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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昨晚，在市武术协会训练场，武术老师吴根
法正在免费教授拳法，“别小看每个动作，要练习到位可
不是件容易的事，动作要协调连贯，出拳要有力。”吴根法
把每个动作分解后，再耐心地进行讲解。

为弘扬武术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市武术协
会特开设传统武术公益培训班，并邀请吴根法老师授课，
本期共有35人报名。学员们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练习，每
次练习一个半小时左右。

吴根法从13岁开始习武，至今已有64年，是一名出
色的武术家，长期潜心习练拳术，精通岳家拳、洪拳、广东
南拳、义乌南拳、螳螂拳及太极拳。他身手矫健敏捷，动作
具有很强的实战性，通过推陈出新，他创建出一套独特的
太极拳练功方法，目前有弟子几千人。本次培训班，吴根
法教授的是五经拳，其拳法讲究的是刚劲有力，最大特色
在于后发机制、攻守相济，还能锻炼胆识，防身健体。

开设公益培训班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进一步推动我市武术运动的发展，促进广大武术爱好者
之间的交流学习，深刻领会传统武术保护和传承的重要
意义。为鼓励和支持市民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市武术协会
将不定期面向全市武术爱好者持续开设公益培训班。

市武术协会传统武术
公益培训班开课

刀、锏、斧头、钩镰枪……沈宅
村人好武，至今文化礼堂内存列着
十八般武器。历史上曾出有名的武
师：拳脚棍棒师父沈堂森，刀枪南拳
师父沈滨琴，被十里八乡啧啧称赞。

习武之地，拼搏向上精神勃发。
旧时，沈宅村多数村民靠农牧渔收
入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便
各显神通，从最初的串棕衣、弹棉花
补贴家用，到后来的车螺丝、贩米
糠、做棕床、养珍珠、收购旧塑料品
（废旧凉鞋等）、买卖碎布头等，一跃

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主力军。
沈宅村还是味美甘甜的甘蔗、

雪花梨和无籽葡萄的种植基地，这
些农作物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农
忙之余，传统特产“沈宅素面”“沈宅
馒头”“沈宅豆腐”一一上市。曾经有
童谣这样唱：“吴店摇头，沈宅面，溪
田水碓不落锅”，讲的就是沈宅人好
客的传统。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
山更青水更秀了，村民腰包鼓了，村
庄发展走上了康庄大道。

近年来，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生

活环境质量，沈宅村两委干部带头，
主动走前列作标杆，将网格党建与
和美乡村建设紧密衔接在一起，团
结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形成
了党员引领、党群联动，共建和美乡
村的生动局面。

2018年以来，村两委发动党员
率先做到“五带头”，带动全村群众，
集中清理垃圾、整理房前房屋、进行
五水共治，村内环境卫生面貌焕然
一新。

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助力
村民共同富裕，今年第一季度，沈宅

村筹集 900 多万元资金，用于建设产
业综合大楼，目前工程已进入施工阶
段；与金华交界处的三口池塘逐一收
回，将建造一个集休闲与娱乐于一体
的大型垂钓中心，现已在施工中；上溪
镇政府引进的五七农场农旅开发项目
即将进入原生态开发中。

清晨东方既白，村民的文化生活
从这里开始，读书下棋聊天静坐，充实
而安逸；入夜华灯初上，大幕拉开，说
学弹唱轮番登场，引来大伙阵阵喝彩。
而今，沈宅人正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绘
就幸福生活的大美画卷。

拼搏精神 百世不易

▢ 通讯员 徐敢

本报讯 义乌籍知名作家贾献文诗文集《怀念樟树》
日前由中国诗联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

《怀念樟树》收入散文48篇、新古体诗390首，并有作
者漫游故乡义乌，行游江西井冈山、安徽马鞍山、宁夏青
铜峡等名胜古迹的照片151幅。

贾献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10
部、散文集11部、电影电视剧本23部、新古体诗集2部，

《怀念樟树》是作者的第52部文学专著。原国家教委副
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欣然为该书题词：诗文味长，笔
墨情长。

贾献文诗文集
《怀念樟树》出版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本报讯 6月11日，《群星闪耀——深度对话百名金
华作家》编撰工作推进会在义乌市稠州小学举行。据悉，
该书由金华市作家协会和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联
合编撰，汇集金华地区有影响力的百名作家访谈文章，计
划于今年年底出版面世。

一直以来，金华市作协注重培育文学创作队伍，坚持
出人才、出作品，锻造文学婺军的中坚力量。目前有金华
市作协会员698人，浙江省作协会员258人，中国作协会
员36人。近年来，金华市作协不时在金华地区组织开展
如作家驻村、专题采风、诗歌大赛、网络征文、文学新人培
训等各类文学集结活动。而编撰出版《深度对话百名金华
作家》一书，为金华文学婺军再次吹响了“集结号”。

书中百篇文章基本以对话访谈形式呈现，从作家如
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如何寻找创作灵感到生活经历与文
学创作的关系、写作风格的形成与变化、工作经商与创作关
系的协调，以及对文学创作的体会、感悟等，多层次、多角度
进行深入挖掘，不仅展示文学婺军风采、反映金华文坛成
果，也能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文学新人以启示和借鉴。

