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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昨日下午，商城文艺大观园
《离形得似——王犁画展》在义乌春及草
庐美术馆开展。

王犁现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
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合作导师，桂林

美术馆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他出版的
文集有《书桌画案》《排岭的天空》《忍不住
的表达》《回到铅笔》。王犁参与主编《时钟
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等多本文献，
以及《王犁画集》等多本个人画册。

本次展览共展出王犁历年来创作的
100 余件绘画艺术作品，全方位体现他的

文化修养、艺术才情和创作个性。观展嘉
宾评价，王犁是一位全能型的教授，他笔
下的女性，质朴且温暖。他的作品营造出
对美好的向往，进一步折射出艺术家本人
对于“独乐乐”与“众乐乐”之间独特的人
文关怀。王犁的画作将人性归还于大俗之
性——陶醉、富态，心宽体胖，不为妄想所
动，不为生活所累。

嘉宾观看展出作品后，齐聚春及草庐
多功能厅举行《离形得似——王犁画展》座
谈会。来自杭州、青岛、南京等地的专家、学
者及书画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展览
作品和王犁艺术成就展开深度研讨。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
展出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在此期
间前往春及草庐美术馆观展。

商城文艺大观园《离形得似——王犁画展》开展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义乌桥头遗址是什么时候被发现
的？”“一眼万年，在这里，我们与历史重
逢。”……11 月 26 日上午，透过明亮的玻
璃窗，阳光洒进“考古”教室，一群来自绣
湖小学的孩子，正专心致志地听着讲解员
唐老师的提问。“秋季后，经常有来研学、
参观的市民、游客。”运营负责人陈鹏霖不
禁感叹。桥头考古遗址公园，今年9月下旬
开门迎客，如今已成了我市的新地标，兴
起研学游热。

作为一座城市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已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那么，对
于公共文化空间，群众有什么新需求？我
市又是如何打造公共文化空间IP，让“流
量”持续转化为“留量”？

“历史的转角”添魅力

在桥头考古遗址公园门口附近，立着
一块《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课本的展示
牌，其身后正是课本配有的“浙江义乌桥
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照片。

今年秋季学期，在新一轮全国通用的
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中，“上山文化”入
选新出版的全国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
史》七年级上册。浦江上山遗址于2000年
被发现，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类型，被命名为“上山文化”。目前已
发现24处上山文化遗址，其中，义乌桥头
遗址属于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是上山文

化重要遗址之一。利用学院研学实践课
堂、假期、周末等时间，我市不少学校组织
学生前往桥头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研学活
动，通过实地参观体验，深入了解辉煌历
史与文化魅力。“我们推出主题研学产品，
精心设计线路，由研学导师带着同学们现
场上课，以更全面了解义乌桥头遗址。”陈
鹏霖说。

在义乌，不只是遗址公园，美术馆、图
书馆、文化馆等场所占据了群众文化生活
的重要位置。这些供公众集会、交流、参与
和体验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都属于公共
文化空间。有专家解析，当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喜欢上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空
间，这是文化有活力的表现。

近年来，我市按照地级市“五馆一院
一厅”标准，打造大型公共文化场馆设施，
聚焦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升。截至目前，
全市建有镇街综合文化站14个，图书馆分
馆15个，城市书房21个，文化驿站18个，
乡村博物馆12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220余个。“我们发现，在农村部分文化
活动同质化严重，缺乏‘一村一品’特色品
牌。”市人大代表、我市无同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法人朱山英深入农村走访调研，
聚焦农村公共文化场景建设提出意见建
议。现实中，公众更期待文化空间能带来
沉浸式体验、社群式参与、场景化消费的
文化服务。

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11 月 29 日，我市非遗馆“非遗拾光”

成人公益课堂上，20位市民化身艺术家，
沉浸其中，小心翼翼地在底板上勾勒图案
轮廓，用镊子将纤细的金属丝弯曲成型并
精准粘贴，再精心挑选珐琅釉料为图案上
色。经过高温烧制，掐丝珐琅工艺品呈现
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这次推出掐丝珐琅、
古法香牌、木雕等主题课程，通过连续开
课的方式，邀请市民到市非遗馆‘打卡’，
体验非遗指尖艺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直以来，市文化馆、非遗馆持续举
办“蒲公英”全民艺术学堂、“非遗与你童
行”亲子研学、“有凤来仪”传统文化雅集
等艺术普及活动。市非遗馆不断加大对当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力度，通
过“非遗周末聚”非遗活态展示活动，让广
大市民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感受诸
多的传统非遗技艺。据统计，今年来，市非
遗馆组织举办各类非遗活动1000余场次。

