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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柳青 文/图

10月16日，融创义乌小鱼儿
合唱团成团考核在义乌香格里拉
举行。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
主任、小鱼儿合唱团名誉团长王
滔，CAC 合唱艺术中心创始人、
小鱼儿合唱团专家顾问费小龙，
CAC童声合唱团副团长、浙江省
合唱协会理事张维巧等出席活
动，以专业系统的点评指导，集结
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活动现场，小选手们身着漂
亮的演出服、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依次登台献唱，用扣人心弦的童
声，让现场所有人都沉浸在视听
的美妙氛围中。通过视唱练耳、现
场演唱等环节，专业评审团综合
考量了小选手的音色、音质、音
准、节奏和表现力，并对孩子们的
舞台创造力一一做出点评。

据悉，融创小鱼儿合唱团成立
于2019年，是融创归心儿童社群的
首发落地组织，集结了众多热爱音
乐的孩子，旨在打造一个少儿流行
音乐合唱团，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以欢乐为导向，赋能儿童成长，向未
来闪耀出发。合唱团由有唱歌天赋
与梦想的融创适龄小业主组成，曾
参与央视春晚快闪、亚运倒计时晚
会，获得世界和平合唱节银奖。

此次小鱼儿合唱团首入义
乌，获得了业主们的积极参与
——从网上报名、初步筛选到成
团考核，融创小业主们精心准备，
在闪光灯下自信展示自己的歌
声；家长们则陪伴孩子完成了全
新的成长探索，还有业主作为伴
奏嘉宾参与了活动。

小业主张跃瀚是“小鱼儿合唱
团”第一届团员，义乌成团考核当
天，他也来到现场，分享了自己的
故事。他表示，在小鱼儿合唱团的3
年时间里，除了提高歌唱能力、学
习乐理知识，自己还收获了很多友
谊，交到了许多朋友。“加入小鱼儿
合唱团以来，壮壮的改变是巨大
的。通过一次次上台演出，他不仅
提升了胆量，更学会了自我表达和
分享。”张跃瀚家长高雪欣慰地说。

三载时光，融创带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义乌不断前行，为
无数家庭带去了欢声笑语，也焕
新了一座城市的未来想象。作为
中国家庭美好生活整合服务商，
融创承载着与城市共生长、共建
设的美好使命，通过丰富多样的
活动，先后成立了“小鱼儿”儿童
社群、“毛开心”长者社群、“她时
代”女性社群、“TOP 义乌”精英
联盟等多元化社群，旨在将活力
元素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融创义乌小鱼儿合唱团
2021成团考核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日前，由市文旅局主办，市风
景旅游协会承办的 2021 年义乌
市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在我市
落幕。

据悉，来自全市旅游饭店、院
校的12支代表队共53名选手参
加了比赛。大赛分为中式铺床及
客衣服务、中餐宴会摆台、西餐宴
会摆台和大堂茶水台服务设计四
个项目。分类竞技中，选手们激烈
比拼，争相献技，全面展现了我市

旅游饭店从业人员爱岗敬业的精
神风貌和娴熟精湛的服务技能，树
立了旅游饭店行业的服务质量标
杆和榜样，促进了行业内部服务技
能的交流和学习，提升了员工的服
务意识和饭店的服务水平。

最终24名选手脱颖而出，分
获各比赛项目的一二三等奖，此
外，大赛还评选出团体奖6名、组
织奖 1 名。通过本次大赛选拔出
的酒店和优胜选手，将代表义乌
市参加 2021 年浙江省旅游饭店
服务技能大赛。

2021义乌市旅游饭店
服务技能大赛落幕

▢ 何恃坚

朱环，朱丹溪之祖父，自幼勤
耕好学，宝祐年间中举乡贡进士。

朱环出生时少有哭声，大家感
到非常奇怪，不久，被没有子女的
伯父朱桂收养。后来，朱桂生了一
个儿子朱璧，就经常借故训斥朱
环。朱环却毫不生怨，而是更小心
翼翼地侍奉，不论寒暑，凡劳事皆
争着做。其时，境内多盗贼，不管白
天黑夜看到财物就打劫。朱桂有数
百两金子，与儿子朱璧商量藏于地
窖中。朱璧夜间暗自取出，并诬告
朱环偷取。朱桂大怒，剥光朱环的
衣裤，并令其立大雪中一昼夜。朱
环毫不辩白，恭谨相谢。从此，朱桂

每天都没好脸色待朱环，但朱环依
然如故，逆来顺受，丝毫没有怨气，
以报养育之恩。大家都为他不平，
朱环说：“如果一定要去记恨，那以
后不知如何更好地相处了。”

