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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

本报讯 当刀工刀法遇上特色食
材，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4月26日，
2025 年“义乌好好逛”乡村厨神争霸
赛火热开场，来自全市各镇街的71名
选手齐聚大陈镇溪后村小龙虾基地，
为争夺“金勺”“银勺”荣誉而“大杀四
方”，一场舌尖上的较量在这里上演。

一把大勺，颠出人间烟火气。争霸
现场，来自全市各镇街的乡厨（农家
乐、民宿、乡镇小馆、从事乡村餐饮服
务的厨师以及民间高手）铆足了劲，过
油、下料、颠锅、调味、装盘等一道道工
序，看得人眼花缭乱；炒菜声、煮沸声，
还有油炸食材的嗞嗞声，不绝于耳。只
见各位乡厨动作娴熟，操控锅铲如行
云流水，将本地特色食材结合家常烹

饪方法，在比赛现场共同奏响了一首
首“厨艺交响曲”。

舌尖争锋，乡厨竞技展示乡土至
味。选手在现场要制作两道特色热菜、
两道特色小吃。其中，热菜综合评价标
准包含作品名称、文化内涵、原料特色、
工艺造型、口味营养等方面，小吃制作
除了上述标准外，还对色泽及制作等方
面有特殊要求。在一整天白热化的角逐
中，干菜仔排、两头乌肉丸、乡村鱼头
煲、腊肉炖春笋、野杂鱼烧土河虾等一
道道兼具创意与美味的特色菜品陆续
呈现，其中，光对鸡肉的烹饪方法，就有
农家醋炒鸡、秘制红焖鸡、红根草土鸡
煲、乌越秘制酒焗鸡等多种。

特别是现场小吃的制作，更是赚足
了人们的眼球。当汤圆、桑葚粿、香煎素
包、元宝馄饨等小吃一字儿排开，围观
群众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并为厨
师们的精湛技艺喝彩。“选手的选材、食
料、刀工都很好，荤素搭配，颜色清新，
创意别具匠心。”本次大赛裁判之一、中
国烹饪大师、浙江面点大师叶飞一边品
尝，一边对参赛选手竖起大拇指。

在众人的期待中，乡村厨神争霸赛
榜单终于在傍晚时分揭晓，共有5名选
手获得比赛金勺奖，另有若干名选手获
得银勺奖、铜勺奖和优胜奖。据本次赛事
主办方之一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大赛以“打开义乌，遇见世界”为
主题，不仅为各乡厨搭建了展示技能的
舞台，更让本地传统美食绽放新生机，促
进“美食+文旅”深度融合，吸引更多游
客走进义乌、吃在义乌、消费在义乌。

刀光“勺”影“食”力出圈

我市乡厨决战舌尖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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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本报讯 4月26日，城西街
道求真社区联合城西街道文化
站策划的“春日拾光，约绘纸鸢”
风筝制作非遗体验活动，在小朋
友们的灿烂笑容中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随着一只只色彩
斑斓的十字风筝乘风而起，小朋
友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看着孩
子们亲手制作的风筝翱翔天际，
风筝制作非遗传承人季月英老
师满脸欣慰：“传统风筝制作讲
究‘扎、糊、绘、放’四艺，此次活
动不仅传授了技法，更让孩子们
体会到匠心精神。虽然有些孩子
控笔还不熟练，但都坚持独立完
成绘制，非常好。”

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刘思程

兴奋地分享：“以前我只知道买
风筝，这次亲手画、扎骨架，才
知道做一个风筝这么不容易。”
小女孩陈瑾捧着自己绘制的

“梦幻冰激凌”风筝，眼中满是
憧憬：“我在风筝上画了好多彩
色星星，希望它们能带着我的
梦想一起飞。”

据介绍，此次活动共设置
四期课程。前两期以金鱼风筝、
沙燕风筝为载体，重点培养孩
子们的色彩搭配与对称线条绘
制技巧。后两期聚焦十字风筝
的创意设计与试飞实践。在季
月英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孩子
们从对风筝制作一无所知的

“小白”，逐步成长为掌握传统
技艺的“小工匠”，深刻理解了
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求真社区开展
风筝制作非遗体验

日前，廿三里街道“婺剧传
承进校园·拨浪鼓精神代代传”
活动走进廿三里第二幼儿园，
向孩子们传播民俗文化。婺剧

《辕门斩子》选段、《白蛇传》选

段等接连上演，孩子们看得津
津有味，不仅学习了非遗知识，
还激发了他们对非遗保护传承
的责任感。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图

