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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通讯员
蔡芳模报道：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发布 2024 年度
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和项目申报指
南的通知》，启动工伤预防项目申报。

2024年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
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可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前通过深圳市单位社保网
上服务系统申报并在线提交材料。本
次项目申报范围聚焦“三个重点”：一
是聚焦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

和零售业等工伤人数较多的重点行
业；二是聚焦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
城货运和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三
是聚焦其他行业领域工伤人数较多的
重点企业。本次项目申报类型包括工
伤预防宣传项目和培训项目。各申报
单位可分别申请宣传项目、培训项目
各 1个。经确定实施的项目所需经费
从工伤保险基金列支，面向行业开展
的培训项目预算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个；面向大中型企业开展的培训项目
预算金额不超过20万元/个；宣传项目

预算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个。申报期
结束后，经专家初评和评审，市工伤预
防联席会议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集体
研究确定项目，并在预算按规定批准
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为增进各意向申报单位对工伤预
防项目的了解，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将组织开展项目申报推介
会，意向申报单位可以在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载《推介会
预报名表》，于8月18日前发送邮件至
caifangmo@hrss.sz.gov.cn进行预报名。

深圳市2024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申报启动

风筝作为一个玩具抑或是
一个体育项目，在日常生活中的
普及率可以说是十分广泛的，硬
翅类、软翅类、板子类、长串类
……各式各样的风筝流行于市
面，但是传统的手工风筝却越来
越少。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工
业的冲击，让传统手工艺的生存
越来越窘迫，“于氏风筝”亦是如
此。但是，对于这种生存现状，
于灏却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中国的传统风筝，是农耕
社会的产物，和这个工业化的
时代似乎有一些脱节，花很长
时间制作的风筝，可能卖不了

好价钱。但是作为手艺人，我
是苦苦挣扎却乐在其中的。”于
灏认为自己制作的风筝是有灵
魂的，是金钱无法衡量，其他东
西无法替代的。

在风筝传承上，于灏也一直
致力于寻找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
术之间的平衡。于灏感叹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想法，动
手能力很强，我这一代做得更多
的是传承，我希望下一代能结合
现代技术，无论是3D打印还是电
脑设计，能够在传承的基础上有
更多的创新。”经过十多年的风
筝运动推广，深圳也引进了许多

新式的风筝，如3D软体风筝、夜
光风筝、室内无风风筝、海上冲
浪风筝等，“筝”奇斗艳。

历经十几年的风筝赛事，于
灏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
爱好者，不仅拓宽了社交朋友
圈，在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许
多有关风筝创新的启迪。现代
材料的不断发展和知识储备量
的增加，让传统风筝的创新成
为可能，于灏希望在做好传承
的同时，推陈出新，转变图案、
样式，将深圳特色融入风筝制
作，让“于氏风筝”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8月14日，随着一声清脆的
哨响，深港澳青少年（男子）篮球
邀请赛在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
学开赛，第二届深港澳青少年成
长峰会全面启动，来自深港澳三
地的两百多名青少年参加启动
仪式。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区长赵妍妍出席活动
并致辞表示，希望同学们把读万
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早日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栋梁
之材；希望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相
关工作，为孩子们搭建交流学习
的多彩平台，将峰会打造为具有
湾区影响力、深圳辨识度的品牌
标杆；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
往地支持峰会开展，共同开创深

港澳三地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的新格局。

龙华区未来小学的孩子们
精心准备了一场五彩花式足球
操表演，动作整齐、精神昂扬，小
球员们精彩的技能展示，赢得了
大家的阵阵掌声。

伴随着第二届深港澳青少
年成长峰会全面启动，一系列精
彩活动也拉开序幕。包括为期
6 天的“立中华传承之志 寻文
化同源之史”深港澳青少年研学
实践之旅，为期 5 天的“湾区携
手‘议’童成长”深港澳儿童议
事营，以及为期 3 天的“创新赋
能发展 同行筑梦未来”深港澳
青少年科技创新营等。

