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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金华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发布通知，正式启动
第九批金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推荐和申报工作。

推荐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须符合下列条
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和《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定义；体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文学、
艺术、科学等价值；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民
族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

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具有体
现金华人民文化创造力的典型
性、代表性，在本行政区域内得
到民众广泛认同并具有较大影
响力；在一定群体中或地域范
围内世代相传，具有较长的传
承历史和清晰的传承脉络，至
今仍以活态形式存在；制定有
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保护规
划，保护工作富有成效。

据 悉，我市推荐项目从
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列入义乌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的项目中遴选推荐，
且推荐申报项目数量不多于
6 项。申报时间截至 2025 年 4
月15日。

第九批金华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开始申报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首届
女子篮球联赛在北苑街道鸿豪
篮球公园拉开帷幕。本届赛事由
义乌市体育总会、义乌市篮球协
会等主办，共吸引义乌中学女子
篮球队、稠州中学女子篮球队、
金华一队、金华二队、徐杰商标
代表队等8支队伍参赛。

稠州中学女子篮球队与徐杰
商标代表队打响本次联赛揭幕
战。比赛中，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场上球员拼抢积极，场下观众热

情高涨。最终比分定格60：38，徐
杰商标代表队取得首胜。

“现在义乌女子篮球的氛
围越来越浓，希望更多姐妹能
通过联赛舞台展现自我。”徐杰
商标代表队队长虞倩赛后难掩
激动。

义乌市篮球协会主席郑小
毛表示，义乌女子篮球氛围浓
郁，目前全市注册女子球员
200 余人。本届赛事创新采用

“社会+校园”组队模式，8支队
伍涵盖企业职工、教师、学生等
多群体。

义乌首届女子篮球联赛开赛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本报讯 近日，福田街道首
届“希真杯”陶界岭中小学生现
场临帖赛在陶界岭文化礼堂开
幕。选手们齐聚一堂，以笔会
友，共展书法风采。

赛场上，小选手们或握楷
笔，或执隶毫，笔画间尽显书法
韵味。作为省级书法村，陶界岭
书法氛围浓厚。青少年们学书
法、爱书法、练书法，已成为村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次比
赛，不仅为中小学生搭建了一

个技艺展示平台，更激发了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

金华驻陶界岭文化特派员
居晓兵对比赛寄予厚望：“我们
将把小选手们的作品统一装
裱，悬挂在文化礼堂。未来，每
届比赛的作品都将成为对比和
发展的见证。希望我们的比赛
能吸引和培育更多青少年书法
爱好者，让书法艺术的氛围更
加浓郁。”

近年来，福田街道文联举
办了各类文化活动2565场次，
服务群众20余万人次。

福田街道“希真杯”书法赛启幕

近日，第十六期老街议事
会，在佛堂老街“彤云·石榴红”
家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她’故
事自有光”为主题，邀请了各行
业的女性代表，一起制作非遗
合香珠手串。和、擀、刷、放、压、
串一套动作下来，伴着阵阵药
草香，一颗颗莲花形状的香珠
便展现在大家面前。

全媒体记者 陈秋池 摄

巧手作香传古韵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何国华

本报讯 近日，市慈善总会
第四届“善行孝义”公益创投

“越韵芬芳暖夕阳”项目活动在
苏溪镇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一场“越韵江南、诗意苏溪”
越剧经典折子戏拉开了学雷锋

志愿服务周的帷幕。参加此次越
剧表演的志愿者是来自市文联
越剧联谊会大陈、北苑片的10
余名会员骨干，精彩的表演收获
阵阵热情的掌声。现场，来自义
乌市城市有爱公益慈善志愿者
协会的专业理发师，还为20名
老人理发，精湛技艺和贴心服务
获得点赞好评。

“越韵芬芳暖夕阳”慈善公益活动举行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全民
艺术普及工程，助力义乌经济
社会发展再创辉煌，市文广旅
体局、市文联共同主办了翰墨
乌伤·2025义乌市全民书法大
赛，目前正火热征稿中。

据悉，活动时间从今年1月
持续到5月。作品内容要求弘扬
主旋律健康向上，围绕义乌
2000多年的悠久人文古迹、改
革开放业绩、兴商强市的发展
特色、义乌精神以及国际都市
的时代步伐等进行创作。凡义
乌市域范围内居住、生活、工
作、学习或义乌籍在外地的书
法工作者及爱好者均可投稿。

