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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东山头坐落在大山深处，是磐安
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现有村民 500 多
人。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山外去闯荡
了，一些有条件的家庭尽量把孩子接
到外面去上学，留在村里生活的基本
上以中老年人居多。

这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实施，东山头村的景象也发生了一
些改变，村里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完善，
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便利。相对物质
生活的不断提高，村民的文化生活仍
不够丰富。

近日，从山外来了一群“不速之
客”。与这群大多 20 多岁的青年男女
一起来的，有 400 多册涵盖人文、教
育、经济、养生等领域的书籍，还有数
套电子书籍资源库。除了搬书、整理书
柜外，有几个年轻人还教闻讯而来的
几位老年村民如何从电子书籍上翻看
戏剧。由于语言不同，双方在交流时偶
尔会借助肢体语言，现场气氛融洽，笑
声不断。

这群年轻人来自义乌工商学院的
经济管理学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
这里捐建一个小型的“红领”图书馆，
让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子不仅有花香、
饭香，还有书香。该学院党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这次组织的“书送温暖，情
系偏远山区，助力共同富裕”爱心捐书
活动得到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今后
会努力维护好村里的这个“图书馆”，
常来走走看看，充分发挥学院的现有
优势力所能及地为当地村民多做一些
实事。

那么，远在义乌的工商学院如何
与这个磐安的偏远山村结缘？原来，东
山头村是经济管理学院“红领”实践团
去年的暑期社会实践地点。去年夏天，
20名实践团成员在这里，与村民同吃
同住了半个月，大家从陌生到熟络，彼
此建立起较好的感情。这期间，来自实
践团的大学生为山村拍摄宣传片、搭
建数字服务平台，给原本沉寂的山村
带来了勃勃生机。

据了解，作为学院“红领”实践团
建团百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后，经管学
院还将围绕乡村振兴等内容，继续组
织开展系列活动，为共同富裕贡献年
轻力量。

大山深处有书香
义乌工商学院在偏远山区捐建“红领”图书馆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3 月 11 日，北苑街道幸福社
区联合市旗袍联合会开展公益体
验培训活动，加深社区居民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激发大家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

来自市旗袍联合会暨丹青女
子学院学员带领大家感受传统礼
仪、体验旗袍文化，并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表演。教学互动中，配上婉
转美妙的音乐，所有人一遍遍练

习，在不断地训练中塑造女性的
独特之美，或端坐颔首，或翩然漫
步，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显得从容
大方。大家表示，在优秀传统文化
的学习交流中提升才情、增强文
化自信，得以激励女性踔厉奋发
绽芳华。

据悉，此次公益培训还邀请
了市中医医院医共体北苑院区的
专业人员，为大家讲解女性保健
知识，分享简单疾病自我筛查的
实用技能。

幸福社区开展
公益旗袍体验活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为传承民俗文化，倡导健康
生活理念，日前，稠江街道杨村社
区举行“龙舟点睛”、龙舟竞渡等
民俗活动，弘扬文明新风，助力美
丽稠江建设。

“一点眼睛，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二点天庭，吉星高照，鸿运
当头……”主持人在宣读祈文后，
现场嘉宾为春龙点睛开目。被点
睛的龙头栩栩如生、气韵传神，寄
托着大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
顺的美好愿景。点睛结束后，龙舟
队队员来到稠江公园观音湖，把
龙头和龙尾安装在龙舟上，进行
传统的龙舟竞渡。现场，在锣鼓声
与呐喊声中，龙舟队伍在稠江公
园的河上飞驰而行，龙舟健将们
随着口号挥动船桨，劲头十足，奋
勇争先。

据悉，龙舟竞渡以绿色、健
康、环保的方式，祭奠伟大的爱国

主义诗人屈原，倡导健康有益的
生活方式，深受广大市民的追捧。
现场有市民表示：“今天来到稠江
公园这边春游，正好赶上了龙舟
竞渡活动，感受到了浓郁的中国
传统龙舟文化氛围，很有民俗特
色。跟随他们一起呐喊助威，太激
动人心了。”