（朱文庆 詹林思）

深港澳青少年（男子）篮球邀请赛在龙华开赛

第二届深港澳青少年成长峰会
全面启动

8月 12日-13日，“坪山杯”
深圳跆拳道公开赛在深圳技术
大学举办，来自各地 54 支代表
队共 814 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
了比赛。

当前，坪山区正创建禁毒示
范城区，区禁毒办积极联动赛事
主办方，借助本次赛事交流平台
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摆
放仿真毒品、设立咨询台、悬挂
宣传标语、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参赛运动员及现场市民
观众宣传毒品的危害、禁毒知识
及禁毒政策法规。工作人员在
比赛现场展示仿真毒品，详细讲

解各类新型毒品伪装特点，并邀
请大家为坪山区禁毒示范创建
工作代言。“全民一心共创共建
坪山无毒示范区”“人人都是禁
毒志愿者，争当坪山禁毒先锋
人”等铿锵有力的口号展示了青
少年运动员们参与禁毒工作的
热情和决心。

本次活动提升了青少年运
动员和现场市民观众认识毒品、
防范毒品、拒绝毒品的意识和能
力，在全社会倡导无毒、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为深入全面推进
坪山区禁毒示范创建工作贡献
了积极力量。（文/图 蔡鹏飞）

“坪山杯”深圳跆拳道公开赛举办

助力坪山禁毒示范城区创建

“我刚刚准备提交营业执照
等用电报装等相关资料，供电局
的员工就打电话过来协助办电，
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深圳
比亚迪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蔡
先生说道。这是南方电网深圳
深汕供电局（以下简称“深汕供
电局”）打造与深圳“同城同质同
效”用电营商环境、全面推行“三
零”“三省”服务工作中的又一有
力举措。

近日，深汕供电局依托数字
化工具和载体，接入政企用电用
能共享服务数字平台2.0，及时获
取社会投资项目备案、审批、证
照、用电需求等信息，指定客户经
理为客户高压业扩提供前期用电
咨询、业扩报装、用电用能咨询等
全流程代办服务，无需客户重复
提交资料，实现高压业扩“免申即
享”。同时，深汕供电局还统筹

市政规划、临时新增大容量用电
需求，提前开展业扩配套工程，主
动为高压客户提供“早规划、早建
设、早施工、早送电”供电服务。

“我们逐步建立起定位、分
析、闭环、评价机制，驱动各专业、
各层级高效协同，有效实现电找
客户、电等客户、电‘亮’客户。”深
汕供电局副总经理赵欢表示。

2023年以来，深汕供电局低
压、高压业扩服务时限达标率均
为 100%，累计为客户节约接电
成本约5571万元。下一步，深汕
供电局将不断提高政企用电用
能共享服务数字平台接电效能，
进一步优化全流程代办服务，推
广“电水气网”报装联办，多件事
一次办，持续强化政企联动，推
动深汕特别合作区用电营商环
境进一步提速、提质、提效。

（蔡鹏飞 阎英楚 袁海清）

南方电网深圳深汕供电局

服务完成深汕首单
高压业扩“免申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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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艺戈 实习生 陈婕 李亚楠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作为一种“会飞的艺
术品”，风筝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同时，作为中国传
统手工艺的代表，风筝也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深圳
市罗湖区，就有这样一位“做风筝的人”，他便是深圳市
罗湖区级非遗文化“于氏风筝”传承人于灏。

“于氏风筝”的制作，用料讲究，技艺繁琐，从清
朝光绪年开始，已经有百年历史。

于灏是“于氏风筝”第四代传承
人，其手艺传自爷爷于清波，于清波
则是跟着父辈在风筝的起源地山东
学的艺。

2006年，于灏作为风筝爱好者受
邀参加第一届深圳大梅沙国际风筝
节。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爱好者和国
内的风筝大师聚集在深圳，风格迥异
的风筝在大梅沙海岸漫天飞舞的场景
让从小学习传统风筝制作的于灏印象
深刻。“看到五颜六色的风筝在空中飞
扬，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原来世界上还
有这么漂亮的风筝，那次的风筝赛让
我对传统风筝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
变，同样也加深了我对风筝的喜爱。”
于灏表示。风筝赛后，于灏便着手拾
起传统风筝制作这项手艺，正式成为