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18周
岁以下的，须提供身份证（户口
本）或护照号码。

本次大赛参赛作品仅限毛
笔书法及篆刻，同时特别要求
所有参赛作者留存创作过程视
频，如作品入围须提供原视频，
若无法提供将取消入围资格。

大赛分设成人组、青少年
A组（13至18周岁，2007年1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出生）、青少年B组（12周岁以
下 ，2013 年 1 月 1 日 以 后 出
生），将为所有获奖、入选作者
颁发荣誉证书，赠送作品集 1
册，同时为成人组的一、二、三
等奖选手颁发奖金。据悉，征稿
日期为1月25日至3月25日。

2025义乌市全民书法
大赛持续征稿

见义乌见义乌看看

春意盎然，草长莺飞。在
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
2025 年义乌市全民公益培
训系列活动于本月初正式
拉开帷幕。从“花开四季”课
外公益学堂，到“蒲公英”艺
术学堂，“公益课堂”让大家
乐享其中，也促使我市的文
化生活焕发新的活力。

近日，记者从市文广旅
体局获悉，2025年我市全民
公益培训系列活动增设了新
内容：“蒲公英”艺术学堂设
立“乐享银龄”幸福学堂，还
专设了孔子学院国际人士专
场；“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
堂有了“阅读交流”“文化特
派员”等新元素。通过建立
全市范围的“文旅体公益培
训大联盟”“公益培训师资
库联盟”，我市搭建起一个
高层次、多门类、全方位的
培训交流展示平台，打造了
全龄畅享、多元融合的公共
文化服务惠民品牌。

“乐享银龄”幸福学堂
上，歌声悠扬，老年群体专注
练习，脸上洋溢笑容；“蒲公
英”艺术学堂里，灯火通明，
年轻人热情高涨，展现青春
活力；“花开四季”课外公益
学堂中，孩子们欢声笑语不
断，氛围轻松愉快。全民公益
培训系列活动如同一片沃
土，滋养着每一位参与者，充
分呈现“公益课堂，全龄友
好，人人精彩”。

“学唱越剧一直是我的兴趣爱好，
想不到现在退休了，还有‘学’可以
上。”3月5日，在市文化馆三楼排练室，
来自廿三里街道的吕芬一边擦拭额头
上的汗水，一边笑着说，这个课堂成了
她和越剧迷的“梦想之地”。记者在排
练室里看到，越剧老师陈月香精心指
导，十余位银发学员专心致志地学习
基本功，一招一式，韵味十足。

吕阿姨从小就很喜欢越剧，知道
今年有了“乐享银龄”幸福学堂，就赶
紧报了名。她的5位好友也一起“抢”
了越剧班的上课名额。公益课堂不仅
是学习越剧的地方，更是大伙儿梦想
启航的地方。吕阿姨也替外孙女报了
少儿越剧班，希望孩子能从小接触、了
解传统文化。

“乐享银龄”幸福学堂为老年人带
来快乐，是我市全民公益培训系列活

动的一个生动注脚。“儿媳妇说有免费
课程，我就特意定了闹钟‘抢’名额。”
为了让退休生活更有趣，黄云芳第一
时间报了“乐享银龄”幸福学堂里的古
典舞和茶艺课程，没想到报名人数远
超预期，课程迅速爆满。据统计，今年
首次开设的“乐享银龄”幸福学堂春季
班报名人数近1000。

从舞蹈剧目教学到生活美妆设
计，从中药养生到传统戏曲……设在

“家门口”的课堂丰富多彩，让各个年
龄段的居民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选择适合的课程和上课时间。眼
下，“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堂已成为
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孩子们每
周翘首以盼，收获好评如潮。我市各文
化阵地还以“蒲公英”艺术学堂为载
体，常态化推出瑜伽、美育艺术、古典
舞、化妆等多个特色课程，“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已成为年轻人丰富精神世界
的新途径。“周末，孩子拥有主题课程。平
常，我们能参加兴趣班，一切安排都是妥
妥的。”报名参加声乐班的学员金红梅
说，专业老师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系统
指导机会实属难得，自己一定努力学习。

近年来，根据群众需求，市文广旅体
局深化联动机制，积极打造“家门口”的
公益课堂，满足“老、青、幼”不同年龄段
的多样化需求。2025年全市全民公益培
训系列活动设春季班、暑期班、秋季班。
其中，“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堂授课对
象为青少年儿童及其家长，“蒲公英”艺
术学堂授课对象为20周岁至55周岁的
成人，“乐享银龄”幸福学堂授课对象为
50周岁至68周岁的退休人群。通过打造
全时段服务、覆盖全龄段人群，我市持续
提升文化阵地服务能级，让全民公益培
训系列活动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家门口”的课堂，全龄段覆盖