“今年是亚运之年，不同于篮
球、足球，龙舟运动没有身体对
抗，能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培养团
队精神。”稠江街道杨村社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5月，杨村社区
组织辖区居民成立了 18 支龙舟
队，活动之余，社区龙舟队还经常
代表社区外出参加比赛，获得
2021 第五届中国金华龙舟赛女
子组第一、二名等殊荣。接下来，
杨村社区将结合亚运年，每月举
办此类活动，树立鲜明文化导向，
引导更多人参与民族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

传承民俗文化 倡导健康生活

稠江街道
开展龙舟竞渡活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日前，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
工会发出通知，决定举办全市职
工书画摄影大赛，现进入作品征
集阶段。

通知指出，为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全面展现义乌发展
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广大职工蓬勃
向上的精神风貌，围绕高质量高
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总体
目标，打造新时代文化义乌高地，
市总工会决定联合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局举办 2022 年义乌市职
工书画摄影大赛。

此次大赛包含书法、绘画和
摄影三个专区。作品必须为职工
原创，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热情讴
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
人民，充分展示新时期产业工人
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面貌，
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和新时代义乌精神。

目前，大赛已开始作品征集，
截稿日期为 5 月底。市总工会将
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对作品
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作品，并对获奖作
者进行表彰和奖励，获奖作品将
进行统一展示。

全市职工书画摄影大赛
作品征集启动

现场嘉宾为春龙点睛开目现场嘉宾为春龙点睛开目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2022 年浙江省第十七届运
动会在金华举办，我市为协办城
市。为做好省运会的宣传工作，营
造全民参与、全民支持的体育文
化宣传氛围，市文旅局特举办“韵
动浙江 和美义乌”体育漫画创作
大赛，并面向全社会征稿。

本次大赛征稿时间从3月10
日至5月30日止，要求参赛作品
围绕“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主
题，展现赛事的花样缤纷，内容幽
默健康、积极向上的漫画类、动画
类和动漫衍生品均可参赛。

漫画类作品单幅、多格都可
以，要求手绘作品尺寸不小于
30×40㎝，不大于 70×70cm，电

子 作 品 要 求 分 辨 率 为 300dpi、
jpg 格式，图片不小于5MB，不大
于10MB。动画类作品二维动画、
三维动画和定格动画都可参赛，
要求时长不超过 1 分钟，作品原
始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格
式为 MOV、AVI 或 MPG。动 漫
衍生品包含漫雕、手办、玩偶、
机甲等动漫作品，实物类作品
宽 不 超 过 80cm、高 度 不 超 过
80cm。

主办方将委托由专家组成
的评审组对作品进行公开、公正
评选，初评和复评评选结果将在
文旅义乌、义乌市文化馆、义乌
市现代漫画动画艺术研究院公
众号进行公示，本次活动将展出
68件作品。

“韵动浙江 和美义乌”
体育漫画创作大赛开始征稿

▢ 朱庆平

大陈镇北金山村古塘洪自然村
陈氏宗祠自今年农历年初三正式开
祠以来，以其庄严典雅、工艺考究、
文化氛围浓郁，每天吸引着上千市
民前来参观考察，成为义北的一件
文化新鲜事。

大陈陈氏

陈氏宗祠，位于大陈古塘洪村，
是陈氏大宗族古塘派的支祠、房祠。

南 宋 末 年 ，礼 部 尚 书 陈 镐
（1219-1277），又称“万一府君”，羡
慕义乌龙溪山水之秀丽，由东阳迁
来义乌“龙祈鸡山之阳”定居，发家
发族，其后人慢慢繁衍到附近的 36
个村落，时人以“大陈”称之。陈镐是
大陈陈姓的始迁祖。陈镐九世孙陈
同寿（昇一公），天资聪颖，考虑到陈
氏家族人丁兴旺，必须开拓新的发
展空间，征得家族同意后，率先开发
古塘洪村。从此，他们开山筑屋，开
垦种粮，种桑养蚕，过着安居乐业的
生活。陈同寿是古塘洪村的始迁祖，
后人为了缅怀昇一公的事迹，建造
宗祠以祭祀之。

