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副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雯 电话：0579-853810102021年11月14日 星期日 校对：熊健兵2

▢ 通 讯 员 朱姣俊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教育宣传形式,厚植辖区
青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近日，稠城街道“童
心向党——忆往昔峥嵘，拓今夕
风华”红色诗歌拓印活动在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

本次活动巧妙渗透思政教
育，围绕“长征故事我讲述”

“《七律·长征》我诵读”“红色传
拓我铭刻”三个主题展开。整个
活动以传拓技艺为依托，寓教
于乐，以此引领青少年儿童学
习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

活动现场，学员们认真观
看了“飞夺泸定桥”的视频片段，

并围绕开启长征的原因、长征时
间及参加对象等关键词展开讨
论。稍后，学员们用饱满的激情、
声情并茂的语调讲述了一个个
鲜活、感人、可歌可泣的长征故
事。紧接着，学员余郑妤字正腔
圆地带头朗诵《七律·长征》，不
知不觉中所有学生跟随旋律、齐
声诵读。随后，工作人员围绕《七
律·长征》诗词，组织学员们学习

“捡字、排版、敷墨、印刷”等传拓
技艺的工序，学员们收获颇丰。

“以‘长征精神’为纽带，以
《七律·长征》诗歌为载体，能让
辖区青少年儿童更好地了解红
色历史，同时结合新时代青少
年的梦想，传递红色力量、传承
革命精神，共同‘拓’步向前。”
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
关活动负责人表示。

稠城街道开展“童心向党”
红色诗歌拓印活动

记者手记

“非遗”的本质并不是“高大上”，而是
源于最琐碎而鲜活的生活，是人民在千百
年的劳动、发展过程中创造、传承并享用的
宝贵财富，文明传承中不可剥离的载体。

传统围裙制作技艺入选第八批义乌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不仅附着在精
致的艺术品上，更渗透在义乌人朝升夕落的

“日子”里，浓缩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中。
传统围裙制作工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东西，是一笔不可估算的财富，是一个地方
文化底蕴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更好地保护我们
的“老祖宗”。“不让非遗成真遗。”叶巧仙感
言，非遗守护路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11月11日，2021年斯路晨
读“共建和美家园”唱村歌比赛
在何斯路村举行，村民们用一
首首带着乡土气息的村歌致敬
新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
的炽热情感。

舞台上，村民们引吭高歌。平
日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大
部分是第一次登台唱歌。有的连
普通话都算不上标准，但在舞台

上他们自信满满、精神百倍。
一曲曲乡音，承载着村民

们对家乡的热爱和美好期盼，
生动展现了何斯路村独特的人
文环境、村容村貌、村风民风，
反映了村民的幸福生活。

“作为土生土长的何斯路
人，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参加村
歌比赛，感觉特别自豪。”村民
何大伯高兴地说，希望以后能
多举办这样的村歌比赛，增加
村民的文化素养。

斯路晨读“共建和美家园”
唱村歌比赛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为提高义乌市文化馆的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自11月9日
起，市文化馆推出“云游艺术”
线上课堂。市民可通过关注义
乌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免费
收看直播课程。

据悉，课程涵盖剪纸、书

法、舞蹈等内容，通过知识讲解
与实践演示相结合的方式，为
大家奉上有主题、有情怀、有传
承的非遗文化盛宴。边看边学
边实践，运用全媒体进行线上
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网
络的传播作用，面向广大人民
群众，对非遗文化进行宣传，为
非遗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市文化馆“云游艺术”
线上课堂开课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11月11日，第三届义乌市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专题展在绣
湖公园大安寺塔下展出。

本次活动由稠城街道绣湖
社区主办，旨在通过展示“榜样
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社区生根、开花、结果。
活动现场，主办方共展出“敬业
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等十位第三届义乌
市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他们中，有三十年如一日，
对遭遇车祸导致瘫痪的妻子不
离不弃，用行动诠释爱情誓言
的好丈夫；有为救火不顾自身
安危，而导致自己烧伤面积达
15%的优秀党员；有二十多年

来为云南山区的孩子们募捐
100多万元的新义乌人……展
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详
细地展现了道德模范的感人
事迹。

“他们都是平凡人，做着一
些我们都在做的寻常事；但他
们又很不平凡，能日复一日地
把一些寻常好事坚持做下去。”

“这个朱奶奶就是我们隔壁村
的，口碑很好，尊老爱幼、孝老
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
德，要向她学习！”展板前，不少
市民被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深
深感染，并引发共鸣。

据了解，在充分做好疫情
防护工作的基础上，此次专题
展览还将在绣湖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一楼持续展出一周。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专题展
走进绣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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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传统围裙曾经是老一辈人不可

或缺的生活元素，它以耐用、不褪

色、透气吸汗等特性深受人们喜爱。

婚嫁时围裙“压箱底”，有着新娘到

夫家之后能勤俭持家，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的美好寓意。

随着纺织业飞速发展和人们生

活方式不断变化，传统围裙逐渐从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成为尘封

的记忆。为保护和传承传统围裙制

作技艺，今年，传统围裙制作技艺入

选义乌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为了解传统围裙的发展

现状，11月10日，记者走进佛堂老街

手艺人叶巧仙的布店，探寻传统围

裙的传承与发展创新环境。

1962年，叶巧仙出生在佛堂镇
上叶村的一户普通人家，外婆和母
亲都是织布能手。“小时候，我总是
围绕在外婆和母亲身边，看她们织
布，制作围裙。”叶巧仙说，这是挥之
不去的温暖记忆。自小的耳濡目染，
让叶巧仙也迷上了这门手艺，12岁
便开始学习编织围裙，掌握了从纺
织棉布、结花边到染色的整套传统
围裙制作工艺。

