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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8 日，稠城街道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市党
群服务中心举行。市文联、稠城街道相关负
责人及辖区文学艺术爱好者代表到场参加
活动。

经大会选举，宗一飞同志当选为稠城
街道文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据了解，新成
立的稠城街道文联下辖涉及摄影、作家、书
画、音乐、舞蹈、戏曲等 6 个协会，以及蓝天
鹅艺术团。其中，每个社团都设置了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委员，便于开展
相关文学艺术活动。

稠城街道地处义乌市中心，文化底蕴深
厚，辖区既有绣湖、大安寺塔等义乌地域文化
的象征，也有包括鹅文化、孝义文化、西门老
街历史文化在内的诸多特色文化。近年来，稠
城街道始终以群众需求为方向，创新培育了
街道社区文化节、孝子祠邻居节等众多文化
活动品牌，带动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
展。同时，不断整合现有文化设施和资源，着

力在文化建设上打造“一社一品”，借助文化
活动空间、“文化家园”、文化志愿服务队伍等
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创作等活动，让新时代
文明实践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新成立的稠城街道文联将承担起“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引导广大
成员发挥各自专长，创造更多的文艺精品，用
影像、书画、歌舞、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展现
稠城之美，讲好义乌故事。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稠城街道：推动文化建设 讲好义乌故事

连绵不断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
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新时代背景
下，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义乌素有“小邹鲁”的称誉，是历
史文化沉淀深厚的“方志之乡”。一直
以来，市史志部门坚持挖掘地方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
文化义乌工程，推动地方志事业不断
发展。

时至今年煜春，义乌地方志事业
再上春山，近期，又摘得多项沉甸甸的
荣誉：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数情况公
布，义乌荣登各县（市、区）地方志事业发
展指数榜首；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史志期
刊质量评估系列活动中，《义乌史志》期
刊特色突出、质量较高，被通报表扬……

纵观近年来我市地方志事业发展
的历程，可见累累硕果压枝头。在义乌
方志人一年又一年“把冷板凳坐热”的
坚守中，亦不乏一幕又一幕热辣滚烫
的镜头——

《义乌年鉴》创品牌

集百业为一册，缩一年为一瞬。提
起《义乌年鉴》，业内人士纷纷竖起大
拇指，这是义乌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
一张金名片。

近年来，有诸多高光时刻让人难
忘：2021 年，《义乌年鉴（2020）》被评
为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年鉴，迅
速打响了知名度；2022年，《义乌年鉴
（2021）》从全国四五千部年鉴中脱颖
而出，荣获年鉴工作最高荣誉——第
六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中国精品年
鉴”（全国仅17部，浙江仅2部），成为
义乌地方志发展史上一项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要成果；在第九届全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选中，被评为

特等年鉴；2023年，《义乌年鉴（2022）》
再次获评浙江省精品年鉴……自
2008年以来，《义乌年鉴》已公开出版
16部，有7部在全国年鉴质量评比中
获奖，频频引人注目。

年鉴各地都有，《义乌年鉴》为何
如此耀眼？每年都要出，如何在保持相
对固定的框架下让年鉴各有亮点？窥
一 斑 而 知 全 豹 。翻 看《义 乌 年 鉴
（2021）》，全书设 51 个类目、341 个分
目、1856个条目，共200幅图照，分类科
学、层次清晰、归属得当、编排有序，具
有浓厚的义乌城市个性和地方色彩。

据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吴小锋介
绍，从创刊伊始，《义乌年鉴》便坚持

“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编纂思路，从
突出地方特色方面精细入手，从科学
设置篇目方面精准发力，找准城市综
合年鉴定位，突出自身地域特点和时
代特色，不断创新求变。

“外面雪花飘飘，室内工作热度上
升。做好 2023 年年鉴收尾工作，为
2024年年鉴编纂工作与时俱进、高质
量发展出谋划策。”在年鉴工作人员的
微信朋友圈里，记录下了1月22日的
一幕，短短几句话描绘了一个热气腾
腾的场景。

