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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本报讯 为丰富辖区青年
群体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一场
以“青春合伙人·幸福加‘焙’”
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稠城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

“希望大家能在创作过程
中发现并感受食物之美，领悟
艺术的生活化、多样化，让绘画
不再局限于日常的一张纸、一
堆颜料。”主持人的一番开场
白，勾起了参与者的兴趣。在讲
解完制作过程后，一旁的甜品
老师还不时提醒道，“要先用大
抹刀抹上背景底色，再用小抹
刀修饰颜色细节。如果想要呈
现渐变色的效果，可以在调色

盘上调好后再抹上去，直接抹
的话颜色容易混在一起。”

现场，大家自由发挥，尽情
创作，先在调色板上用奶油和
食用色素混合调好颜料，再用
抹刀把颜料一点一点涂抹到吐
司上。“很解压，那一刻感觉自
己就是艺术大师。”

“吐司涂鸦”
让生活充满艺术气息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城西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城西街道
流大塘村文化礼堂开展了趣味
剪纸活动。

活动现场，村民和志愿者
围坐在一起，一边讨论着剪纸
的技巧，一边摸索实践。大家虽
然初次接触剪纸，手法生疏，但
丝毫没有影响创作热情。“年纪
大了，这种活动既动手又动脑，
对我们很有好处。希望文化礼
堂以后要经常开展这样的活
动。”村民王阿姨说。

此次趣味剪纸活动，不仅
培养了村民的兴趣爱好，丰富

了娱乐生活，还使村民感受到
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在活
动中增进了邻里友情，拉近彼
此距离。

城西开展趣味剪纸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11 月 26 日，由市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
2023年义乌市“诗画浙江·商贸义
乌”旅游饭店服务业技能大赛在
义乌大酒店举行，吸引了全市16
家单位、75位优秀选手参赛。

结合我市旅游饭店行业的
发展水平和行业状况，本届大
赛设置了中餐宴会摆台+斟
酒、客房铺床+夜床小毛巾折

叠、万能工以及小视频拍摄+
制作比赛四个项目，实现了规
范与实操相结合、传统与创新
相结合、比赛与实用相结合，激
发了旅游饭店从业人员学习新
知识、掌握新技能、创造新业绩
的热情，达到以赛促训、以赛促
学、以赛促用的效果。

经过角逐，义乌大酒店获
得一等奖，银都华悦酒店、三鼎
开元名都大酒店获得二等奖，
商城宾馆、海洋酒店、锦都酒店
获得三等奖。

2023义乌旅游饭店
服务业技能大赛落幕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上午，
来自义乌、浦江两地的二十多
位文学界人士齐聚苏溪镇三
联村，开展颜乌孝义文化研讨
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来到三联
村参观了颜乌非遗展馆、孝德
楼、孝子厅，实地感受“颜乌葬
父”孝义文化。研讨会上，苏溪
镇党委委员何琦俊就苏溪镇
孝义文化建设工作进行具体
介绍。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
如何传承孝义文化”发表见
解，提出意见。

自2021年以来，苏溪镇把
“孝义文化建设”列入镇文化
建设的 1 号工程来抓，多载
体、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孝
义文化传承弘扬，撰写了3000
多字的《孝义故里亟需深挖孝
义故事课题调研报告》；在“爱
义乌”App 苏溪镇版块开辟了

“孝义苏溪”专栏，宣传报道苏
溪镇的孝义人物和故事；完成
了 8 万多字 100 多幅图表的

《苏溪红色文化脉络》整理；投
资 40 多万元升级打造孝义门
球场。今年1月16日，《颜乌的
传说》成功申报浙江省第六批
非遗项目。

义浦两地举办
颜乌孝义文化研讨会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11 月 25 日，市古
今文学研究院组织 16 名文艺
工作者走进廿三里街道陶店
村，开展“唱响艺术乡建 为乡
村振兴赋能”采风活动。

当日，采风团一行先后参
观了陶店古民居群和五星级
文化礼堂，并与该村相关负责
人座谈乡村发展。走访中，采
风团成员发现，陶店村的民居
群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建筑
年代明确，工艺精美，具有很
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不仅如此，村里还汇聚了一批
民间手艺达人，有捏面人师
傅、糖画师傅，还有道情艺人
和竹篾匠等，这些传统的手
艺，弥足珍贵。

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将
采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
种形式，为陶店村乡村振兴赋
能，为廿三里美丽城镇增添“人
文美”，助力“拨浪鼓之乡”绘就
美丽城镇新画卷。随后，市古今
文研院还向陶店村文化礼堂赠
送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二十
四孝》图文刺绣挂图和60册书
刊、书法作品等。

