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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为推进全省数字化改革，规范和优化开放
性场馆预约参观工作，为观众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11月29日起市文化馆（市非遗馆、七墨美
术馆、文化广场剧院、澄心学堂）启动线上（扫
码）预约参观制度。

市民可使用支付宝或浙里办扫描二维
码（见下图），选择“义乌市文化馆”进行入馆
预约，并填写相关信息，便可预约成功（入馆
核销）。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
预约的市民，需填写个人
相关信息，之后系统会保
存数据；预约成功后，请于
预约当天进馆核销，过期
作废。疫情期间，需要实名
登记、亮二码着实繁琐，线
上预约更为省时省力。

市文化馆
开启网上预约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民生实事“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堂特色
课程——亲子茶艺课将于 12 月 4 日开课，届
时孩子可以跟随资深茶艺导师培养动手能
力，养成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与从容，体验泡茶
和品茗的乐趣。

“茶艺亲子班，旨在让孩子更早地接触传统
文化，在一杯茶里学习礼仪，在一杯茶里感知自
然，在一杯茶里体会上善若水，在一杯茶里学会
孝亲尊师。”茶艺亲子班负责人介绍。

本期课程将免费向公众开放，以孩子为主，
父母为辅，亲手操作，分享体验泡茶全过程。让
孩子和父母在茶艺学习中，加深交流，拉近亲子
距离。同时让孩子学会基本的礼仪，学会奉茶，
懂得感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

“花开四季”亲子
茶艺班即将开课

沿着干净整洁的村道踱步，村中
央的山盆五间砖雕门牌楼格外出挑，
土黄色的砖墙与一旁的房屋风格两
样，显得古朴且老旧；村的另一头伫立
着一栋时思祠，为清代建筑，内设毛泽
东铜像、照片、资料等。据悉，山盆村现
有古厅堂4栋、牌楼1座、古井4口、古
桥1座，其中，时思祠、开一公祠堂、牌
楼被列为义乌市文保单位，江桥为义
乌市文保点，莲祠堂为义乌市历史建
筑。古街穿村而过，为南北走向，距今
约 700 年。这些古建筑与文化礼堂一
起，承载了多少村庄的历史故事，又凝
聚了多少代村民的思想精粹。

不仅如此，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
暑，山盆村文化礼堂还是村民们避暑、
宴请的好去处。为改变婚礼讲排场、
大操大办的攀比风，山盆村还引领
青年转变婚恋观，倡导喜事新办的
文明新风尚。村文化礼堂落成后，多
对新人在此举办婚礼，复古与现代
结合的礼堂设计，以及可容纳 60 多
桌酒席的空间，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
睐。“在文化礼堂办婚礼，在村口的莲
祠堂办白事，已成为村里约定俗成的
规矩。”朱江春说。

历史车轮滚滚，山盆村已迈向了
新的产业与更好的明天。山盆下水碓，
杨梅整大堆。每年的端午到夏至，是杨

梅的上市季节，山盆村2000余亩的杨
梅也迎来大丰收。杨梅成熟的季节，前
往山盆摘杨梅的人络绎不绝，漫山遍
野的杨梅娇艳地在枝头招摇。据悉，这
里的杨梅按成熟的先后主要有荸荠
梅、炭梅、东魁三种。荸荠梅果肉鲜美、
香味浓郁、甜酸适中；炭梅肉质柔软、
酸甜适度、品质优良；东魁色美、味甜、
核小。各色杨梅争奇斗艳，引得人垂涎

欲滴。“杨梅每年都能为村里新增集体收
入，已经是村里的大产业了。”朱江春说，
在文化礼堂内还设置了杨梅介绍版块，
杨梅早已被载入村史。

而今，一个焕然一新、传统与现代完
美融合的农村礼堂展现在山盆村村民面
前，散发着古老而醇厚的魅力。她就像一
座“桥梁”，连接着古与今，也承载着希望
与梦想。

古今资源荟萃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近日，北苑街道丹溪社区推出“不‘健’不散
运动打卡”线上主题活动。

“今日跑完6公里”“打卡第6天，坚持”……
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在小程序上“打卡”，上传
自己的健身图片。据悉，此次线上活动将现代科
技手段和全民健身有机融合，参与者可通过搜
索“友好丹溪”微信公众号，选择进入“运动打
卡”等相关操作。参与者根据自身喜好，选择“每
日任务”中的“全民趣味打卡”或“全民线上马拉
松”，即可进入每日打卡模式。

“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线上打卡运动
模式有力推动了辖区居民开展体育活动，让
更多人在体育运动中养成健康快乐的生活方
式。”丹溪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设定 21
天运动打卡，让居民收获自我管理的习惯。同
时，大家在微信群内互动支持点赞，收获了互
相监督、共同进步的“打卡”友谊，携手共建和
谐社会。

丹溪社区开启
线上运动“嘉年华”

山盆村文化礼堂：红梅山下聚星光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11月27日，由多宝拓印社主办的观古鎏金
拓片艺术巡展在义乌收藏品市场观止厅开展。