毋庸置疑，《义乌年鉴》有一个精
干的工作团队，无论是谋划、统筹，还
是编纂，实行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每
一年，从向各部门组稿，精雕细琢打磨
修改定稿，到迎接省级、国家级专家评
审……即使时间再紧、要求再高，团队
成员们都能迎难而上，用汗水和心血
交出满意的答卷。

《义乌丛书》树旗帜

“义乌是全国地方志系统中制定
《义乌丛书》编纂整理规划并与全国高
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合作立
项、全面启动此项工作的县级市。在全
国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也是一面旗帜。”2011 年，“方志文献
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专家对义乌编纂的《义乌丛书》进行了
点评，评价甚高。

据悉，2008 年底，《义乌丛书》编
纂总体方案出台，《义乌丛书》编纂工
作启动。市史志部门十余年如一日，深
度挖掘利用方志资源，上下同心倾力

创作耕耘。至今，共编纂155部合计237
册约5772万字。《义乌丛书》以系统、浩瀚
的纸质书籍形式，将义乌建县2200余年
以来传统人文学术精髓与时代要求整合
在一起，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育
人”作用，为义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
滋养和智力支持。

这套丛书一面世，就引起社会的关
注。其中《义乌敲糖帮——口述访谈与历
史调查》荣获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千古长城义乌兵》得
到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赋诗
推荐，并在《人民日报》隆重推介；《冯雪峰
全集》荣登第八届中国出版奖榜首；《域外
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还被
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课题；《义
乌地名故事》荣获浙江省民间文学映山红
奖……近年来，《义乌丛书》先后有18部著
作获得市级社科成果奖。

《义乌丛书》被称为“义乌版的四库
全书”。它不仅走进国家方志馆、省市图
书馆、义乌市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学校
社区、文化礼堂，还漂洋过海被全世界最
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意大利东
方博物馆、法国巴黎档案馆等收藏。

去年年初，“义乌版四库全书”项目
荣获全省市县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十
佳”典型案例。为持续推进《义乌丛书》文
化工程，去年 9 月，我市印发《〈义乌丛
书〉（第二期）编纂总体方案》；去年底，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形成了
高层次合作机制。

近期，《义乌丛书》编辑部正在进一
步完善工作细则，将文史普及、学术研
究、往哲著述、史志文献、商贸文化等五
个板块进一步细化优化，使之更具操作
性和规范性。

商城兴起“修志热”

以“方志之窗”展示“义乌之治”。据
记载，义乌修志传统始于唐代。自北宋元
丰（1078年—1085年）年间，义乌知事纂
修元丰《义乌志》伊始至新中国成立之
前，义乌历史上有15次修志经历，留存
后世6部。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先后完成

《义乌县志》《义乌市志》两轮修志工作，
编修部门志、村志近30部。

去年12月，《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赤岸镇志》通过省级评审。会议上，评审
组一致认为：《赤岸镇志》系统性地介绍

了文化名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的历史与现状及发展全貌，资料充实，线
索清晰，语言简明，文笔流畅，具有较强
的存史资政价值。此外，《北苑街道志》已
被列入浙江省乡镇街道志编纂试点。

近年来，义乌史志部门承前启后推
广地方志编修，呈现出镇（街道）志、部门
志、专题志、行业志齐头并进的良好态
势。目前，《佛堂镇志》《中国小商品城志》

《义乌公安志》《义乌园林志》《义乌供销
志》《义乌地名志》《义乌政协志》等志书
修编正在深入推进。

眼下，村志编修俨然成了义乌乡村
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标志。老方志人施章
岳在《义乌村志编修之我见》一文中提
出：因我国历史上“皇权止于县政”传
统，县以下乡镇、村庄成为一个以自治
为主的领域，其镇、村志书的编修一直
不被关注。1996 年，《前洪村志》成功编
修，打破了义乌村志编修沉寂了近千年
的局面。随后两年内，《下骆宅村志》《北
苑何麻车村志》迅速跟进。截至2023年
年底，义乌已先后编修、出版了20余部
志书及村史。

