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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非遗保护发展指数位列全省前茅，金华第一

多点开花，融合创新走出传承新路

近日，记者来到市图书馆，看到图书

馆阅览室内，不少戴着口罩的市民在认

真看书阅读，每个读者的座位相距 1 米

以上。同时在馆人数不超过 40 人，日进

馆人数限制在 100 人之内。还有更多读

者选择把书带回家阅读。图书馆大厅内

张贴着防疫宣传公告。

虽然线下阅读限流，但线上阅读活

动非常火爆。馆长徐关元介绍，疫情防

控期间，市图书馆推出了丰富多彩的阅

读活动。“天籁浙江 印象诗路”全民朗读

大会、“趣品诗词 涵养心灵”诗词知识竞

答、“阅读 ta 力量”青少年演讲大赛、“会

讲故事的地球”绘本创意秀征集等活动

互动性强、趣味性高，吸引我市广大读者

积极参与。

除此之外，市图书馆还举办了“致敬

抗疫英雄 讴歌时代精神”图片展、爱国

主义教育主题图片展等线上展览，紧扣

时势，弘扬主旋律。

市图书馆“云悦读”功能更是有效延

伸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为读者带来一场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阅读盛

宴，引领了数字阅读新风尚。“今日荐读”

栏目定期推出免费图书，“每日一讲”栏

目邀请知名教授为读者授课，课程涵盖

了艺术、科学、经济、历史等方面⋯⋯

图书馆线上多项阅读服务的组合推

出，使读者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线上享受

阅读带来的闲暇时光。

每逢集市，城区农贸市场总是熙

熙攘攘。这里就像一个时间胶囊，总

能让人发现一些凝固着历史烙印的

物件或技艺。

5 月初的一天正逢赶集日，记者

来到农贸市场，看见一个铁器的摊位

上摆放着一件件手工制作的铁器，在

铁灰色的表皮下泛着微光。这个摊

位的摊主叫赵七召，是西城街道雅田

村赵店自然村的一位老铁匠。从 16

岁开始，他就以打铁为生，直至现在，

已过近50年春秋。

府府县县不离康，永康五金工

匠走四方。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

一代又一代永康五金工匠的足迹，

他们给各地人民带去了日常器具

和独有的五金文化，也挣回了养家

糊口的生活费。赵师傅便是其中

之一。

刚出道时，赵师傅人勤手快，一

天能打 10 把锄头。同样的工时所得

能抵两三个人的田间劳动，可以说打

铁是他一份颇为自豪的生计。

不过，赵师傅并没有满足于闷头

打铁。上世纪 80 年代，赵师傅曾南

下广东淘金。1988 年，他回永康创

办了一家铁器加工厂，产品质量受

人称颂。张小泉剪刀厂曾找上门，请

他代加工。那时，赵师傅不但购置了

空气锤，还收了两名徒弟。师徒每天

工作 10 多个小时，还是忙不过来，他

不得不叫妻子来帮忙。在改革春风

的吹拂下，赵师傅掘到了自己的一桶

金，成为当年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之

一，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赚钱了就

要盖大房子，但赵师傅却没有这样

做。赵师傅把所挣的钱都投入到了

子女的教育中。他说，求田问舍为子

女留下物质的财富总是一时的，而对

子女的教育投资，却可以为他们的人

生之路铺上幸福或希望的基石。

随着时代发展，工业化、信息化

的浪潮影响着城乡人民的生活。从

2000 年开始，赵师傅就渐渐招不到

徒弟了。但他仍舍不得放下手上的

老手艺，依然保持着一个五金工匠特

有的生活节奏，依然对自己的作品保

持挑剔的态度。也许手艺人的人生

都像赵师傅这样，质朴无华，从一而

终。

吕美丽告诉记者，今年，市非遗

保护中心将加大文旅融合力度，利用

非遗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培根铸魂。目前，市非遗保护中心

已完成锡雕、铜艺、钉秤、打金打银四

项金属类非遗的宣传片拍摄制作工

作，方岩庙会、醒感戏、永康鼓词、永

康铸铁 4 个项目的纪录片拍摄制作

也在陆续进行。作品将在今年与市

民见面。

芝英镇“半面街”上回荡着经年

不息的锤打声，前仓镇大陈村的“创

匠工坊”汇聚布艺、陶艺等多项非遗

手艺，石柱镇塘里村“掌声工坊”展示

着精美绝伦的银器，《十八蝴蝶》在高

镇翩翩飞舞⋯⋯这样鲜活的例子在

我市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发展

中比比皆是。非遗“反哺”农村旅游

业，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文化之魂；

而非遗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活

态传承，生生不息。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深入挖掘

胡公文化、陈亮文化、五金文化，立足

本土，加强融合创新，进一步调动非

遗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推动我市非

遗保护水平不断提升。”吕美丽说，此

外，他们还将与时俱进地推出永康非

遗项目抖音宣传，利用新媒体拓宽传

播渠道。

近日，省文化和旅
游厅发布 2019 年度《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发展指数评估指标数
据》。 其 中 ，我 市 在 县
(市、区)评估数据总得分
位列第十八名，位居金
华市第一。