朱桂死后，朱环对朱璧照顾
更殷勤，并以私财保释被人诬为
作奸犯科的朱璧的儿子朱庆。

至元末，缙云起盗寇，过永康
时听说义乌朱环贤达，欲绑架他兄
弟俩为军师。朱环的儿子朱元闻讯
后连忙回家告诉事由，但朱环不
信。朱元想：如果盗贼把父亲绑架
去，则是父从贼反，官府如果判以
反叛，百口难辩。于是他明知以卵
击石，还是组织数人击寇，并对劝
阻他的人高声说：“吾知有亲尔，若
得白亲以无罪，虽万死无恨”。结果
被贼斩首示众。后朱环虽被贼抓
去，贼寇被剿灭后，因朱元以死抗
贼，而使得朱环无罪。

朱环：以德报怨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为促进义乌、岱山两地的美
术写生创作交流，10 月 17 日，由
义乌市文联、岱山县文联主办，义
乌市文化馆、岱山县文化馆、义乌
市美术家协会、岱山县美术家协
会承办的义乌、岱山两地美术作
品交流展在义乌市图书馆开幕。

此次展览作品以油画为主，
兼以水彩画、丙烯画、综合材料绘
画等，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表现技法娴熟、风格多元。两地的
艺术家以绘画的形式相互“对

话”，在“对话”中了解艺术家的创
作理念，阐述画面中的形式美感。
展览展示了两地艺术家近段时间
的创作成果，代表了两地艺术家
较高的创作水平。

本次美术作品展旨在进一步
加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见证两
地人民深厚的友谊，为推动两地
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
血液。相信今后两地艺术家的不
断交流和互动将会推进两地艺术
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据悉，此次展览将对外开放
至10月28日。

义乌、岱山两地美术作品
交流展开幕

“王龙泽状元馆”立于村边的麻车山、
成功山等两座低矮山坡之间，馆前，春桃、
夏荷、秋稻、冬梅，一季有一季的风景。这几
年，往来瞻仰王龙泽的学子不计其数。

“王龙泽状元馆如今已成为南青口的
景点之一，和其相匹配的其他景点也逐渐
多了起来。”南青口村党支部书记金君斌
说。在麻车山、成功山上，村内修建了一些
亭台、道路。王龙泽状元馆的后山，就立着
一个凤林心亭，该亭子一侧建有砖红色廊
亭，站在土丘之上，南青口村的全景一览无
余。据悉，基于王龙泽状元馆的建设，南青
口村本规划建设五亭，即凤林心亭、望族
亭、敬祖亭、将军亭、思祖亭等，如今，随着
南青口村规划建设方案的改变，思祖亭、将
军亭都将重新规划。不过，无论村庄会变成
什么样，基于王龙泽状元馆建设的凤林心
亭将保留。

为了弘扬状元文化，为后人创造更优
越的学习生活环境，南青口村积极对接镇
街部门，配合建设村周边的发展，打造“状
元故里廊道公园”。该公园设于江赤公路两
侧，为长条构造，沿着公园漫步，油菜花海、
金秋稻浪、粉黛花海、翠绿茶山、琵琶林等美
景贯穿四季。同时，村内还有众多清末民初
的古民居古民宅，村内也在积极进行修缮与
开发，让村庄人文历史及勤耕好学、刚正勇
为的精神得以重视与传承。此外，南青口村
东边南部还有松瀑山风景区、朱丹溪陵园、
雅治街古月桥等景点，这些景点与南青口村
的状元馆、廊道公园连成一片，形成场块状
与线状相结合的风景点，焕发出新的光彩。

金君斌、王晋木告诉记者，南青口村现有
706户1480人，基于状元故里的文化熏陶，村
内培养出40岁以下的博士后3人、博士5人，

“状元故里”名副其实。
眼下，南青口村正开启新一轮的环境

整治热潮，结合村庄建设，沉淀已久的状
元文化又将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我们拭
目以待。

状元故里成就别样南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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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青口村文化礼堂：

状元故里的存与续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傍晚的青石板上，隐约长出了点
点青苔，沿着乡村小路，蔓延至村尽头
的黑瓦红墙的状元楼——赤岸镇南青
口村王泽龙状元馆。门前，偶有来人经
过，便会驻足停留，或双手合十，或潜
心静坐，闭眼尽享片刻的宁静与内心
的丰盈。

从古至今，“学习”两个字在人们
心里的分量从未减轻，甚至变得越来
越重。在南青口村，“勤耕好读”的传统
则以一种特别的形式传承至今，全村
人以好学上进为荣，以学思优异为荣。
而这一切都与村内最初的“状元”历史
有关，“状元故里”也成为南青口村约
定俗成的称呼。