《深度对话百名金华作家》
编撰工作推进会议举行

上溪镇沈宅村位于义乌西大门，

东临航慈溪，南依麒麟、伏麟山，西伴

潜溪，北接吴店，是一个交通便利、山

清水秀的村庄。远远望去，村外的河

流与道路交织，宛如四条银链。

据《双溪沈氏宗三谱》记载：南

宋时，沈约的二十三世裔孙沈明善

举家迁居义乌吴店航慈溪双溪口沈

宅村，在这里繁衍生息，为义乌沈氏

之始迁祖。相传，沈宅村乃吕洞宾指

点胜地卜宅，子孙兴旺，人才辈出。

因沈姓之宅，故而得名。

岁月流逝，750 余年光阴如白

驹过隙。麒麟山畔，沈约文脉却世代

相传，文化如明珠般大放异彩。

2014年11月，沈宅村文化礼堂

建成以后，立被评为三星级文化礼

堂。今年4月，2021年度浙江省五星

级农村文化礼堂名单公布，沈宅村

文化礼堂亦榜上有名。沈宅村文化

礼堂内涵丰富、精彩纷呈，是村里日

常活动的聚集地，也是村民精神文

明的栖息地。

沈宅村文化礼堂：

绽放文化异彩 打造精神家园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均为资料图）

礼堂印象

沈宅村文化礼堂坐东朝西，占地
414平方米，由村民们经过百余天的
努力、耗资110万元建成，外观恢宏
气派且设计感十足。两旁设有文化长
廊，展示着沈宅的村史村情、红色文
化、沈姓渊源、活动剪影等内容。

2015年7月16日，汉阴《沈氏家
训》在中央纪委网站头条位置隆重
推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沈氏族人纷纷
以此为荣，将其摘录书写悬挂于文
化礼堂内。

《沈氏家训》共计 20 条，1933
字，创立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

1789年），讲修身、重耕读、讲礼仪、
严教子，是沈氏族人的传家宝，也是
中华传统家规的典范。在筚路蓝缕、
艰苦奋斗的征程中，《沈氏家训》传
承先祖精神、凝聚本族人心，熏陶和
养育出了一代代为国为民、清正廉
洁、宽厚谦恭的沈氏贤达。

旧时，沈宅村祠堂曾存有一幅
“沈氏手卷宝箓”长卷原件，后因战
火流传到了诸葛镇银塘花厅沈村。
长卷中列有“沈氏宗谱序”“沈氏世
牒”“先裔画像”“名人重臣文赞”“圣
旨诏令”等 13 幅独立画卷。手卷中
的先裔画像有官至尚书仆射的沈

约、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沈义
伦等大小16幅，画高约20厘米，有
工笔、水墨等，形态各异。卷头有名
家所作的沈氏谱图序，“名人重臣文
赞”的题词者则有苏洵、刘伯温、宋
濂等人，多为诗作。

1996年为了纪念先祖沈约，沈
宅村民自发筹资，在古麒麟岩寺基
础上扩大提升成了沈约公园，成了
村民全新的立德之所。公园内，沈约
纪念馆为两层建筑，飞拱斗檐、白墙
黛瓦、红柱彩梁；沈约雕像高2.8米，
全体金身，一派浩然正气；佛教信仰
圣地大雄殿，庄严宏伟……

“沈约为人淡泊明志，为官造福一
方，我们都以他为榜样！”沈氏后人沈
高明动情地说。

《沈氏家训》 代代相承

迎珠灯是沈姓后裔闹元宵时
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精彩。在文
化礼堂里，还安放着珠灯出迎的

“八宝仪仗”。
相传，沈约后裔自宋朝定居以

来，深受战乱之苦。直至洪武十五
年，全国呈现出一派昇平祥和景
象。沈宅村大兴土木，重修庙宇、祠
堂，定于正月十五迎珠灯。珠灯分
大小灯头，小灯头前后两颗珠形彩
灯，画有八洞神仙和宝器，用于接
板桥灯。大灯头共三盏，分头盏、二
盏、末盏，分别画上 48 幅数百樽子
城庙、麒麟大官、天上神佛、阴曹罗
殿等佛像。

“每到迎珠灯时，灯头前，有彩
旗五十多面，开路牌、八宝仪仗、五
市等宝器，十分威武，其形式与众相
同。”沈宅村党支部书记沈利明说。

除此以外，《周周有戏》民生实
事·文化惠民演出晚会也是村民期
待的盛会。

每当夜幕来临，沈约公园内一
派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一曲悠扬的

《喜闹花台》民乐演奏拉开了序幕，
义乌道情《十杯香茶》、婺剧彩妆正
本大戏《三请梨花》《百寿图》等大家
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齐齐亮相。

“自 2016 年起首演，已经持续
了 6 年。”沈利明一手创办了义乌

市群民艺术团，并推出了《周周有
戏》文艺演出活动。

刚开始阶段，演出活动只是每
周一晚上在公园平地上进行表演，
设施简陋，条件艰苦。渐渐地，文艺
演出内容越来越丰富，前来围观的
村民越来越多，“地毯式”的演出不
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沈利明便自掏腰包，斥资 50 多万元，
成功搭建了麒麟之声戏曲大舞台。更
专业的设备、更专业的团队，为村民
带来更加热闹丰富的文艺表演。

近年来，沈宅村致力于挖掘传统
文化，成立了武术班、舞蹈队、锣鼓
队、剑术队等各类文体队伍，为村民
的精神需求营造一方宁静的港湾。

传统文化 踵事增华

雪后的沈约公园一角。

《周周有戏》文艺节目在麒麟之声戏曲大舞台上演。

沈宅村文化礼堂外观恢宏气派。

迎珠灯是沈宅村独具特色传统之一。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徐壮）记者16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202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招聘特岗教
师67000名。

2022年，中央“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重点向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倾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
岗教师，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
体音美、外语、科学、劳动、心理健康、信息技术、特殊教育
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确
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保证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
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要认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
工作，加强岗前培训。

2022年全国计划
招聘特岗教师670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