得 2.6
万元的奖金。

本次接官亭遗址活化利用
工程，将在广泛征集方案后邀请
专家进行论证，最快将于 2023
年启动。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苏慧颖

11月 17日，广州海事博物馆发出“接官亭遗址活化展示利用设计竞
赛”活动征集令，并邀请媒体深入位于广州黄埔区南海神庙的遗址现场探
究。据悉，接官亭明代遗址的活化利用工程最快将于2023年启动，届时
观众将能更直观地了解到遗址蕴藏的历史内涵。

明代码头与道路遗址中的接官亭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邓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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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蓝马甲背后的故事：
用有温度的技术践行数字人文关怀

2020 年底，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
今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帮助老人更
好地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
文明成果，已经形成了社会共
识。满足老年人对享用数字技
术、数字生活的渴求，更是科
技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
来，众多企业顺应老年人的数
字化需求，积极开展适老化服
务，蓝马甲联合贝壳公益在南
昌推出健康码公益服务地图，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联合高德
地图打造“助老暖心”出行计

划，帮助老年人享受到数字技
术的红利。

苏慧认为，弥合数字鸿沟，
既是国家倡导的，也是企业应该
努力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蚂
蚁集团下属支付宝 app 作为第
一批纳入到工信部适老化改造
的 app，也在关注如何更好地用
老年人习惯的接触方式、习惯的
交流方式，走进他们的生活，走
到他们身边，解决互联网应用方
面的难题。

“在老年朋友们遇到手机操
作困惑时,都能及时在身边找到
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蓝马甲是
一个方便老年人识别的标识。”
苏慧说，2020 年 9 月，蓝马甲行

动正式启动，一个“笨”方法呼之
欲出。从老人常去的银行、超市
等固定驻点，到走进社区、老年
大学深度讲座；从移动的防骗助
老大篷车走街串巷，到沉浸式助
老防骗展多城落地；从上线在线
课堂到设置疫情防控专区……2
年时间，蓝马甲行动不断拓宽助
老服务边界，2.6 万名志愿者走
过70余个城市累计服务39万老
人，开展数字助老防骗公益活动
2.8万场。

今年 6 月 1 日，蚂蚁集团启
动ESG可持续发展战略，数字普
惠是蚂蚁面向未来、担当责任、
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也最迫
切的课题之一，“服务数字社会

建设”“多元平等与包容”更是作
为重要子议题上升为集团重点
工作。

今年，蚂蚁集团依托蓝马
甲行动，推出“数字助老实验
室”并于日前进行了升级，将人
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也应用到助
老服务中来，进一步探索用有
温度的技术坚持践行数字人文
关 怀 。 通 过“ 支 付 宝 长 辈 模
式”、老人专属人工客服“暖洋
洋热线”、24 小时助老课堂、长
辈版防骗码、无障碍认证技术、
AI 叫醒热线等 6 大场景，让老
人“无感”体验到更便利的服
务。目前，这六大产品已经服
务超过 2000万人。

如今，在老人常去的银行、超
市、社区、老年大学等地，人们都
能看到穿着蓝马甲的志愿者，他
们可能是公安、物业经理、大学
生、互联网员工、设计师甚至是退
休老人，一遍遍为需要帮助的老
人讲解助老与反诈知识。

在广东正和消保中心里，蓝
马甲志愿者小崇正耐心对街坊爷
爷奶奶讲述金融反诈知识，每逢
休息时间她总选择挤时间来这里
做公益。小崇告诉记者，起因是
她在银行里见到因操作不当被骗
走数十万的老人，“老奶奶坐在地
上哭得很绝望，那一刻冲击很大，
总想着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今年 4 月，在广东银保监局
指导下，全国首个金融反诈教育
基地落地广东正和消保中心，形
成具有知识宣讲、案例分享、3D
互动体验等多形式的综合性反诈
宣传教育阵地。如今，蓝马甲反
诈教育基地已经在全省金融机构
陆续推进，今年内还将完成12家
教育基地建设，未来还计划形成

“金融驻点+标杆社区”的深度助
老模式。

不光是金融机构，在广州，蓝
马甲服务驿站开到了超市、图书

馆，87岁的李秀英奶奶连续两周
来到广州图书馆，一边看展咨询
志愿者，一边记下一沓厚厚笔记；
在深圳，开进深业上城的“当案
馆”引得人们驻足观看，63 岁的
胡耀明爷爷仔细翻阅了每一卷

“档案”，说要学习各类型反诈知
识……迄今为止，广东已经有超
千名志愿者加入蓝马甲队伍，通
过社区讲座、展览、微驻点等形式
服务约6万老年人。

苏慧说，在全国各地推行蓝
马甲服务的过程中，温情又感动
的故事不断在上演，“蚂蚁作为一
家科技公司，我们始终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
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用技术服
务老年人，用科技助力跨越数字
鸿沟，促进数字文明。”

“关注适老化，促进数字包
容，构建数字文明社会，是关乎我
们每个人的事，蓝马甲的适老化

‘技术+服务’是一次共享数字文
明新模式的探索和升级。”中国人
民大学智慧养老研究所所长左美
云表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能积极参与，提供更为友好
的适老化、多元化服务，做好数字
文明助老的补位者。

“年轻人觉得很容易
很方便的东西，我们老年
人学起来很难，数字时代
跑得越快，我们看着越是
干着急。”谈及数字化生
活，不少老年人如是说。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的今天，观察数字文明同
步推进，老年人可能是一
个小切口。11月 17日，在
深圳召开的 2022 中国互
联网大会闭幕式上，数字
文明一词再度引发热议，
蓝马甲行动发起人苏慧在
现场讲述了数字助老公益
行动—蓝马甲成立背后的
故事。

数字助老实验室升级，
用有温度的技术践行数字人文关怀

蓝马甲大篷车下乡蓝马甲志愿者为老年人介绍反诈知识

A

广东已有超千名蓝马甲志愿者，
线上+线下服务约6万老年人B

苏慧在中国互联网大
会做题为《让数字文明人人
共享》的主题分享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图/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