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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4月起，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将举办义乌市第二
十三届全民健身节系列活动。

此次全民健身节以“健康义乌、全
民健身”为主题。活动内容包含“信仰
味道，红色毅行”活动、“全民健身，万
人齐奔跑”活动、第六届“万步有约”健
走激励赛、登山比赛、美丽乡村精品线
越野赛、镇街干部乒乓球比赛、五人制

笼式足球赛、第十二届羽毛球锦标赛、乒
乓球精英赛、网球赛、三打三篮球赛等十
一项活动。

据悉，此次全民健身节活动将深入
贯彻《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健康浙江2030行
动纲要》等文件精神，争当“重要窗口”模
范生，采取集中组织和分散组织相结合的
方法，4月10日开始在全市各镇街、机关、
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社团中组织开展，
促进全市体育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义乌第二十三届全民健身节即将启幕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谭祉潇

日前，由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以及福田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联合主办的“百年辉煌 筑梦义
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义乌市视觉艺术作品
展”启幕。

此次活动以“百年辉煌 筑
梦义乌”“义乌发展经验 15 周
年”为主题征集作品。征集时间
为3月18日至5月31日，征集作
品包含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雕
塑等视觉艺术门类作品。活动将
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参展作品进
行评选，并颁发“优秀组织单位”
证书及“优秀组织个人”证书。

百年辉煌 筑梦义乌

义乌市视觉艺术作品展启幕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童年，就像甜蜜的糖果让
人回味无穷。回忆我们的童年，
少不了踢毽子、跳皮筋、滚玻璃
弹珠这些传统的游戏。那么，古
代的孩子究竟爱玩什么玩具
呢？从昨日起，由市博物馆与南
阳唐王府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郎骑竹马弄青梅——古今儿
童玩具专题展”在博物馆1—2
号临展厅展出。

本次展览汇集了南阳唐王
府博物馆藏儿童玩具类文物精
品三百余件，时间跨度从新时
期时代晚期至上世纪80年代。

此次展览时间为 4 月 1 日
——6月25日。

古今儿童玩具专题展亮相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为提升艺术家主题性美术
作品创作水平，3月31日，陶界
岭文化礼堂三楼书画教室开展
了一次主题性书画创作讲座。
讲座特聘浙江师范大学薛和教
授，讲述创作的一般表现规律、
主题性作品赏析、创作心得分
享交流以及技法等。

薛和是浙江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多年来致力于
中国画创作，数十幅作品入选
参加省级、西北西南省区、国家
级美术作品展览，并有多件作
品获奖。出版《薛和山水画作品
集》《薛和诗画集》《境象于心
——薛和水墨画作品选》等合
集多部。

陶界岭文化礼堂举办
主题性书画创作讲座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3 月 27 日上午 9 点，由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交
通运输局、佛堂镇人民政府、
市城投集团、佛堂省级旅游度
假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200km 分站越野赛第十站在
佛堂“画里南江”精品线火热
开展。

据了解，本次比赛公 里
数为 18.8 公里，比赛路线起
终点为钟村，途经画里南江
精品线、金光顶、南王店、徐
佛线、金竹园、夏季、佛塔线、

新宅村、塔山村、剡塔线、六
石村、千年古镇精品线等地，
吸引了全市 800 名运动爱好
者参加。

比赛途经的“画里南江”精
品线，近日正迎来一年中的最
美风光。该精品线全长13.3公
里，围绕南江两岸秀美的自然
风光，以“基础设施先行、产业
招引同步、农村众创致富”的思
路将沿线村串联成线，突出梅
林村、南王店、钟村、坑口等重
点村的“山、水、田、园”功能定
位并予以重点打造，力争让“富
春山居图”在义乌重现。

200KM分站越野赛第十站
走进佛堂“画里南江”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每个人心中，都刻着一条
老街”“每一个怀念里，老街都
会不请自来”……3月27日，十
多位义乌作家诗人走进上溪老
街，在古朴沧桑的街头巷尾探
访、寻味，触景生情，纷纷发出
由衷的感叹。

这是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
院组织“中国强·义乌美”采风
团成员，开展的“风华上溪”老
街采风活动。采风团成员通过
了解上溪老街的前世今生，感
受老街的风土人情，挖掘其背
后的人文故事，为日后文学创
作积累生动、丰富的素材。