婺剧传承 唱响校园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最近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
让人猜不透“心思”。上午还是蓝
天白云好不明媚，下午就变得阴
云密布，随时准备“大哭一场”。
眼看“五一”假期近在咫尺，小伙
伴不管是打算义乌周边游还是
出门远行，都在期待着好天气。

中国天气网发消息称，4月
最后几天，华南降雨频繁，其中
明天（4 月 29 日）雨势较强，部
分地区有暴雨，并伴强对流天
气，需注意防范。气温方面，4月
底至 5 月初，南北方多地气温
将创今年以来新高。

对此，中国天气网还推出全
国入夏进程图，看看哪些地方已
经加入“夏日群聊”，哪里还在享
受“春日余额”，准备出游的小伙
伴可以参考一下。从进程图来
看，截至4月22日的数据，夏季
前沿向北抵达长江流域一带。海
南岛、云南南部、广西、广东大
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南部和东
部、江西中南部等地，已进入气
象学意义上的夏季。与常年同期
相比，今年长江流域入夏进程明
显偏早。其中，武汉、长沙常年5
月中旬才进入夏天，今年4月中
旬就早早入夏，提前近1个月。

为何今年长江流域入夏如
此早？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
示，在持续回暖下，近期南方气温
普遍偏高，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

带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4℃
以上，多地提前满足了入夏标准。

义乌入夏了吗？先了解一
下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简单
来说，就是当滑动平均气温连
续 5 天大于或等于 22℃，则第
一个大于或等于 22℃的日期
作为夏季起始日。义乌常年入
夏日是5月11日。从市气象台
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来看，这
几天的气温已经在 22℃附近
徘徊了，但是能否成功入夏，气
象台工作人员表示，还要根据
实际情况来判断，届时气象部
门也将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不管夏天何时到，天气是
妥妥地热起来了。本周，我市最
高气温都在 28℃及以上，“五
一”假期的最高气温还将逼近
35℃的“高温线”。5 月 4 日前
后，我市受高空槽影响，还有一
次降水过程。总之，天气热起
来，也意味着强对流天气进入
多发期，江南、华南等地降雨频
繁，公众需注意防范降雨时可
能伴有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或冰雹等天气。最近昼夜温
差大，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气温
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
好，春装也别着急收。

此外，这个“五一”，义乌的
天气如同“开盲盒”——既有

“晴空万里”的好时光，也会有
“雷雨突袭”的插曲。无论是计划
露营的市民，还是来义游客，都
需紧盯天气“脸色”，让安全与快
乐同行。这一时节，紫外线增强，
大家在外出时最好涂抹防晒霜，
并戴好遮阳帽、穿好防晒衣。

气温更上一层楼

“五一”假期以晴好天气为主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前几日，央视新闻转发了一条短
视频，“95 后”小伙@小红回村种地，
通过帮村民“打十几份工”而走红
网络；重庆开州区网红@名模坤，
因穿高跟鞋卖橘子的视频，被
称为“扎进土地的高跟鞋”。这
股“归园田居”的风潮也席卷
义乌——年轻人放下城市繁
华，戴上草帽、拿起锄头，以
手机为新农具，通过各类网
络平台，助力乡村发展，为这
片土地创造更多价值。

奔赴乡野
新农具开垦诗意生活

“大家点击左下角的团购链
接，可以带小朋友来农场体验一下！”
4 月 23 日晚上 9 时，来自义乌的抖音
博主@农场棚主发布了一条视频，这
位皮肤黝黑的小伙在大棚中推荐土
豆、小番茄等农产品，亲切感十足。该
视频热度持续上升，单日浏览量近 2
万人次，销售额达 3000 多元。这位博
主正是义乌市绿云家庭农场创始团队
成员史力凡。

这位来自东北的“95 后”曾在深
圳某科技公司学习程序开发，两年前
转行来义乌做农业。作为年轻人，他脑
子里有许多新想法。他化身短视频博
主，用“憨农”人设吸引流量，拓展研学
项目和直播带货，单场直播销售额最
高达2万元。

与史力凡一样，位于后宅街道李
祖村的生机花园农场主理人朱佳莉也
习惯通过拍短视频等方式，记录和分
享农场生活。打开小红书，搜索“生机
花园农场”，就会跳出1100多条笔记，
许多网友分享了生机花园农场的旅游
打卡推荐帖。“有些游客在推荐李祖村
的同时把我们农场也带上了。能得到
游客认可，我很开心。”朱佳莉说。