“于氏风筝”传承人，让这项起源于齐
鲁大地的传统文化在深圳生根发芽。

“做风筝讲究扎、糊、绘、放四艺，
放飞风筝只是入门的第一步，风筝制
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民间手工艺，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于灏介绍说，风筝制作里面包含了工
艺美术、数学、物理、气象和体育等方
面的知识，专业指向性不明确，因此入
门容易，要想在这个领域深耕却绝非
易事。做风筝是细致活，刻竹签、扎
起、绘画、糊裱，再到放飞之后的调试，
每一步都是慢功夫，于灏制作一只风
筝一般需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春
风十里纸鸢飞，但风筝的最佳制作时
间却是秋冬季。“深圳地处南方海岸，
湿度大、入秋晚，因此制作风筝就得等
十月以后，否则制成的风筝不仅不美
观，还很难放飞成功。”于灏说道。在
制作风筝这件事情上，于灏总是一丝
不苟，力求精益求精。

中国的风筝文化博大精深，
唐诗宋词、元曲明画中，都能看
见有关风筝的点滴，风筝在古
代不仅是人们娱乐的工具，还
兼具传递信息的功能。于灏的
风筝灵感大多来源于传统文
化，将文化典故与风筝相结合，
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在选择
画片的环节，我喜欢将传统故
事、名人典故画在风筝上，展现
风筝在文化传承上的功能性，
让小朋友在放飞风筝之余，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于灏表示。

多年来，于灏一直坚持风筝
教学工作，他提到，无论进到社
区还是学校，学生们对制作风筝
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对于风筝
的教学，于灏也有一套自己的方
式，“课堂上我不会给定孩子们
风筝的样式，我喜欢让他们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风筝。事实上他们
也做得很好，每当看到他们成功
放飞亲手制作的风筝后脸上绽
放的笑容，我所感受到的快乐是
无以言表的。”于灏说，正是课堂
上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对风筝的

热情，让他在风筝传承的路上乐
在其中，越行越远。于灏认为教
育是很好的媒介，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他十分乐意以教学的
方式，将风筝文化传播至深圳的
每一个角落。

寓教于乐 在教学中让非遗绽放光芒

非遗也青春 结合现代元素助力风筝传承

罗湖推出深港融合
八大示范项目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8 月 14 日，罗湖深港融合发
展交流中心启用仪式暨“寻味罗
湖”颁奖仪式举办，标志着2023
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活动圆
满收官。闭幕仪式上，罗湖区推
出了包括罗湖深港合作产业园
（B1 地块）在内的“深港融合八
大示范项目”。

罗湖区将目标放在如何吸
引香港的人才、资金、项目上，由
此发布了“深港融合八大示范项
目”。八个示范项目，有三个面
向深港产业交流融合。比如，占
地面积约9.6公顷的罗湖深港合
作产业园（B1 地块）位于罗湖口
岸西侧，拥有罗湖口岸和深圳站
交通枢纽双重优势，方便吸引深
港两地人才就业创业。

它将聚焦生命健康领域，以
跨境金融为补充，探索深港合作
共建共管，充分发挥毗邻罗湖口
岸、深圳火车站的区位优势，规
划建设深港合作生命健康产业
园，打造跨境产业深度合作的示
范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连接地。

