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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乌看 乌伤有味

宝藏集市（1）

“原来信仰是有味道的，我也
要像陈爷爷一样，做真理的追求
者。”日前，在走访了陈望道故居
后，佛堂三小的一位六年级学生
在日记中写道。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我
市打造了“真理的味道·望道行”
大思政品牌，让各学校将思政
课从课堂到学堂、从学习到生
活、从学校到社会，打造“鲜活
的思政课”“身边的思政课”“行
走的思政课”。同时，我市联合
横塘公园、细菌战史实陈列馆、
名人故居、博物馆、文明实践中
心等 10 个场馆基地，成立大中
小 一 体 化 思 政 教 育“ 馆 际 联
盟”。“思政教育不能局限于课
堂、局限于校园，我们要带着孩
子走进社会、走进实践教学场
馆，身临其境去感悟信仰的力
量，读懂发展的密码。”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踏入陈望道故居，了解陈望

道在柴屋中翻译《共产党宣言》时，
误将墨汁当作红糖，留下“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的佳话；踏入城西街道桥
头遗址，参观浙江境内迄今发现最
早的新石器墓葬，触摸“百万年人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的脉络；前往森
山健康小镇中医药研学营地，化身

“小药师”调配养生足浴包，近距离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从红
色信仰到文明根脉，从古籍经典到
生活智慧，佛堂三小将思政教育融
入山川风物与社会场景，这堂“行
走的思政课”以真实场景为卷，以
亲身实践为笔，书写着铸魂育人的
生动答卷。

东洲小学组建了“红货郎宣讲
团”，定期在雷锋精神馆、清廉义乌
教育基地等进行宣讲，使思政教育
入脑入心更入行；鸡鸣山学校创新
打造“七彩”思政课，通过理论与实
践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思政教育
创优；绣湖小学创新性推出思政微
短剧，以国旗下讲话为基础，组织学

生围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责
任等思政课程内容，创作情景剧本
并展演，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深入了解思政知识……如今，各
学校积极探索创新出多种形式的大
思政课，丰富学生们的精神世界，为
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
惯而努力。

“我们构建了‘红色之旅’‘商
贸城市’‘一带一路’‘共富之路’等
十大研学主题线路和课程群，如

‘以劳育美’研学线路，串联义乌植
物园、佛堂蔬菜园、小六石、道人
峰、花溪谷等研学基地，培养学生
劳动意识、习惯与能力。”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行走的思政课”
还在持续探索中，接下来将结合

“望道行”师生宣讲团队，发挥榜样
的力量，持续增强区域特色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的影响力。

思政教育正如潺潺溪流，润
泽学子心田；红色精神正如澎湃
热血，挺起时代脊梁。

红色精神在天地间生长

一股思政清风吹遍校园

让“红色火种”点亮少年课堂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当思政教育这股清风从大学校园吹来，吹向高中、初中，再吹进小学的课堂，孩子们懵懵懂懂的双眼在一次次耳濡目染中逐渐变得清澈而
坚定。今年，义乌市“真理的味道·望道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实践活动启动，这场思政教育之风吹得愈发强劲。

校园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场馆、红色研学路线……当下，义乌学子的脚步踏遍每一寸红色土地，思政教育从小课堂走向大社会，从理论学
习拓展到实践体验。新时代的“红色火种”正以其独有的方式，撒播进新时代少年的心中，点燃他们的爱国热情。

▲▲楂林小学的红竹雷锋书屋楂林小学的红竹雷锋书屋

◀◀塘李小学学生将红色剪纸文创塘李小学学生将红色剪纸文创
作品带进李祖村作品带进李祖村

微风和煦，记者走进
位 于 后 宅 街 道 三 川 塘 村
的塘李小学，红色气息扑
面而来。

这是一所有着百廿历
史的学校，校园中心处，“稠
川四杰”火炬角令人眼前一
亮。火炬角中间立着的红色
火炬，融合非遗剪纸、奥运
精神、论语语录等文化元
素，构思巧妙，内涵丰富。火
炬前方，“稠川四杰”人物展
板更将红色文化展现得淋
漓尽致，寓意“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稠川四杰”是哪四杰？
据塘李小学校长章锡军介
绍，他们分别为陈望道、方
元永、方城顺、何家槐，都曾
就读于稠川学堂（今塘李小
学）。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
的创始人之一，用一生的坚
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的力量；方元永是后宅街道
上方村人，创办了义乌史上
第一份党报《乌喊报》；方城
顺也是上方村人，他受命回
义乌开展党建工作，办起农
民夜校，利用夜校和前洪、
东河、曹村等集市阵地，积
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革命思
想；何家槐是中国近代作
家，著有杂文集《寸心集》、

短篇小说集《暧昧》、散文集《稻粱集》等，他
将抗战与文学创作有机结合，无不体现着
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稠川四杰’是学校红色文化的根基，
思政课堂之外，这份红色精神也在潜移默
化中浸润学生们的心灵。”章锡军笑言，孩
子们喜欢喊陈望道为“师兄”，他们还沿着