“85 后”朱佳莉原来在义乌城区
经营一家外贸公司，后来选择下乡种
地，并把电商思维带入乡村。“森林游

园会”亲子活动帖、孵蛋后小鸡的成长
帖、农场花园的种花帖……她的小红
书账号吸粉近3000人，获得点赞与收
藏近万个。

“共享菜园”是她通过小红书发布
的一项活动。今年，朱佳莉的两亩“共享
菜园”有30个家庭全程参与种菜。闲置
的菜地也不闲着，朱佳莉自己种了番
薯、土豆、胡萝卜、花菜等。她还组建了
亲子活动群、农场吃货团购群等，通过
微信群，当天现摘的花束、蔬菜包以预
订的方式配送到城里，经常供不应求。

归园田居
是理想主义还是商业机遇

经营外贸公司期间，朱佳莉24小
时待命、长期失眠、身心俱疲。为了疗
愈身心，她与家人商量后，慢慢从外贸
公司抽离了出来，转而选择在李祖村
这片土地上，开垦属于自己的田园。

“选择来乡村发展是场豪赌。”朱
佳莉坦言。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很骨

感。初到李祖村时，她曾大量种植高价花
卉，结果损失巨大。“土地告诉我，要顺

应自然，脚踏实地。”朱佳莉决定在
试错中前行。改种易成活品种，

养殖小动物，经营藕塘与菜
园，并结合研学课程、文艺

市集等活动，逐步盘活农
场，她也为都市上班族
开辟了一块“精神自
留地”。

“我一
直在理想的框架
里折腾，想保留这片土
地原生态的东西，拒绝把农场商业化。这
就注定只会吸引部分志同道合的人。”朱
佳莉坦言，她也在寻找更多商机，创新经
营模式，但前提是保持初心。

史力凡则是带着“干事业”的决心而
来。绿云家庭农场起步时是一片荒地，

“相比周边其他农场，我们起步较晚，想
要占得优势，就得另辟蹊径。”虽然是农
业“小白”，但史力凡充满信心。

当时，绿云家庭农场投入真金白银，
为数字化农场打下坚实基础，其引进的智
慧农业物联网系统，通过手机端就能远程
控制大棚内的温度、湿度等指标。“有了高
科技加持，种出的产品也是高品质，但接
下来怎么推广？”史力凡不断为农业“充
电”，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电商思维，不断
找题材、拍视频、学剪辑。他还克服上镜焦
虑，天天蹲在大棚里“凹人设”，吸引流量。

打开史力凡经营的个人抖音账号，

@农场棚主抖音号已发布了 220 个视
频，其中浏览量最高达38万。去年以来，
史力凡做了10多场直播，每场直播销售
额平均在5000元，最高时达2万元。如今
他又结合采摘、烹饪等内容，拓展研学项
目，服务人数已超3000人次。

放眼未来
年轻人扎根乡村前景如何

无 论是因为理想还是商机奔赴
田园生活，朱佳莉和史力凡都表示从

未后悔。
“当代年轻人下乡创业有挑

战，更有前景。”义乌市农创客
发展联合会会长金靖认为。
她表示，眼下，“千万工程”
助力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比如乡村基础设
施及配套服务更齐全，网
络、物流、交通实现村村
通，为年轻人在乡村工作
生活提供了便利；政策支持

更有保障，2022 年义乌市农
创客发展联合会成立并打造孵

化空间，为年轻人提供创业培训
及帮扶支持，降低创业风险。此外，年

轻人还可通过参加农创客创业大赛，让
专业人士检测创业项目的可行性，优化
项目以达到成功的目的。

十几年前，冲动下乡创业最终失败
而归的案例不在少数，如今，乡村生态环
境发生了变化。金靖建议当代年轻人要
认同乡村价值文化，抱有“沉得下心”的
耐性，步子不要迈太大，按照“春播秋收”
的过程、遵循长期主义才会有收获。“朱
佳莉在乡村就扎根了6年，从小而精的
项目入手，慢慢做大做强。现在她的花园
农场还有其他融合项目，盘子被一点点
做大起来。”金靖说。

义亭陇头朱村年轻团队成功养出
“稻虾”、上溪潜溪村共富灶在青年团队
努力下成为共富样板、赤岸清溪村以蒲
墟南货平台助农直播……放眼义乌，乡
村产业多点开花，年轻人扎根乡村是否
前景广阔？盘子一直在，就看年轻人如何
展翅腾飞了。

当代人“归园田居”
手机变成新农具 绘就田野新图景

史力凡察看草莓成熟进度史力凡察看草莓成熟进度

朱佳莉把饲料撒进鸡笼里朱佳莉把饲料撒进鸡笼里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4月25日至5月1
日是第23个全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
年的主题是“关爱劳动者心理
健康”。4 月25 日，市疾控中心
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全面
织就职业健康防护网。