古塘洪村最早的陈氏宗祠，建
于哪朝哪代，具体时间已无记载，
规模宏制也已无人知晓。据如今的
老人们回忆，只有前后两进，布局
摆 设 等 早 已 忘 了 。新 祠 堂 建 造 以
前，旧祠堂已经破烂不堪、风雨飘
摇，无法修复了。

2016 年，古塘洪村决定重建陈
氏宗祠，各位乡贤踊跃响应。世界义
商总会第一届会长陈萍先生捐赠巨
资，并中途接手重新设计图纸，拿出
2000 多万元资金，独自重建陈氏宗
祠，报效桑梓。

儒商陈萍，古塘洪村人，借着改
革开放的春风，吃苦耐劳，坚韧不
拔，敢为天下先，创办了义乌最早的
衬衫厂。四十余年来，他纵横商场，
转战南北，创下了不凡的业绩。在个
人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他不忘家
乡父老，向大陈镇北金山村、古塘洪
村老年协会、义乌市慈善总会、古塘

洪村文化礼堂、苏溪镇杜村文化礼
堂、义乌市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
会、义乌市教育基金会大陈镇分支
机构等捐款数千万元，体现了一位
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民生意识、儒商
风范，堪称道德楷模。

新祠堂从2021年3月开始动工，
年底竣工。陈萍派出一个专业团队，
精心策划，专门负责这一工程。新祠
堂位于原祠堂南面，少部分基址重
叠，向南扩出 1600 多平方米。整个工
程建筑面积 1804.93 平方米，前后三
进。建筑总层数地上二层，1139.3 平
方米；第二、三进地下设地下层，面
积 665.63平方米。

纵观整座陈氏宗祠，外观庄严
肃穆，墙面红砖、青瓦覆顶；马头墙、
屋顶吉祥雕塑、硬山顶，充分展现了
中国南方传统建筑的风格；三进院
落，中轴对称，玄堂、享堂、寝堂，步
步高升；内部结构、功能设施齐全。
在装修风格上，蕴含了丰富的传统
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副副
对联、嵌墙碑文，让人沐浴在传统文
化的氛围中，感悟人生的哲理、思索
人生的意义。虽然是民间的祠堂，但
造出了皇家的气派，儒家的文化氛
围，工艺考究，典雅大方，宏伟壮观。

陈氏宗祠文化

义乌城区走国贸大道，往大陈
方向，从大陈口下，东北方向走锦衣
南路，过龙溪，转瑞云路，不到半小
时的车程，就来到了古塘洪村。陈氏
宗祠坐落在瑞云路边上，坐北朝南，
背靠风景秀丽的湖山屏景区，景区
内有500多年历史的瑞云寺。

陈氏宗祠前是一个 788 平方米
的广场，青石铺地。广场上矗立着一
座牌坊，冲天四柱三间三楼，用石头
雕刻加工而成。牌坊总体宽度 11.5
米，中间两根望狮柱头高 10.1 米。望
狮柱头上的四个狮子，中间两个朝
南望，左右两个分别朝东、西瞻望，
威风凛凛，拱卫着古塘洪村，守护村
民四季平安。双龙脊饰，回纹云栱，
枋心雕刻“富贵福禄”“金玉满堂”等
吉祥纹，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牌

坊正面中间上书“古塘洪村”，两边
的对联是“彰上代义民，粮草力肩资
反掌”“慨大明太祖，沛霖恩赐受荣
名”，由上海著名书法家林仲兴先生
用篆书撰写，婉约遒劲，古意盎然。
此对联，把当年古塘洪村民见义勇
为资助明军，解决缺粮危机，突破
重围，反败为胜，大明太祖恩敕“洪
村”的历史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
牌坊背面的对联是“人生哪能多如
意，万事但求半称心”，横批是“仁
德古塘”，由上海著名书法家刘小晴
先生用行书撰写，纵横有致，潇洒自
如。对联写出了世人生活的常态，蕴
含哲理。