上溪老街有上百年历史，
全长330米，从南往北，呈喇叭
状，窄处三四米，宽不过六七
米，分上街、中街、下街。旧时，
上街大多是住户，中街、下街为

店面，有馄饨店、酥饼店、糖纸
店、打金店、灯笼店、布店、染
坊、照相馆、供销社等 80 余家
店面。街上物品丰富，人声鼎
沸，交易火爆，与西边沙滩地上
喧嚣的牛市猪市一起成为旧时
上溪的商业中心。

如今，被四周现代化建筑
包围的上溪老街，古香古色的
老房子依然存在，老旧的木排
门店铺门楣上挂着依稀可见的
门牌，但大多数木排门紧紧关
闭，街上客人寥寥无几，倒像是
闹市中的一块静谧之地了。

采风过程中，不少老街店
主及附近村民说，以前上溪老
街有不少老字号招牌，老手艺、
老物件吸引十里八乡百姓，街
两边的百年古宅也不少。他们
希望，对老街加以保护和规划，
再现当年繁荣景象，留住乡愁
记忆。

走进上溪老街 寻找乡愁记忆
五柳村的柑橘远近闻名。每到收获

的秋季，村内游客络绎不绝。远远的后山
上，密密麻麻的柑橘树上挂满了硕果。青
黄不接的柑橘，最是香甜可口。摘柑橘、
品柑橘、酿柑橘酒，一说起柑橘，五柳村
人就滔滔不绝。

宋荣忠说，在整理文化礼堂的展板
时，最不能少的就是对柑橘的介绍，这可
是村民们的“招财宝”。以前，五柳村山区
旱地多，只能以种旱粮作物的小麦、红薯
为主。20世纪80年代，村里的老书记宋
荣毅带领组织生产队长到盛产柑橘的衢
州参观，回来后进行动员。一开始是少数
农户种温州蜜橘、椪柑等品种，结果比起
种小麦、红薯，经济收益翻了好几倍。大
家看到后，全村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基本
上都种起了柑橘，效益成倍成倍增长。

五柳人的种柑橘经验，用一句话总
结，就是虚心讨教，秉持“匠心”。宋荣忠

说，五柳村的橘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
好吃的。2014 年，村中柑橘销路受到影
响。为此，在宋兴海、宋办民等人带领下，
农户们引进了新品种。新品种在9月份
就可以采摘，皮薄、甜度高、口感好，深受
欢迎，到现在已经种植 1000 多亩。从那
时起，“五柳柑橘”开始小有名气，五柳村
也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柑橘之乡。

有好山，有好水，更有好果农。经有
关权威部门检测，五柳村山地中铁、钾等
元素非常丰富，同时村子四面高山环绕，
冷空气被阻挡在外面，冬天比周围地区
更暖和些，夏天比周围地区凉爽些，利于
柑橘的生长。而今，五柳柑橘逐渐形成一
条生产链，销路一路向好。

走在五柳村村道上，村中白墙冒出
一幅幅乡村画卷。上面，勤劳的五柳人正
挑着一篮又一篮柑橘，共同走向幸福的
家乡。

且闻，柑橘飘香沁心脾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福田街道九如堂村历史悠
久、人杰地灵，有着淳朴的商贸
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4
月 1 日，市文联、市政协文史
委、福田街道乡贤会共同举办
了《实话九如堂》村志研讨会，
近 30 位作家、评论家、村民代
表参加研讨。

改革开放以来，九如堂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
们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小康生
活，通向村庄的小路变成了四

通八达的宽阔公路……《实话
九如堂》从古村变迁、人物传
略、报国为民、商海拼搏、孝义
传家、尊师重教、文化传承、乡
愁难忘八个方面，用一个个翔
实的事例，留住了九如堂村的
乡村印记。

研讨会上，大家认为，九如堂
村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改革开
放、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有了这本
书，能更好地让年轻人记住自己
的根、记住前辈们的艰苦奋斗，让
年轻人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实话九如堂》村志
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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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的柑橘香又甜，一口便唇齿留香。近年来，
赤岸镇五柳村的柑橘声名在外，每到秋季柑橘成熟
时，漫山的橘子树上像是挂满了金灯笼。村里的果农
们脸上挂着笑容，一波又一波前来摘橘、品橘的游客
满载而归。