当天上午，市疾控中心在
人才市场设立宣传主阵地，联
合市第二人民医院搭建义诊
台，为劳动者提供免费职业病
筛查（血压、血糖、听力检测

等）。活动现场累计为超百名劳
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同时，现场
还设置咨询宣传点，工作人员
向过往群众发放相关知识图
解、典型案例警示手册、防护用
品使用教程等系列宣传资料千
余份，面对面解答职业病防治
相关问题，切实提升公众对职
业健康的认知与重视。

宣传周活动期间，我市积极
推动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乡
村、进社区、进学校“四进”活动，
增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法治意识，
共同守护劳动者身心健康。

我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 全媒体记者 何彦婕

“油热得差不多了，下龙虾！”“快，
再给我来把花椒！”4月26日上午，在
义亭镇陇头朱村，八口土灶同时腾起
烈焰，油花爆裂的噼啪声混着蒜蓉的
焦香炸开，大勺翻飞间，龙虾厨神争霸
赛正式开启。

霎时间，蒜香、辣椒香、十三香等
多重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引得游
客和村民们不断靠近。有人伸长脖子
张望，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记录下这精
彩画面。50分钟后，小龙虾方便面、麻
辣小龙虾、藤椒小龙虾等色香味俱全
的小龙虾菜肴便新鲜出炉。

作为陇头朱村龙虾节的重头戏，
厨神争霸赛吸引了众多民间高手同台
竞技。今年参赛选手中，王永春、王宇
翔父子的表现尤为亮眼，他们协作完
成的青花椒龙虾经过评委严格品评，

最终以独特风味摘得桂冠。“邻里常夸
我烧虾手艺好，于是今天过来试试
看。”王永春告诉记者，龙虾作为陇头
朱的特色产业，从小吃到大，这次他将
祖传技艺与创新口味融合，用青花椒
加以调味，使得风味更佳。

据陇头朱村党委书记朱根喜介
绍，这场厨神争霸赛，要求选手以“龙
虾索粉”或“红梅蜜汁虾”为题展开创
作。“梅花、索粉、龙虾是我们村的‘三
宝’，如何让三大特色产业碰撞出火
花，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这次比
赛，就是要集思广益，集合村民们的智
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滋味。”朱根喜表
示，王永春的青花椒龙虾将作为本村
的特色菜进行推广。

这场舌尖上的较量只是陇头朱龙
虾节的精彩缩影，在龙虾垂钓区，另一
番热闹景象正在上演，池塘边早已围满
了跃跃欲试的游客，一组组亲子家庭手

持特制钓竿，在专业养殖户的指导下，小
心翼翼地放下饵料，等待龙虾上钩。

“这些可都是‘稻虾轮作’养出来的
优质龙虾，壳薄肉厚、色泽鲜亮。”朱根
喜自豪地告诉记者。2022 年起，村里创
新采用“稻虾轮作”模式，将小龙虾养殖
和水稻种植巧妙结合，实现“一田双
收”。“去年，这些稻田里‘种’出来的小
龙虾带来超 100 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朱根喜说。

此外，活动现场，混水摸鱼虾大赛、
挑战“虾”速吃虾大赛等趣味活动轮番开
赛，让每位来到陇头朱的游客放肆一

“虾”。
夜幕降临，两只五米长的巨型龙虾

灯从龙虾垂钓基地“出游”，村民们手持
数百盏形态各异的龙虾彩灯开启巡游模
式。陇头朱村青年委员朱建红表示，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一代更了解村里
的龙虾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龙虾节通过
“IP+场景+体验”的创新模式，打造了一
个多维融合的乡村生态体验圈。陇头朱
村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引入了“虾满陇”
主题市集，打造了天幕营地、龙虾餐厅等
特色场景，构建起“产、学、游、食”一体化
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据统计，活动当天客
流量超4000人次，营业收入超3万元。

“过去，游客钓完龙虾只能带回家，
现在可以现场加工品尝。”朱根喜告诉记
者，在这里，游客能体验从钓虾到烹虾的
全过程。后续，陇头朱村将不断拓展虾产
业，发展龙虾加工和预制菜产业，延伸产
业链条。

陇头朱村正在探索一条以特色产业
为核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以三产融
合为路径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从单一的
龙虾养殖到多元的产业生态，从简单的
农产品到丰富的文化IP，小龙虾正“游”
出一条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链”。

客流量超4000人次 营业收入超3万元

陇头朱村：以虾为媒打造户外消费新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