义乌非遗是民间生活的智慧结晶，通
过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展示、教学，让广大
市民在非遗中看义乌传统文化。陈明亮，
第七批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工作室，
不同年龄段的学琴学员看到了匠人们背
后的故事和坚持，让人们感受到了非遗文
化的温度和深度。

没有市场就没有生命力，非遗的传
承发展一方面需要新鲜的“血液”，赋予
非遗技艺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非遗传
承人也要耐得住性子，在坚守中不断精
进技艺。

探索打造IP的不同路径

明月当空，矗立在鸡鸣山的鸡鸣阁，
成为夜色中耀眼的“明星”。市民、游客常
常专程赶到这里，欣赏鸡鸣阁夜景，感受
城市万家灯火的惊艳。

再小的创新也能被看见。鸡鸣阁冰箱
贴等“城投好物”以及桥头遗址文创等，让
市民、游客拥有义乌“带得走的风景”。从
2022年起，我市创新推出了“义乌礼物”文
创品牌，打造了一系列富有地方历史文化
和区域发展特色的文创产品。目前已经完
成义乌“四宗”、红色文化、“义乌有戏”婺
剧系列、“义乌有术”八面厅系列等在内的
10个主题图库，共计有1000余张设计图，
生产了100多款文创产品的样品。

作为“小而精”的城市书房代表，“左
琴右书·二十四间书院”于近期投入使用，
成为我市又一处新型文化空间；佛堂十月
十、上溪牛文化周等“一镇一品”特色文化
活 动 定 期 举 行 ，全 力 打 造 群 众“ 狂 欢
节”……可以发现，在我市，群众对于公共
文化空间的要求，从硬件条件转向品质服
务等更多元的维度。

在“文化+”的加持之下，更多“宝藏”文
旅场所、国潮品牌不断涌现，带动文化产业加
速“出圈”。如何让新消费品牌诞生且历久弥
新？据行业专家分析，随着消费市场升级，公
众更强调文化共鸣的价值，乃至精神共振。而
这当中需要不断完善新消费政策体系，培育
和发展更多的区域性新消费品牌，推动文化
空间成为惠民的阵地和产业的新空间。

打造公共文化空间IP 让“流量”变“留量”
看我市如何激发公共文化空间新活力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109家义乌企业
携带近 4000 个岗位到场揽
才、38所高校组织7500多名
学生到场求职，11 月 29 日，

“百校联动 就在义乌”2024
年义乌市全国高校巡回招聘
江西专场，在江西财经大学
火热登场。

活动现场，用人企业在
自家摊位前摆放出招聘海
报、岗位一览表，将薪水福
利、包吃包住、各类补贴等
元素体现在显眼位置。而求
职者们则边走边看，碰上心
仪的岗位就驻足并递上个
人简历，向对方咨询薪资待
遇、工作环境、职业规划等
问题。供需双方面对面交
流，彼此都满意的，就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

“有个表姐在义乌做外
贸，去年去过一次，感觉义乌
是个非常不错的城市，经济
发达、创业环境好。”来自江
西服装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
闵楚楚表示，这次投了好几
份简历，有些岗位是非本专
业的，希望有机会去义乌发
展，先就业再创业。“义乌人
才政策多、企业福利待遇好、
工作环境优，对我来说这些
都很有诱惑力。”设计专业张
琪琦同学快人快语，自己对
薪资的期望值是：试用期内
月薪4000元左右，转正后能
有六七千。

值得一提的是，求职队
伍中除了明年毕业的大学
生，还出现了一些毕业班老
师的身影。“展板上写着外
贸业务员岗位要求大专以上
学历，意思是大专也可以吗？
有没有其他专业要求……”
在某电子商务公司招聘摊
前，一位中年女子正跟招聘
人员确认一些细节。据悉，
这是一位江西外语外贸职
业学院英语学院的带班老
师，这次带了三四十个学生
来现场找工作。

面对热情的求职者，在场的用人企业也是诚意十
足，除了将岗位需求、薪资待遇说清道明外，还对大家
的疑惑有问必答。“效果超出预期，非常好，现场收到投
放的纸质和电子简历100多份，达成初步意向的有30
人以上。”赛时供应链相关负责人说道，回义乌后将尽
快安排线上面试。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招聘活动线下达
成初步就业意向 3610 人；线上参与人数达 95 万余人
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9530人。