“大师兄”的足迹走进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探寻真理的味道。

成立文创社团、剪纸社团，精心创作各
种红色思政文创作品；组建少先队小导游
团队，在节假日为来后宅街道的游客提供
讲解服务；组建红色志愿服务队，深入贫
困、单亲的学生家庭提供爱心帮扶……塘
李小学思政教育正以多样方式呈现。此外，
该校积极拓展红色研学活动，如“稠川行”
走进后宅街道李祖村等系列活动，将红色
文化与非遗剪纸相结合，创作乡村振兴、共
富等主题的剪纸文创作品。

“我们后续想继续和周边李祖村文创
产业对接，邀请专业文创者来学校讲课，
培养更多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新能力的小
创客，增长学生见识，拓宽学生视野。”章
锡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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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楂林是革命老区、抗日热
土，抗日武装坚勇大队自创建到
奉命北撤，两年多时间里，历经
大小战斗 30 余次，摧毁日伪军
据点 4 个……”日前，大陈镇楂
林小学开启了一堂国旗下的红
色思政课。

据了解，大陈镇是抗日战争
时期义北游击队坚勇大队诞生
地。作为红色教育主阵地之一，楂
林小学教学楼有一条坚勇长廊，
长廊两侧分别介绍了坚勇大队以
及瓮中捉鳖、虎口拔牙、夜袭鸡头
等革命事迹。“把红色基因转化为
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教科
书，才能让学生们牢记历史，永存
于心。”楂林小学校长陈孙宾表
示，学校还在一个小角落立了雷
锋铜像，打造了一个红竹雷锋书
屋，让孩子们随时能翻阅红色历
史故事，增强爱国情怀。

103班是平欧班、104班是陈
雄班、105 班是守宝班……细心
观察，记者发现该校一些班级的
名称很特别。原来，这些都是以烈
士姓名命名的。时间回溯到去年
9月3日，楂林小学迎来了一群抗
战烈属，他们的烈士亲人是坚勇
大队成员：金平欧、陈雄、童坤、骆

守宝……为了记住每一位烈士的名
字，楂林小学用烈士姓名为班级命
名，烈属们还亲自为烈士命名的班
级授班牌。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继承革命
先辈遗志，将保家卫国的使命肩负
起来。”金平欧烈士的儿子金忠祥为
楂林小学103班挂上了“平欧班”的
班牌，让他们从小铭记历史，不忘国
耻，赓续红色血脉，长大成为对社会
有用之人。目前，楂林小学有10个班
级被授予烈士班牌，每一位烈士的

故事都将深耕学生心中，代代传承。
与此同时，作为一所以“竹韧文

化”为办学特色的学校，该校以竹为
红船，通过组织学生观革命遗址、听
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方式，让学
生深刻理解革命精神，激发爱国情
怀。“让思政教育立体化、多元化，才
能激发学生们的兴趣，烈士班级文
化建设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们也将
积极推动竹韧讲堂、竹润读书会等
宣讲活动，加深对学生的红色熏
陶。”陈孙宾说。

红色战歌奏响爱国乐章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图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一座城市的味道，往往藏
在最平凡的烟火气中。在义
乌，它们是分布于各镇街的近
百个大大小小的夜市，也是隐
藏在乡村的早市与集市。

当气温上升，夜市经济
便开始升腾。其中最热闹、最
具有代表性的，当数三挺路
夜市。它是义乌马路市场的
代表，也是声名在外的义乌
地标。

夜幕降临，霓虹初上，三
挺路夜市的“魔法”开启。下
午5:05，一声哨响，在仓库外
等待多时的老板们鱼贯而
入，用手、用车搬出自己的货
柜。他们行动有序，目光如
炬，轰隆隆的滚轮声中，货柜
好似一艘艘小船，接连“航
行”至指定位置。搬出支架，
撑起帐篷，摆出货物，接通电
源，原本空荡宽敞的街道变
成了灯火通明的三挺路夜
市，迎接来自全世界的客人。

三挺路夜市纵贯工人路
和稠州路，分三条主街，聚集
服装、日用百货等。美食则独
树一帜，集中在靠近稠州路
的一头。当别的摊主还在组
装摊位，小吃区的各摊位前，
已经站满了“逛吃”的市民。
这里汇聚了各种地道小吃，
有北京的卤煮火烧、广西的
酸嘢，也有福建的肉燕、内蒙
古的肚包肉；有家常的小馄
饨、拌面，也有生猛的捞汁海
鲜、烤脑花；有传统夜市必备
的烧烤、麻辣烫、烤冷面、卤
菜，也有非常时髦的干噎酸
奶、提拉米苏、火鸡面。各色
美食呈现眼前，香气四溢，让
人垂涎欲滴。忙碌了一天的
人们卸下疲惫，来这里享受
放松一刻，在琳琅满目的美
食前随意挑选，感受义乌夜
晚的热闹与活力。夜市中随处
可见各种肤色装扮的外国客
商，分布密度不比国际商贸城
低。他们有的穿着拖鞋，拎着
塑料袋，全身透着闲适；有的
可能刚来不久，举着手机“直
播”，还会为了烤昆虫瞪大双
眼直呼“Amazing”。对此，新老
义乌人都已经习以为常。