市古今文研院开展
乡村采风活动

村民展示剪纸作品。

在吐司上涂鸦。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初冬的绣湖广

场是温柔而多彩的，

头顶蓝天白云，绿草

黄叶、各色小花尽收

眼底，还有一口千年

古井见证着这座城

市的古往今来……”

近段时间，有网友在

自媒体发了一组照

片，引起不少人的关

注和点赞。

网友提到的这

口古井，位于绣湖广

场东北侧。近日，记

者同稠城街道绣湖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一起，专门到现场一

睹芳容。
从朝阳门停车场往绣湖广场方向走

数百米，即可见绿树掩映间有一座四角
井亭。走近些，便会发现亭子的檐梁雕刻
着花鸟树木纹饰，古色古香，而古井便在
井亭中心。井亭旁矗立着一块石碑，刻有

“义乌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春秋战国古
井”字样，立于2005年1月23日。

“这是前些年修缮过的遗址，文保单
位。夏天时，人站在井旁明显会感到有凉
风从里面出来，很凉快。”工作人员说。

对于类似古井、古街、古建筑类的古
迹，后人是陌生的，也是心存敬畏的。早
在去现场之前，记者就提前做了“功

课”，专门向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
健老师请教。通过傅老师的细心介

绍及提供的相关史料，我们对这
口古井有了大致了解。

据悉，2000年5月2日，
绣湖广场进行旧城改造，

施工过程中发现了 20
多 口 古 井 遗 址 。其

中，在原金山岭顶
下一地就多达12

口，保留下来
的便是今绣

湖广场东
北 侧 的

一口古井。该古井深约4.1米，木质井架
保存完整，共有8层，井壁呈正方形。其
中，每层用4根桁木搭成“井”字形，桁木
上有榫扣，互相咬合，为半榫连接结构，
整个古井呈底圆而口方的状态。

据说，这是义乌现存最“高龄”的水
井。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实
验室C14测定：这口古井的年代为距今
2300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值得一提的
是，从同一口古井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
细方格印纹红陶缶，断代同为春秋战国
时期。此举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可靠性。

2005年，该处古井遗址被公布为义
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于春秋战国

在古代打一口井的成本很高在古代打一口井的成本很高，，而当而当
时绣湖这一带竟然有时绣湖这一带竟然有2020口口，，其中的其中的1111口口
水井还分两排整齐排列水井还分两排整齐排列。。种种迹象表明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水井的存在应该不是为了满足普通这些水井的存在应该不是为了满足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之需老百姓的生活之需，，而是有其他特殊的而是有其他特殊的
安排安排。。

既然水井不为既然水井不为““水水””，，那么其用途是那么其用途是
什么呢什么呢？？

经过不断查阅众多古籍，傅健老师
在晋代王嘉的《拾遗记》里找到了相关线
索——“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闲算
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积于越
都，以为器。铜铁之类，积如山之阜，或藏
之井堑，谓之‘宝井’。”其大意为，春秋战
国时期的越国谋臣范蠡，把四海难得之
宝物，积聚于越都———义乌句乘山，而
把铜铁之类的战略物资藏之井堑。

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正值吴越
两国争霸之际，双方均举全国之力参
战，长年烽火不熄。两国交界处的杭嘉
湖地区是主战场，常正面交锋，而位于
会稽山之后的乌伤等地算是其大后方
了。古井深闭、石窟幽邃，从某种角度
而言，此处不失为“藏宝”的好地方。

当然，历史终归是历史，推测也
好，分析也罢，很多东西早已无法考
证。一口古井承载的是说不清、道不明
的历史沧桑，记录的是生生不息的人
类文明。对后人来说，如何保护好历史
文物、如何传承好传统文化，才是当务
之急。

岁月无声，时光荏苒。数千年过去
了，这口井旁边的人不知道换了多少
茬。绣湖一带在义乌人心目中，有着极
为重要的地位。过去的绣湖，是我们这
座城市的中心，是许许多多老义乌人
的记忆所在：除了被视为义乌城市标
志和地域文化象征的绣湖、大安寺塔，
还有周边热闹的居民区、鱼市、义乌老
师范学校、老电影院……

如今，经过数年城市有机更新，义
乌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于绣湖而言，周边的楼房越来越新、越
来越高，视野也越发开阔。这口古井用
自己的方式，见证着周遭环境的变迁。
无论是新景还是旧貌，无论是前人还
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是不
变的。

春秋古井叹春秋，只言精彩不言忧。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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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炭化的木架古井。（资料图）

图图①①：：古井铭。
图图②②：：古井上方用类似铁丝

网的盖子封住。
图图③③：：晋·王嘉《拾遗记》。（资

料照片）
图图④④：：文物保护责任公示。
图图⑤⑤：：静穆的井亭。

春秋战国细方格印纹红陶缶。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