本次拓片展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古今拓片
作品80余幅，有摩崖石刻、木雕、秦砖汉瓦、名
家碑帖等，呈现各个朝代的不同人文风情。展览
通过巡展方式对展品的深度梳理，多角度立体
呈现传统石刻文化的史料、文物收藏、艺术欣赏
等丰富内涵和多重价值，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弘
扬书法艺术、普及艺术知识、丰富人们精神生活
都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宝拓印社作为本
次巡展主办单位，更希望从艺术的角度向观
众呈现各个朝代书法艺术的高超成就以及石
刻中精美的纹饰、雕刻等艺术信息，通过拓片
了解历史上的各类名家作品，共鉴古代先贤
的宝贵积淀。

此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4日。

观古鎏金拓片
艺术巡展开展

北魏飞天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都说秋色寂寥，叶落枝少，日出
前的霜降与日落后的寒气，易把人
们劝退在温暖的房屋中不敢出门。
然而，位于红梅山下的赤岸镇山盆
村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文化礼
堂及周边格外热闹，村里的老人们
喜欢出门晒太阳、聊闲话，周末村里
更是欢声笑语相伴，欢歌劲舞相随，
老人、青年、孩子相互逗趣，其乐融
融，如此和谐的乡村生活，无不令人
羡慕。

这里是赤岸镇有名的杨梅之
乡，这里有着修缮一新的古建筑，这
里有口口相传的难忘历史。如今，这
些记忆被复刻在山盆村古朴、精美、
雅致的文化礼堂内，也凝固在村庄
各个角落的时光中，静待人们掀起。

驱车沿着义武公路拐进山盆村，
村口毛山线的梅山桥前，一排小型银
杏树直直立着，风一吹，空中抖落一地
金黄，深浅不一的银杏叶铺满了村道，
似是热情欢迎外来客进入山盆。往梅
山桥里面开，沿线一条小溪与道路持
平，溪边一条游步道正在抓紧建设中，
想必再过不久，这里将是另一番美景。

山盆村的美，不细品道不明。放眼
望去，山盆周边尽是溪流与小山坡，但
村中央立着的文化礼堂，却给人一种
莫名的安定感。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民
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的
家园。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从
2019年开始，山盆村两委便对村大会
堂进行重新修缮，结合开一公祠堂，积
极打造三星级农村文化礼堂。“有文化
礼堂之前，村里的热闹是分散的，有了
文化礼堂之后，村里的热闹是集中的，
是随处可寻的。”山盆村党支部书记朱
江春说。

走进大会堂，扑面而来的 200 余
平米大舞台让人眼前一亮，大红的灯
笼及整齐排列的座椅，显得大气又精
致。朱江春说，村里的晚会、比赛等大
小活动都会在此举办。舞台的周边，还
设有星火长廊、风物长廊、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乡贤书法家“长耕书道馆”以
及退役军人服务站等，尽显家国大爱
与人文情怀。

“热闹”便是山盆村文化礼堂的主
色调。与大会堂相连的，便是古建筑
开一公祠。开一公祠又名景昌公祠，
三进五开间，占地 700 余平方。一进
门，一座古老的戏台便背门而建，红
色的纸灯笼挂在屋檐下，令人无限
遐想。挂着的红灯名为八角塔灯，是
义南廿八都紫阳朱氏后裔村在闹元
宵时所迎的红灯，意为营造浓厚、和
谐、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据说，村
里戏班子、新人婚礼仪式都会在这
个戏台上完成。

定格人文情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开一公祠东面二楼的“朱子文化
馆”内，记录了理学大家朱熹先生的事
迹。朱子文化馆墙壁之上，朱子生平、
宦海浮沉、书院教育、理学大成、朱子
遗风等五大单元主题叙事铺陈开来，
展陈朱子题刻墨宝、宋式文人器具、诗
词图绘、经典藏书等。此外，馆内开设

“朱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
别版块，让朱子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
明价值中焕发生机，让人们在流连品
鉴中聆听先哲良训，对话新时代文明。

记者了解到，紫阳山盆朱氏为南

宋理学家朱熹后裔。始祖开六公朱权，
号丹岩，系朱熹五世孙，为宋都指挥
使。少年时期的朱熹师承“武夷三先
生”，其养父刘子羽设“紫阳楼”安置朱
熹一家，少年朱熹便求学于此。“紫阳
讲堂”由此而来。开一公祠里间也为此
设了紫阳讲堂，平时用于党史学习教
育、孩子暑期活动等。

除了朱子文化之外，让山盆村村
民口口相传的血泪史，便是记录在“星
火长廊”之上的“火烧山盆”事迹。据村
史记录，1942 年 8 月 20 日，因国民政
府曾迁山盆村办公而遭日寇报复，全
村除朱孝义祠外，500 余户农户的

2000 多间房屋及刚入仓的粮食均被焚
毁，死165人，1700余人流离失所……虽
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作为历史的烙印依
然深深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为了让村民们了解更多历史，汲取
更多精神养分，山盆村在祠堂二楼设置
了阅读吧，内设藏书800余册，及报纸、
杂志10余种。此外，祠堂内还设了春泥
活动室，是弘扬传播朱子理学、教育思
想、著作遗风的历史名人专厅，也是山盆
村开展青少年德育与朱子文化传习活动
的重要基地。“无论过了多少年，村文化
礼堂都会将村庄历史记录下去，让山盆
文脉源远流长。”朱江春说。

难忘历史烙印

书香气息浓郁的紫阳讲堂

山盆村文化礼堂

保存完好的老戏台保存完好的老戏台

山盆村大会堂

“火烧山盆”的抗战记忆

山盆五间砖雕门牌楼

文化礼堂挂着朱熹画像

修缮一新的时思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