除了线上线下招聘会，活动期间还开设了城市
推介、走访高校、校地签约等环节。其中，市人社局
分别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科技学院、南昌理工学
院等十所高校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至此，我市已与
全国 343 所高职院校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进一步
拓展“校地联盟”。

根据计划安排，接下来人社部门将组织我市优
质企业赴齐齐哈尔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等高校开
展招才引智活动 10 余场，在充分挖掘大学生就业机
会的同时，为我市企业解决用人之需，助企蓄力“开
门红”。

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携手江西财经大学、市工商
联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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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图

本报讯 11 月 30 日，2024 年“我要
上村晚”系列选拔活动——喜剧小品
大赛在海宁市拉开大幕。由全省各地
农村文化礼堂选送的精彩节目同台

“飙戏”，为群众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喜剧盛宴。

据悉，本次“我要上村晚”喜剧小品大
赛，经各地初选、评委复选，最终有11个作
品入围决赛。其中，由我市文化馆原创的
小品《明天我面试》荣获大赛一等奖。

小品《明天我面试》讲述了在义乌市
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发生的趣事。意大
利人艾米丽和印度人伊姆兰报名了社区
组织的“外事先锋”志愿服务队，想当“洋
娘舅”和“洋更夫”。他们为了能顺利通过
面试，在前一天晚上偷偷摸摸到社区打
探消息，刚好遇上了社区工作人员龚远
山和妻子刘淑艳，艾米丽和伊姆兰为了
能入选使出浑身解数证明自己的实力。
该作品曾获得 2022 年第十六届华东六
省一市戏剧小品金奖。

2024年浙江省“我要上村晚”系列活动喜剧小品大赛举行

义乌原创小品荣获大赛一等奖

▢ 全媒体记者 丁奕彤 通讯员 金玉婷 楼航

本报讯“感谢义乌农商银行多年来对我的金融帮
扶，也让我的红糖事业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甜啦！”
西楼村一家红糖作坊负责人楼老板激动地说道。

义亭镇西楼村，被誉为“义乌红糖第一村”，以
古法榨糖技艺和红糖产业为经济支柱。楼老板是一
名蔗农，随着红糖及其衍生产品需求的增长，出现
了资金周转压力。义乌农商银行了解情况后，立即
为其发放 20 万元信用贷款，帮助他将甘蔗种植规
模从不到 1 亩扩大至 4 亩以上，年销售收入增至 30
余万元。

义乌农商银行支持的红糖作坊远不止楼老板一
家。近年来，义乌农商银行致力于服务“三农”，通过
金融赋能，探索支持乡村发展新路径。截至 10 月末，
共发放涉农贷款814.59亿元，较年初增加84.91亿元，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支持甜蜜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实习生 马娇婷

本报讯 11月28日，总重1631公斤
的菲律宾墨鱼干，搭乘“义乌⇌马尼拉”国
际货运航班，仅耗时3小时便从马尼拉抵
达义乌机场。这批海鲜干货随后顺利完成
了所有通关手续，并迅速转运至义乌保税

物流中心。不久后，它们将投放市场，成为冬
日里老百姓餐桌上的一道滋补“硬菜”。

据悉，这是义乌航空口岸首次通过“物
流中心进出境货物”贸易方式，进口干制水
产品。此前，义乌进口菲律宾墨鱼干主要依
赖海运，普船运输需要8至10天，即便快船
也需要5天才能抵达宁波，再短驳至义乌。而

今，航空货运将墨鱼干的运输时间缩短至3
小时，大大满足了进口企业对货物的时效需
求，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体验。

该批货物的代理进口商义乌合广进出
口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此次空运尝试，
不仅大幅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更让我
们实现了进口批次和重量的灵活调控。相

比以往海运需整柜集装27吨起运的高门
槛，空运让我们能够按需进货，既缩短了销
售周期，又有效分摊了每公斤成本，真正实
现了效率与效益的双重飞跃。”

截至目前，“义乌⇌马尼拉”国际货运航
线已累计飞行193班次，其中回程进口涵盖
水果、冰鲜水产品、干制水产品等商品。

“鲜”行一步 3小时速达

菲律宾墨鱼干打“飞的”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