据介绍，围裙起源于唐宋时期，
古时围裙主要用来外出遮风挡雨，
干活防污挡尘，式样五花八门。随着
时代的变迁，到明清时期，围裙走入
寻常百姓家，老百姓制作围裙的工
艺也慢慢兴起，并走向高潮。两开
裙、抱裙、挂裙等式样应有尽有，应
用十分广泛。

对老辈人来说，一块小小的围
裙或许就是乡愁，不奢华，不浮躁。
迎着阳光，妈妈穿着围裙叫孩子们

起床，一块蓝印花布围裙便见证了
一家人的琐碎生活。“别看现在不时
兴，这些围裙可是以前女儿出嫁‘压
箱底’的必备嫁妆。”叶巧仙边说边
拿出一件围裙向记者展示，“这条白
色的围裙马上就要做好了，现在年
纪大了，制作一条围裙至少要一个
星期左右。”

于叶巧仙而言，制作围裙的手
艺是传家宝，千万丢不得。有一
年，她出门旅游，看到少数民族的
妇女正在用传统腰机织布。熟悉
的场景立刻唤醒了儿时的记忆，
也让她从中看到了商机。“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返璞归真的
消费潮流也逐渐兴起，还能带动
祖传手艺的复兴。”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守，各
种传统技艺才得以传承至今，让现
代人可以感受古代文明的丰富和
温暖。

家传技艺不能丢

人来人往的佛堂老街上，叶巧
仙的布店小小一间，并不起眼。一进
门，用土布制成的围裙随即映入眼
帘，有原色坯布下缀流苏式样的围
裙，有绣花蓝布围裙……这些围裙
色调清新明快，样式朴素大方，图案
淳朴典雅，即便是挂在墙上做装饰，
也是一道风景。

“我在老街做了30年的传统围
裙生意，可以说钻研围裙数十载，对
围裙产生了不同感想。”叶巧仙告诉
记者，传统的围裙制作技艺本身首
先考虑的是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根
植于民间。“我收藏了许多条围裙，
每条围裙都是用纯植物靛青染料浸
染的。”

制作传统围裙要挑选上等棉
花，手工纺成棉纱；然后将棉纱用
米汤水浸泡 2—5 个小时后晒干；
每一根棉纱线上都要用黄蜡反复
拉擦后，再手工编排制作，编织成
裙面；然后结围裙花边；再进行染
色晾干；上裙腰、定型至成品。“一
条围裙的制作，难在结围裙花边。
结花做工精细，主要有花篮结、芝
麻结、方格结、波浪结、石榴结、核
桃结、竹节结等吉祥花结图案。”
叶巧仙说，每道手工制作工艺必
须环环相扣，制作人须心灵手巧、
技艺娴熟。

“墙上这条与围裙的区别在于，
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叶巧仙指
着一条蓝白红的棉布说，它称为抱
裙，早年间嫁女儿都会买两条，寓意
来年就可以抱孩子。

据记载，传统围裙应用广泛，老
百姓居家生活、田间地头都离不开
它，因而讲究实用、耐用、美观，它是
传统纺、织、结、染技艺文化的多样
融合。

悉心钻研数十载

叶巧仙认为保护传承这门技艺
刻不容缓。如今，她也看到了希望，
传统围裙制作技艺入选义乌市第八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非遗不仅要留住原汁原味，更
要留住文化之根、文化之魂、文化之
脉，而不能只留下一具文化外壳。同
时，非遗传承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文化产品只有在接受、欣赏、使用、
分享中才能重获生命，枝繁叶茂，生
机勃勃。非遗要和时代需要结合起
来，和大众审美结合起来，和日常生
活结合起来，才能“老树”发“新芽”。

“任何一门手艺慢慢学着就发
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难到让人放弃

的地步，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围
裙制作也是如此。当你静下心来是
一种很愉悦的享受。”叶巧仙说，她
收了一名徒弟，目前已经基本掌握
了围裙制作技艺。

万木葱茏，向新而生。如今，令
叶巧仙欣喜的是，一些用土布制作
的传统围裙、床品等开始受一些讲
究环保的消费者青睐。不久前，一位
远在四川的客商特意赶来订购了一
批土布。“希望有更多人欣赏这门手
艺，并参与其中，将它传承下去。”而
她自己，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将
这家店开下去，让更多人领略传统
手艺之美。

留住非遗之美

编织围裙花边

围裙染色

染色后晾干

黑白方格裙

普通裙

嫁妆格子围裙

▢ 通 讯 员 邵兴泉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近日，在数百名工人的日
夜奋战下，交旅集团稻田民宿
项目主体结构顺利结顶。

稻田民宿项目位于大陈镇
八楂公路东侧 B 地块，项目占
地面积3309.95平方米，建筑占
地面积1428.2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4490.07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30.8 平方米，
地上四层地下一层，规划建筑
高度 17.65 米，地上机械停车
位21个，室外停车位14个，充
电桩5个。

该项目充分利用大陈镇土

地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建成后
将为大陈镇及精品线周边提
供优质旅游资源配套，丰富沿
线运动休闲内容，打造区域民
宿特色，为游客提供更舒适、
更贴近自然的休息环境，有效
提升当地知名度和影响力，进
一步为全市文旅建设贡献“交
旅力量”。

此次稻田民宿项目主体结
顶，为后续节点推进创造了有
利条件。下一步，交旅集团将持
续挖掘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紧紧抓住文化振兴的“根”，充
分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争取
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为乡村振
兴筑起坚实基础。

稻田民宿项目主体
顺利结顶
建成后将为大陈镇及精品线周边提供优质旅游资源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