三挺路夜市的美食种类
繁多，如果有一个“必吃榜”，
那么有几家店必须上榜。

首先是十分有名的“老
王土豆饼”。小小一间摊位，
因为年销售额惊人而出名。
店主毛祖焙1978年出生，江
西上饶人，2013年经朋友介
绍来到三挺路。“当时觉得这
里人多，生意不错，就来试试
看，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十几
年。”毛祖焙说，土豆饼的原
料只有土豆，去皮、切丝、铺
平、油煎、撒料。在高温热油
的加持下，原本口感绵软的
土豆，形成了焦脆金黄的外
皮，香气扑鼻。一口咬下去，
内里却依旧软糯。加上秘制
辣椒粉料，风味十足。

正值饭点，一锅土豆饼
出炉，很快就销售一空。对于
生意好，毛祖焙并不避讳，

“一天削两三百斤土豆，7块
钱一份，能卖300多份，一天
营业额2000元左右，比较稳
定。”记者马上算了一笔账，
以一年营业 300 天计算，小
摊一年的毛收入可以超过
50万元。“差不多，只是毛收
入，还要去掉人工、水电等成
本，不过很满意了。”毛祖焙
笑笑说，在三挺路，这样的收

入非常普遍。
单吃土豆饼有点干，这

时候就来一碗在三挺路卖了
16年的“一品豆花”，再合适
不过。和川渝等地的豆花略
有不同，这家的豆花嫩得好
似布丁。以豆花和糖水为基
底，根据喜好可以加入红豆、
绿豆、芋圆以及水果，组成满
满一碗清凉可口、微甜不腻
的糖水。“我从幼儿园开始
吃，用料好，分量足，10块钱
一碗，价格也实惠。”顾客聂
小姐说，“每次来都会喝一
碗，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味
道。”市民蒋先生虽然是男
士，却也是这家豆花的忠实
粉丝。他说，这家豆花刚出现
时，义乌的甜品还不多，自己
经常和女朋友一起来。如今，
两人早已成家，孩子都长到
十多岁了，这碗豆花的味道
随着岁月印刻在心里，成为
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豆花摊老板娘赖满仙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豆花姐
姐”。她和丈夫都是 1978 年
出生，来自温州苍南。“一开
始来义乌做印刷包装，后来
看到夜市人多、生意好，就想
着摆摊增加点收入。”赖满仙
说，“一品豆花”的做法主要
是自己琢磨的，算得上原创。

“当时大家比较新奇吧，生意
就很好。每天忙到凌晨时分
回 家 ，一 天 能 卖 出 近 300
杯。”最后，副业成了主业，夫
妻俩专心做豆花，如今还在
化工路开了店，生意很是不
错。“大家喜欢这种传统味
道，我们就一直坚持品质不
变。”赖满仙说。

三挺路夜市节假日日均
客流高峰可以达到 5 万人
次。小小一个摊位租金不便
宜，每年却依然一位难求。在
激烈的竞争中，能杀出重围
的老板们都有两把刷子。比
如做果汁十多年的老板娘徐
美仙，产品就从最开始浓缩
果汁勾兑，变成鲜果现切现
榨。“大家现在都追求健康
嘛。”为了美观，她还会把水
果切好后放进透明杯子中，
看起来更是干净漂亮。“85
后”邵书芹，2年前从网络上
了解三挺路夜市后，决定来
此创业。喜欢研究美食的
她，选择做改良寿司。加入
了小海鲜、泡面等特色食材
的寿司，被一个个摆在玻璃
盒子中，精致可爱。单个价
格 1 元至 6 元不等，花费不
多就能品尝到三文鱼寿司、
鳗鱼寿司，吸引不少年轻消
费者，一天营业收入有3000
元左右。此外，她还紧跟潮
流，自学制作了泰式甜点“露
楚”、蜡瓶糖。

摊主们高收入的背后，
是灵活的商业头脑，更是日
复一日的辛劳。夏日高温下，
油炸土豆饼的灶火旁，毛祖
焙和伙计每天要喝四五斤凉
白开。做牛杂汤十年的周群
夫妇，要从前一天中午开始
熬汤底，每天买新鲜食材，保
证牛杂汤味道鲜美。此外，还
要准备小馄饨、生煎、瘦肉
丸，每天凌晨5点才能入睡。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秘诀，真
材实料，用心制作，大家看着
干净、吃得放心。”赖满仙说。

当东方渐白，城市陷入
酣睡，三挺路的热闹才会依
依不舍地散去。在这里，大
家品味的不仅是美食，还有
回忆、憧憬与平凡人的奋斗
故事。

三挺路夜市

塘李小学塘李小学““稠川四杰稠川四杰””火炬角火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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楂林小学孩子们领到烈士班牌楂林小学孩子们领到烈士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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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打卡三挺路夜市外国友人打卡三挺路夜市

▲▲佛堂三小学生了解陈望道事迹佛堂三小学生了解陈望道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