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今年 9 月，来自亚洲

各国和地区的万余名媒体记者就将相聚浙江，

共同书写盛会故事。

日前，记者探营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

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MMC）。在杭州亚运

会赛事期间，这个主媒体中心将成为世界各地

媒体记者的大本营。据了解，按照功能齐全、服

务周到、展示中国文化的要求，主媒体中心已实

现 ABCD 四厅及序厅约 5 万平方米，外围交通

场站约3.4万平方米一体规划，极大优化了空间

布局。

进入主新闻中心，映入眼帘的是超大 LED
显示屏。文字记者工作区以白色为主基调，内

设 400 个坐席的公共机工作间。每个工作位

上，电源线、网线、耳机接口一应俱全，面对面的

座位用挡板隔开，保证相对独立。记者试着手

机连接无线网络，输入手机号，取得验证码后便

可轻松登录。

整个主媒体中心分成主新闻中心、国际广

播中心、主播机构运行管理中心、生活服务中

心、商业服务区、餐厅和志愿者之家。杭州亚运

会期间，主媒体中心从餐饮、交通、商业服务等

各 方 面 提 供 国 际 化 高 标 准 服 务 ，包 括 银 行

ATM、快递、通信、美发、特许经营店等，保障媒

体记者工作、生活所需。

在生活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已有不少国内

外同行在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内参观、体验。一

位外国记者在“针灸铜人”前观察许久，竖起大

拇指称赞：“中国的中医药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让人大开眼界。”

展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场展示的《黄

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古书都是从浙江中医药

博物馆原封不动搬过来的真品。标本展示区，

展示着各种常用中药、珍稀药材和道地药材，以

及杭白菊、白芍、浙贝母等浙八味。

“在这里，媒体朋友还能跟着虚拟人打一段

八段锦，看看自己能得几分。”展馆工作人员也

向世界各地媒体记者发出邀请，在亚运会期间，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揭盖头”

“洋记者”围观针灸铜人体验八段锦

新闻

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员
刘建勋 冯健）近日，来自杭州各地

的 60 余名银龄志愿者相聚西子湖

畔的澄庐附近，身着橙黄色服装，

开展志愿服务。

原来，杭州市委老干部局在这

里开展“西子金秋 益起亚运”志愿

服务活动，为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做最后的冲刺。今年以来，杭州全

市 324 个金秋驿站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亚运宣传、

平安防护、文明提升、交通劝导、便

民服务⋯⋯活动的一幕幕精彩瞬

间在现场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

活动现场，各式志愿服务摊位

渐次摆开，书画、剪纸、团扇、宋韵

文化、法律咨询，每一处都融入了

亚运元素。不少游湖的市民游客

被吸引来“打卡”，向志愿者们询

问：“你们是宣传亚运吗？这个亚

运图案的剪纸我能不能领一幅？”

“老师，你这画真漂亮，我是安徽过

来玩的，等下一定给我留一幅。”

上午 9 时，杭州市政协原副主

席、杭州“银亮钱塘”志愿服务总队

总队长曾东元向杭州市老干部志

愿者发出倡议：“我们倡议志愿者

们在微笑服务、文明倡导方面积极

作为；在赛事保障、平安护航方面

持续发力；在展示浙江精神，讲好

杭州故事方面贡献力量；在谱写

‘杭州亚运故事’里当好主角，展示

风采，银亮形象⋯⋯”倡议不仅引

起志愿者们的共鸣，围观的市民游

客也纷纷鼓起掌来。

随后，志愿活动正式开始，几

个志愿服务摊位很快被围得水泄

不通。

上城区老干部志愿服务团队

开展宋韵文化宣传展示，方糕、绿

豆山药糕、山楂糕等点心一字排

开，十五奎巷社区“金秋驿站”站长

宁国良向游客介绍宋韵文化。他

透露，金秋驿站一直开展迎亚运的

各项志愿服务，既表达老同志们做

好亚运东道主的决心，也展示了银

龄志愿者的风采。

志愿服务齐聚西湖
银晖力量喜迎亚运

本报讯（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陈骁辉）你见

过用竹子编的二维码吗？这段时间，湖州市德清县新

市古镇“新市马氏竹编技艺”传承人、78岁的马吉林火

了。

在新市古镇马吉林的工作室里，放满了竹筐、竹

篓、字画等琳琅满目的竹编制品。这其中，“亚运套

装”尤为显眼：马吉林用竹子编出二维码、吉祥物、数

字火炬手等一系列“亚运周边”。

“这个二维码是用竹子编的？真的能扫出来吗？”

游客充满好奇。

马吉林笑着说：“当然可以，你们试试看。”

大家掏出手机扫码，屏幕上立即跳出“薪火相传”

杭州亚运会线上火炬传递活动，点击“去传火炬”，拿

着火炬的动画人物形象奔跑起来，人人都成了亚运数

字火炬手。

马吉林告诉记者，第一次编好后什么都扫不出

来。他毫不气馁，重新开始，更是多了几分仔细，横竖

都要对齐，不能有一丁点差错。编了两天，竹制二维

码终于成功了。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竹编手艺人。”马吉林自

述，10岁开始学，15岁随父走南闯北，18岁独当一面。

成家后的他干过农活、进过工厂，但闲暇时也兼

职做竹编，手艺始终没有扔下。这些年，马吉林经常

和其他民间艺人交流竹编手艺。对于复杂的工序，他

始终坚持徒手制篾编篾，冬天也不用手套，他说这样

才有手感。为让这些工序做起来更加流畅，他还改良

了不少刀具。

“我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下流行的元素

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加入创意。”如今，马吉林在坚持

传统竹编手艺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这次的迎亚运

二维码受到欢迎，马吉林十分开心，他希望能有更多

人感受到亚运与非遗碰撞出的绚烂火花。

扫一扫竹编二维码

能参与亚运线
上火炬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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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林专注竹编。

杭州亚运会主新闻中心亮点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