曾经，如此偏僻的山区，交通不方便，收入微薄，
农民们都过着自耕自给的生活。时光往复，淳朴的五
柳人逐渐将眼光放远，通过“书包翻身”，走出大山，
慢慢形成了以读书为荣，以边耕边学为乐的良好风
气。如今，五柳村文化礼堂建成使用，而耕读传家的
文化底蕴，通过礼堂建设展示出来，并深深融入五柳
人的血脉之中，哺育一大批能人乡贤，助力乡村建设
发展，才有了如今以柑橘致富的新生活。

每当阳光明媚，青草从村口石缝
中钻出，五柳村的清晨在鸟啼鸡鸣声
中徐徐展开。村道石墙边，切半的橘子
上印着硕大的“五柳村文化礼堂”，与
后方的橘树画像相映成趣。在五柳村
文化礼堂管理员宋荣忠的带领下，沿
着高高的石墙往里走，一棵棵百年老
樟树立于墙之上，在蓝天下伸展出婀
娜多姿的倩影，斑驳的绿影随风欢动，
青草的香气令人醉心。宁静的村落里，
村民寥寥，只听得见风与树的沙沙声，
真是一处难得的世外桃源。

经过树影斑驳的石墙村道，抬头可
见五柳村文化礼堂。据悉，五柳村文化礼
堂于去年验收并投入使用，其新颖独特
的设计、精炼又丰富的文字介绍，将整个
村的历史、文化、民俗与发展都一一展
示。五柳村处在义南山区，村中有农户
280户，人口600余人，小小的村落，却有
着道不尽的历史，说不完的故事。

据宋荣忠介绍，五柳村的村名由来
有个说法。相传这里本是两个自然村，即
胡村与柳村，明朝嘉靖年间，宋姓太公维
成从平望迁移来到胡村，居住后生了宋
大禄、宋大明二兄弟，后衍育了宋氏子孙
600 多人，到现在培字辈是宋氏第十五
代子孙。

以前，五柳村一直叫胡柳村或蒲柳
村。到民国时期，由于办学校，村人宋允
怀做主将村名改为五柳村。

村中，还有一处安吉堂古建筑，十分
精细。据说是由宋玉麟在清朝道光年间
所建。传说宋玉麟在绍兴永康一带，经营
染布颜料靛青起家发财，在永康购买了
很多田地。后来变卖田产，回家乡五柳
村，花费数年精心设计建造了如今的安
吉堂。远远望去，安吉堂一侧的老房子已
坍塌，但主屋完好无损。蓝天映衬下，黑
瓦白墙古韵依旧，紧闭的老旧门楣，诉说
着门前段段时光往事。

且看，悠悠古村入画来

历史的年轮匆匆，花谢花开间，一代
代文人墨客相继在五柳村成长、传承。文
化礼堂内“耕读传家”的宣传板上，尽是
宋荣忠经过长年累月整理的村史村情。
据悉，五柳村以前地理位置算偏远，交通
不便，村民们以农耕生活为主，但村民们
代代重视教育，宁愿自己吃苦，也要孩子
读书。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形成良好兴学
的风气。

“当孩子们第一天读书回家后，我
们做父母的都要把书重新放书包里，
并翻个身，俗称‘书包翻身’，就是希望
孩子学业有成，明达事理，修身养性，

‘翻身’成为文化人。”宋荣忠说，村里
重视教育的传统也是受到了明初著名
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宋濂
的影响。

在五柳村文化礼堂内，一处人才

榜格外引人注目。上面，有着从村里读
书考出去的文化人，有着为国家做出
大贡献的从政者，更有从事教育的辛
苦园丁。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
岗奋斗，每个人物都见证了五柳村耕
读传家这一良好乡风。同时，上榜的还
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人，一张
张老照片，在经过整理、复洗与上榜
后，也复刻出当年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的热血与忠心。正因为人杰地灵，小小
的五柳村还出了六位博士，这六位博
士更成为全村的榜样。

为了将耕读传家风气流传下去，五
柳村村口石墙上，大大小小的照片与文
字贴满了墙。而这块石墙村道，也成了一
条“耕读长廊”，村风村情、耕读传家、柑
橘致富，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文字，都凝
聚了村民们的思乡情、好学心与孝老情。

且听，耕读诗书代代传

五柳村村口一景。

摘橘子墙画。

文化礼堂立于村中。

文化礼堂内部设计别致。

挑橘子墙画。

石墙边的耕读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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