罗湖深港深度融合展示交
流中心、罗湖深港青年创业园
（玛雅城）两大项目承载着两地

文化交流、青年人才汇聚、重要
项目招引、港人港企综合服务等
重要空间功能，为深港两地青年
提供更好的创业就业环境。

罗湖深港妇儿交流基地、罗
湖深港文艺交流基地、罗湖深
港体育交流基地、人民南港味
特色消费街区、深圳河（莲塘）
深港主题碧道5个重点项目，致
力于为深港两地人才特别是香
港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和
居住环境。

仪式举办地正位于罗湖深
港融合发展交流中心。该中心
坐落于罗湖区大中华环球金融
中心19楼，以青年交流、企业展
示、综合服务三大板块为主，可
实现政企互动、宣传推广、交流
合作、成果展示等重要功能。

此外，罗湖深港深度融合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也同步成立，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
港特首政策组专家、深圳市政协
委员陈少波，深圳市政协委员、
罗湖区海归协会会长张彦南，普
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高
管、罗湖区政协委员周世强等
17 位来自香港、内地不同领域
的专家受聘为委员会首批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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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与湾区共成长”

活动上发布了“湾区少年营”
的主题活动路线，并为参与活动
的 12 支团队举行了授旗仪式。
本届“湾区少年营”聚焦“我与湾
区共成长”，通过参观茅洲河展示
馆、岭南印象园、黄埔军校，参与
岭南粤剧主题课程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深入认识祖国、感悟历史文
化，一同经历别开生面的学习之
旅、成长之旅、团结之旅，一起见
证祖国发展前进的步伐。

深圳市青年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在致辞中表示，深圳毗邻港澳，
始终把湾区青少年交流作为工作
重点。近年来，市青联打造了

“国情深睇验”“龙腾中华”文化交
流专列、前海梦工场等一系列品
牌，而“湾区少年营”作为今年推
出的活动，希望通过营地实践教
育，让深港澳三地青少年在研学
交流中感受祖国“人文之美、山川
之秀、科技之光”。

发布生态文明行动宣言

活动恰逢全国首个生态环境
日，深港澳三地青少年在活动上
共同发布了 6项生态文明实践行
动宣言，“从我做起，身体力行”

“节约资源，杜绝浪费”“绿色生
活，践行低碳”“守护湿地，爱护红
树林”“关爱生命，保护动物”“宣
传环保，弘扬新风”，携手倡导生
态文明理念，增强生态环境保护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小事
做起，从点滴做起，为努力构建绿
色大湾区、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深圳市青年联合会与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

合打造一批深港澳青少年团队交
流营地，依托市属公园阵地资源，
建设成青少年乐享的公共文化空
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户
外营地教育融合协同发展。在活
动中，深圳的 10 所公园获授“深
港澳青少年团队交流营地”牌匾，
这些空间资源将为青少年开展交
流活动提供有力支撑。

分享营地教育收获

在教育论坛交流环节，4组来
自深港澳团队的导师和青少年队
员围绕“爱国、团结、担当、探索”
的营地教育理念，分别从不同角
度分享了营地教育的收获和成长
故事并进行教育经验交流。

香港少年领袖团代表表示，
近年来，营地教育的方式已经拓
展到了音乐、艺术、科学、文化等
领域，本次“湾区少年营”的活动
行程和内容融合了科技、艺术、文
化和环境保护，契合了营地教育
未来的发展趋势。澳门童军总会
代表认为，营地教育注重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互动体验和自主
学习，帮助他们发展多方面的技
能和素质，培养团结的精神。

“湾区少年营”暨青少年营地教育论坛启动
深港澳青少年感受祖国“人文之美、山川之秀、科技之光”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为促进深港澳青少年广泛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8
月 15日上午，由深圳市青年联
合会发起的首届“湾区少年
营”暨青少年营地教育论坛启
动仪式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
市规划馆举行。这是全面通关
后首次在湾区举办的高规格、
大规模深港澳青少年团队交流
活动，12 个深港澳团队、150
余名青少年参加活动，一起交
流营地教育成果，共同发布生
态文明实践行动宣言。

自幼学习风筝制作
来深后拾起传统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