周末的市图书馆，“花开四季”课
外公益学堂如期开课。自然阅读课上，
文化特派员居晓兵与孩子们热情互
动。“鸟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在野外，
如何观察识别鸟类？”孩子们踊跃参
与，争先恐后地回答。听到居老师观鸟
的行迹遍及全国27个省的介绍时，教
室内响起一阵阵惊叹声，整堂课的气
氛热烈而温馨，孩子们开启了知识与
趣味并存的成长之旅。

除了原有课程外，今年新推出的自
然阅读课程受到了家长关注、孩子喜
爱。相关课程推出后，名额几分钟就被
抢光。当动画电影《哪吒2》红遍全球，

“花开四季”课外公益学堂“衍生”出《哪
吒闹海》《封神演义》《中国历史故事》

《中国节日故事》等系列名著赏读课程，
由汉语言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们沉浸
式感受名著名篇的魅力。市文广旅体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送”文化，既要
可持续，更要花样新，将继续秉承“文
化惠民”的宗旨，积极引入文化艺术
新课程、新形式，引导更多不同群体
参与文化建设。

自全民公益培训系列活动开展以
来，我市各镇街、村社因地制宜设置公
益课堂，涵盖国画、书法、非遗传承、
研学实践、体育活动以及爱心教育
亲子课等内容，形式生动活泼，内容
丰富多彩。美术教室里，孩子们用
画笔描绘心中的春天；舞蹈教室内，
小朋友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乐器教
室中，悠扬的
琴 声 让 人
陶醉……
一 幅 幅
生动的
画 面 ，

勾勒出孩子们五彩缤纷的课外生活。家
长们纷纷表示，课外公益课堂不仅丰富
了孩子们的周末生活，也让他们在文化
艺术熏陶中健康、幸福成长。

3月11日起，市非遗馆“非遗拾光”
成人公益课堂活动启动，茶艺课、陶艺
课、木雕课、义乌花鼓课轮番登场，相关
公益课程持续至今年4月。非遗大师们
现场教学，让市民“走进”非遗世界，感受
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点亮春日的美好
与希望。“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吸引更多
年轻人来非遗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市不
断完善公益培训服务体系，在深入挖掘
非遗资源的基础上，推出非遗馆“非遗拾
光”公益课堂活动，打造“家门口的非遗
体验空间”。一系列活动持续营造良好的
非遗传承氛围，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推动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沉浸式文化体验，多层次赋能

3月5日起，在桥头考古遗址公园
的公益培训课程拉开序幕。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人们，在公园内的“考古”教
室，遇见更好的自己。少儿漫画爱好
者、热爱陶艺的孩童，用满腔热情寻找
创作灵感，探寻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
选择八段锦、尊巴、中医养生的中青
年，通过课程，收获了更加健康的生活
方式。“陶艺手作开课啦！”3月9日，市
民刘哲宇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展
现孩子在桥头考古遗址公园参加公益
培训、学习陶艺制作技艺的场景。

在义乌，不只是桥头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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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人
们一站式获取、体验文化生活的有
效载体。有专家解析，当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喜欢上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等公共文化空间，这是文化有活
力的表现。作为我市大型地标性城
市建筑之一，过去一年，市文化馆全
民艺术普及服务人次达286.5万。

记者了解到，公益课堂的“点位”
遍布全市 14 个镇街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农村文化礼堂、悦读
吧、社区文化家园及全市公共文化场
馆、体育场所，服务触角直达基层。为
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一直以来，市文广旅体局持续完善
公益课程体系，优化师资力量，在保留
经典课程的同时，每年都创新课程设
置，逐年新增“义风宋韵”“非遗课堂”

“经典诵读”“走读义乌”等特色课程。
“花开四季”公益学堂在全市范围已开

设1千余个班级，授课近1万次，服务
达18万人次。2025年春季班首设的“乐
享银龄”幸福学堂，除传统的艺术课程
外，还有八段锦、中医养生等近10个特
色课程，一经推出便深受欢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化是否
繁荣兴盛，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影响
力与辐射力，关系着城市的发展后劲与
未来走向。在这个春天，公益课堂如同
一颗颗种子，播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点亮人们的生活。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文化阵地共享，全方位服务

学习体验传统布艺手作。

八段锦成为年轻人打开
健康生活新方式。

图书馆一景。

“舞林新手”跟着老师学习动作。

学习越剧如何正确发声。

银龄展舞姿。

孩子们学习陶艺。

全龄畅享 多元融合

我市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惠民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