永康老铁匠的五十年坚守

与时事接轨 为时代而歌
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在城市建

设的脚步中，非遗力量没有“缺席”，

它一改在人们印象中“阳春白雪”的

形象，化身为时代的先锋号角，飞入

千家万户，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复产复工期

间，多种形式的非遗作品频频在网络

上、朋友圈中亮相。快板、鼓词、剪

纸、面塑、织带等一批独具永康非遗

标志的主题文艺作品通过“学习强

国”“浙江非遗”“金华文化”等各平台

传播⋯⋯在众志成城、克难攻坚的紧

要关头，非遗创作为时代讴歌，传递

满满正能量。

以史资政，古为今用，创新为传

承注入不竭的动力。市非遗保护中

心主任吕美丽告诉记者，近年来，非

遗保护中心致力于培养一支文艺宣

传队伍，从对“两学一做”、垃圾分类、

扫黑除恶等政策的宣传演绎，到前不

久阻击疫情、复工复产的主题创作，

非遗传承人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传

递党音，奏响时代之音。

多点开花 永康非遗声名远播
锣鼓喧天，身着彩衣的表演者鱼

贯入场。他们手持竹棍舞动，使竹棍

上的狮子扭动着做出扇耳、眨眼、戏球

等动作，可谓活灵活现⋯⋯

这是去年在杭州举办的 2019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现场，由我

市选送的省级非遗项目《拱瑞手狮》

惊艳登台，收获了如潮的掌声。

我市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和悠

久的民间传承。近年来，在市文广旅

体局的领导下，市非遗保护中心积极

抢救、保护、推广、传承本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绩斐然。

去年，我市大批非遗项目走出

“深闺”，向全国展示永康传统文化的

魅力。永康锡雕、铜艺、打金打银、竹

编、钉秤制作技艺等 24 个非遗项目

在省内各项展示和比赛中崭露头

角。去年 10 月，永康选送的 59 件非

遗作品入围杭州工艺周。我市六项

非遗表演类节目更是多次受邀到各

地表演，并参与了省级电视台的节目

录制。

对内，我市非遗保护中心加大对

国家级非遗“明珠”永康鼓词的抢救

力度，录制了鼓词老艺人陈位溪、卢

顶风的《金镯玉环记》《赠锋剑》《金扇

宝箱记》《粉妆楼》《天宝图》《朱砂记》

等共计 118 小时的音像资料。与此

同时，中心组织举办了第十期永康鼓

词培训班，培训了 26 名学员；新编醒

感戏《白蛇传·游湖》《铡美案·堂审》

《司文郎·闯地府》《精忠殇·风波亭》

《十八吊》等 5 个折子戏，完成了醒感

戏“师带徒”传习班结业汇报演出，为

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承培育了大批

新生力量。

据了解，我市目前已有国家级非

遗保护项目 8 个、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16个、金华市级非遗保护项目41个、

永康市级非遗保护项目 91 个。铸铁

（铁锅、铁壶）项目被省文化和旅游厅

列入第五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申

报名单，有望被列为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

以旅游、新媒体为载体，谱写传承新篇章

□记者 高婷婷

□记者 李智耿

□记者 高婷婷

足不出户
享受线上阅读

近日，市文保所全面完成西津桥石

碑保养维护工作。

西津桥北端设有清嘉庆十二年“西

津桥志”及“乐助姓名”碑 8 块，是西津桥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保单位自 2007

年完成修缮至今已有十余年。受风雨侵

蚀，部分石碑铭文已出现漫患，急需保养

维护。为此，市博物馆(文保所)特邀金华

市文广旅局历史建筑顾问、著名拓碑专

家前来拓碑。

拓碑工作完成后，石碑上原本模糊

不清的字迹变得清晰易辨。饱经风霜的

石碑恢复了之前的古韵，永康名桥再度

焕发光彩。

西津桥石碑
恢复古韵

□通讯员 徐菖浩 应军

《《十八蝴蝶十八蝴蝶》》参加参加20192019永康方岩庙会开幕式永康方岩庙会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