祠堂第一进为玄堂，歇山建筑，
设置雕刻精美的斗拱。屋顶雕塑为
金光闪闪的“双龙戏珠”和“一鹿封
猴”，象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立
面中间是门厅，门厅两侧是传统的
八字墙并堆塑精细垛头。门厅上方
是一典雅庄严的黑色牌匾，镶金红
边框，上书金色“陈氏宗祠”四字。门
厅两侧的对联是“世间几百年旧家
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
书”，对联由清嘉庆年间状元姚文田
所撰，由当代浙江著名书法家金鉴
才先生用行楷书写，金光闪闪，浑厚
饱满，一气贯注。大门为铜门，主体
纹饰为向日葵，向往光明之花，寓意
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团结互爱，守望
相助。门厅背面两根立柱上，是对联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
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由林仲兴先
生用篆书撰写，古朴盎然。门厅两侧
布置两间厢房，约 50 平方米，作为售
卖区和接待室。门厅两侧厢房的墙
壁上，镶嵌着陈萍先生的行楷书法
碑刻《论语》和《大学》摘录。

祠堂第二进为享堂，257 平方
米，硬山建筑，侧面为五叠马头墙，
屋 顶 装 饰“ 螭 吻 驱 邪 ”和“ 一 鹿 封
猴”。“螭吻驱邪”寓意驱凶辟邪，保
护家宅平安，也有“鲤鱼跳龙门”之
意。享堂南立面正中，有对联“佛为
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

“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
活”，对联取之国学大师南怀瑾先

生，由上海著名书法家张森先生用
隶书撰写，和谐稳健，结构舒展。享
堂布置为一个中型会议室，30 盏宫
灯高悬，东立面为一个巨大的液晶
显示屏，西立面为陈氏第 28 世孙陈
萍先生手书的 2300 多字的《古塘洪
村陈氏宗祠记》。享堂四周、屋顶用
胡桃木装饰，包以金箔、铜饰，显得
金碧辉煌，庄严典雅。

祠堂第三进为寝堂，布置为供
奉及祭祀的场所。屋顶雕塑为“一
鹿封猴”。寝堂南立面正中，是上海
著名书法家张国宏先生撰写的行楷
对联“萃子孙于一堂序长序幼，祭
祖宗于百代报德报恩”，行笔稳健，
笔画浑厚。寝堂正位供奉着古塘洪
村的始迁祖昇一公和夫人洪氏的画
像，两侧有预留的灵位。寝堂同样
用胡桃木装饰，咖啡色油漆，柱头、
纹饰包以金箔、铜饰，正方格屋顶，
银灰花岗岩地面，显得庄严肃穆。

二、三进享堂、寝堂的下面，设
地下层，面积有 665 平方米，安排了
休闲健身、文化娱乐等预留场所，将
成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

三进院落，由东西两侧连廊连
接，形成两个回字形的结构。连廊两
侧的墙壁上，镶嵌着陈萍先生用行
楷撰写的《孝经》五个章节：开宗明
义、三才、纪孝行、广要道、广至德。

《孝经》装饰石材边框由卷草纹和回
字纹组成，寓意着生机勃勃、源远流
长、安宁吉祥。《孝经》，是中国儒家
文化核心之一，是人人必须遵守的
处世准则，安身立命之本。陈萍先生
选录的《论语》《大学》《孝经》片段，
意在劝诫后人，要遵循强大的社会
法则和延续千年的传统道德伦理规
范，义字当先，诚实守信；坚韧不拔，
刚强不屈；隐而不发，有容乃大；承
诺是山，智赢天下……

义乌，一个以传统道德规范命名
的城市，养育了“勤耕好学、刚正勇
为、诚信包容”的义乌人民和义字当
先的义乌商人群体。陈萍先生提倡

“世界义商，义利双行”，在宗祠中以
书法艺术及传统文化的内容陈列，对
后人的昭示和启迪，意义深远。

六年重建路 赤诚报桑梓

大陈镇古塘洪村守住陈氏文化之魂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在开展服务。

村民在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一角。

赠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