“本地人写本地事，如数家珍，最具
特色。”施章岳说，廿三里街道《王店村
志》特色鲜明，在村历史、经济、文化、人
物等章节中，用近 10 万字记述了敲糖
人名录、敲糖人生活、敲糖人生意经、杰
出敲糖人事迹；江东街道《大湖头村志》
乡土味特别浓厚，书中除行政沿革、党
政群团、兵役 3 篇 8 章外，其余 12 篇 30
章，凡记事、状物、言情使用俗语达 400
余条；后宅街道《曹村村志》呈现出不拘
一格的面貌，书中将辽宁省绥中县偏远
山乡花户庄的九旬老人曹成惠及其儿
子、孙子的口述资料浓墨重彩予以记
载，让流落他乡四百余年的曹氏族人回
归故里。

乘着改革发展的春风，义乌地方志
事业不断迎来新发展：随着方志数字化
转型工程推进，方志数据资源、数字方
志一体化平台和数字方志馆正加快建
设；随着方志文化创新工程深入，图文、
影像等新方式，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传播
方志文化；随着方志人才培育工程实
施，义乌市史志专家库成立，首批20名专
家名单公布……放眼乌伤大地，传统方志
文化方兴未艾。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5月29日，记者从
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获悉，
2024 年“周末戏相逢”惠民演
出活动将于今晚正式开启。

据悉，本届“周末戏相逢”
惠民演出活动共有 8 场演出，
时间为 5 月 31 日—7 月 26 日。
首场演出是婺剧《包公铡国
舅》，时间为今晚7时。

其他演出安排为：6月7日
《义乌高华》，6月21日《宗泽》，
6月28日《三打白骨精》，7月5
日《汉文皇后》，7月12日《徐文
清公》，7月19日《天之骄女》，7
月26日《杨门女将》。

“周末戏相逢”是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为丰富群众周
末文化生活推出的剧场文化惠
民活动，由市婺剧保护传承中
心精心编排一系列精彩剧目。

“周末戏相逢”
惠民演出今晚启幕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稠城街
道绣湖社区联合绣湖小学开展

“红色浸润童年 十岁筑梦成
长”主题活动。

活动伊始，金华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最美五老”、绣湖社
区治社导师团吴广秀，现场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红色故事分享
课。“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吴广秀老师勉励大家珍惜当下
的美好生活，铭记历史，好好学
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在才艺展示环节，来自绣
湖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歌舞

《中华少年》，展现自强自信、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表演结束
后，绣湖社区党委书记龚志成
为参加活动的孩子们送上十岁
成长的美好祝福，希望大家努
力成长、勇敢地放飞梦想。

校社携手开展红色主题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5月28日下午，我
市“温暖的旅程”未成年人亲子
读书活动在新丝路学校启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明
办、市教育局、北苑街道办事处
主办，旨在推动全市未成年人深
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活动在《舞龙》表
演中拉开序幕，舞龙少年们身着
表演服装，威武的彩龙在他们手
里或翻滚或腾跃。随后，朗诵《唐
诗里的中国》让在场师生感受文
字的力量、阅读的魅力。

活动中，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本土知名作家骆有云分享
了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心得，让
大家受益匪浅。新丝路学校四
年级学生金昱含告诉记者，自
己保持阅读的习惯，每天会花
20 分钟时间阅读。“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当我们有足够
的积累，才能写出更优美的作
文。”她说。“在家营造良好的读
书氛围，不仅能长知识，还能增
进我们的亲子关系。”学生家长
代表刘河仙则讲述了自己与孩
子的阅读趣事。

现场还举行了图书捐赠仪
式，由北苑街道联合新华书店
捐赠1000册新书，进一步激发
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我市启动
“温暖的旅程”读书活动

孩子们朗诵孩子们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唐诗里的中国》》

孩子们展示才艺孩子们展示才艺

览一方之古今 铸岁月之华章
——义乌地方志事业撷英

《义乌史志》期刊获全国通报表扬。

《《义乌年鉴义乌年鉴》》集锦集锦

方志馆一角方志馆一角 义乌方志人拜访在京的文史界乡贤义乌方志人拜访在京的文史界乡贤

义乌方志馆开展社科普及活动义乌方志馆开展社科普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