凤楼梧桐花开千秋秀，林茂根深枝
繁万年春。走进南青口村巷弄，王氏宗
祠文化礼堂门两侧，一副对联道出村庄
百年历史，对联首字组成“凤林”二字，
再加上大门两侧所画的松鹤与孔雀，足
以彰显凤林王氏代代尊崇的高尚品德。

踏入王氏宗祠，猪血红的木墙木
门，似一张大手罩住整栋建筑，裹挟着
历史的年轮无声停留。相传，南青口王
氏先祖王彦超是大宋王朝开国功臣。

《凤林青口王氏宗谱》有篇《祠堂记》曰:
“义乌邑南三十五里，曰青口，双林乡之
故家也，其先太原人，有讳彦超，为越州
节度使者，以五季之乱避地于本邑之凤
林乡。”据史料记载，王彦超是历史上五
代至北宋初年著名将领，他早年从军，
后来成为北宋的中书令，封为邠国公，
去世时73岁，获尚书令。

当年，王彦超迁徙到义乌南部，即
如今的赤岸镇朱店一带，其中一支后代
搬迁到如今的南青口村。其原因有二：
其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太祖“杯酒释
兵权”；其二就是赵匡胤早年曾经要求

王彦超收留而没有得到应允，当上皇帝后的宋太祖向
王彦超问起当年不愿意收留他的原因，王彦超深感伴
君如伴虎，便早早地解甲归田，南下过上了乡野生活。

如今，南青口村的王氏一族发展越来越好，《凤林
青口王氏宗谱》收录了明朝军师刘基为南青口村王氏
一族题写的“江南望族海内名家”八个字。七百年来，南
青口村依然重视勤耕好读传统，王梅圆、王益鑫、王萃
山、王廷星、王晓绮、王希宇等列入义乌名人录；医学专
家王益鑫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凤林王氏的故事，至
今还在南青口村口口相传，而详尽一些的，都记录在了
文化礼堂厅堂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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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猪血红又叫状元红，这是一种尊
称。”南青口村文化礼堂管理员王晋木说。
走进王氏宗祠，千篇一律尽是亮眼的状元
红。宗祠正门，一个戏台子背门而设，唱戏、
放电影、宣教活动等等，村内各种乡风礼俗
均在此举办，在经年累月地刷漆与重建中，
古老的戏台子焕发出新的光彩。

越过戏台子往里走，王氏宗祠别有洞
天。一个四合院式的小花园内，长着两棵常
青树，绿色的树枝越过黑色的瓦片，向上长
出一种不屈的姿态。一旁，状元红镂空的木
墙内设有“农家书屋”，内有免费书籍供村
民阅读，村庄好学之风源远流长。

南青口村文化礼堂最负盛名的，便是
崇尚勤学的状元王龙泽的故事。据史料记
载，王龙泽（1246年—1294年），字极翁，号
静山，祖上三代皆进士出身，少时受熏祖
训，苦读励志，后投学讲岩书院，乡试省试
皆名列前茅，京试状元及第，官授承事郎、
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然而，就在王
龙泽中状元当年，元大将即挥师南下，宋朝
灭亡。当时有民谣唱说:“龙在泽，飞不得；

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其中的“龙
在泽”即指王龙泽，“万里路”即指榜眼路万
里，“幼而黄”即指探花胡幼黄，这首歌谣写出
了王龙泽等人难以履职的尴尬无奈困境。

王龙泽不得不回到家乡，当个教书先生。
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满腹经纶的王龙泽只
在乡间读书、教书，研究理学，但他的才干最
终还是受到了元太祖忽必烈的关注。当时，忽
必烈十余次诚邀其出任江南邢台监察御史，
王龙泽被元太祖的真诚打动，决定出山为官。
传说，上任时，蝗旱之灾接踵而来，百姓生活
苦不堪言，王龙泽带头自减薪俸，赈恤灾民，
政绩斐然。他还向朝廷建言《王御史言六事》
得以采纳，极大地推动了县乡教学，婺州之地
大兴县学之风，各色书院也相继兴起。

有感于王龙泽的恩泽，1983 年，凤林王
氏三十五世孙王孚有自发组织牵头，将南青
口村内曾经的关爷庙（村集体用房）改造成

“王龙泽状元馆”。然而，2014年，该馆因电线
老化漏电失火，四百余年的古建筑毁于一旦。
直到2016年，新建的王龙泽状元馆才得以重
新投入使用。

状元王龙泽的故事起源

义乌孝义故事

礼堂印象

凤林心亭

文化礼堂内设农家书屋

王氏宗祠戏台

王龙泽状元馆

状元故里廊道公园

文化礼堂厅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