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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伊福泉 金闪闪

“我们新乡贤联合会最近正忙
着‘汤溪传统饮食文化’和‘下伊村
保稻节’申遗工作，前几天刚刚将
申报材料报送到省里。”电话那头，
66 岁的金华市汤溪新乡贤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伊福泉讲到，自今年 4
月以来，汤溪新乡贤联合会成员们
正紧锣密鼓准备第六批省级非遗
项目申报材料。

汤 溪 新 乡 贤 联 合 会 成 立 于
2017年8月，是致力于系统性抢救、
保护、传承和弘扬汤溪优秀文化事
业的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该
团体由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
富、见多识广且乐于奉献的老领导、
老干部组成。近年来，新乡贤联合
会积极参与“银雁返乡”行动，在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精心保护和
利用文脉资源的舞台上展示银雁风
采。

挖掘文化内涵
做考古事业推动者

汤溪新乡贤联合会成立伊始，

就邀请金华市文物局赴汤溪镇下伊

村调研指导文物与考古工作，最终

促成省文物局考古所进驻下伊村，

对青阳山进行初步考古调查。在青

阳山遗址，文物部门证实这里存在

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表明古人类在青阳山及其周边繁衍

和开拓的脚步从未间断。

新乡贤联合会与省市文物部

门、开发区管委会联系，全力配合相

关工作。最终，由浙江省文物局与

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组建的

浙中考古基地在汤溪挂牌成立。

打响文化品牌
做上山文化提升者

70 余位身着传统特色服装的村

民敲锣打鼓、表演节目，举行祭拜五

谷神仪式，随后大家围桌而坐，品尝

稻作饮食⋯⋯前段时间，汤溪镇下

伊村举办“上山文化·下伊保稻节”

活动，演绎“活着的上山文化”。

“保稻节”活动是下伊村传统文

化活动，每年农历六月初一，会举行

一系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置办酒

菜，招待亲朋好友吃“保稻饭”，有

“多来一位客人，主人家会多一担稻

谷”的说法。

近年来，金华注重挖掘历史文

化遗产内涵，精心保护和利用文脉

资源。今年 5 月，“保稻节”受到上山

文化遗址联盟关注，伊福泉等人前

去洽谈相关工作。经过双方商定，

决定将下伊保稻节提升冠名为“上

山文化·下伊保稻节”，上山文化遗

址联盟出资支持活动开展。前不

久，“上山文化·下伊保稻节”活动成

功举办，引起强烈反响。

传承文化记忆
做饮食文化传承者

烂菘菜滚豆腐、白皮辣椒炒肉、

葱花肉⋯⋯这些耳熟能详的汤溪菜

类多达数百道，占据金华地区饮食

文化的半壁江山。如何保留住古老

的汤溪菜？汤溪新乡贤联合会自成

立之初就进行积极探索。

2017 年以来，汤溪新乡贤联合

会联合婺城区汤溪菜饮食行业商

会、市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

建《汤溪名膳》地方标准制订工作小

组，开展热菜、冷菜、点心三个系列

29 道菜肴的地方标准制定。经过 5
年不懈努力，不仅研制《汤溪名膳》

地方标准，还深入挖掘和总结汤溪

菜的故事和出处等历史文化，并成

功申报市级非遗项目。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依靠众人

力量，汤溪新乡贤联合会积极会同

市开发区文旅部门举办汤溪菜标准

（试行）培训班，为汤溪饮食文化发

展培养更多人才。央视 10 套《味道》

栏目开年首播《我的家乡菜·汤溪

篇》专题片，让汤溪菜走向全国。在

“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等餐饮比赛

上，汤溪菜也屡次斩获好成绩。如

今，汤溪菜的金字招牌变得更加闪

亮。

守护根脉 打响品牌
金华汤溪新乡贤联合会倾心发展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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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陈金正

“一幕幕场景让我记忆犹新，
这大概就是摄影的魅力。”近段时
间，台州摄影协会理事傅宝灵一
直在整理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照
片。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那些
被遗忘的时光又浮现在眼前。

1977 年，傅宝灵调入玉环县
文化馆，从事摄影报道和艺术创
作工作。当时，玉环哪里发生了
大事、新鲜事，他总是跑在第一
线。40 多年来，傅宝灵走遍玉环
大街小巷，拍摄几千幅珍贵底片，
还带起一支业余摄影队伍。傅宝
灵说，那些年亲历过的现场，莫不
能忘。

定格1977年漩门大坝通车

翻开《玉环摄影选集》，一张

漩门大坝通车的照片映入眼帘。

40 余年前，楚门半岛和玉环

本岛之间的漩门湾，曾是一处“鬼

门关”，水下有无数巨大漩涡，吞

噬不少航船。上世纪 70 年代，玉

环人用两年时间建造起一条大

坝，将半岛和本岛相连，将险隘变

为通途，这就是漩门大坝。

傅宝灵还记得，大坝于 1977
年10月1日正式通车。

10 月 1 日那天来了很多新闻

记者，傅宝灵挤在大家中间，随手

拍了一张，意外发现效果很好。

这张照片最初在《浙江日报》上刊

登，后又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转

载，向全国人民展现玉环人“与天

斗 与海斗”的卓绝意志。

那时，大坝附近山壁上写有

一句话：“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

漩门变通途”。傅宝灵指着另一

张名为《“漩门”今昔》的照片，照

片拍摄的正是这句话。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玉环有

了到杭州的直通车。

傅宝灵摩挲着这张照片，好

像又回到了那个锣鼓喧天、喜气

洋洋的日子。

记录大鹿岛“拓荒者”

傅宝灵见证了玉环市大鹿岛

如何从一个荒岛变成如今的“海

上林园”。

“这全靠拓荒者们一颗红心

两只手，扎根荒岛，将大鹿岛变得

郁郁葱葱。”傅宝灵指着自己拍摄

一张照片感慨地说。照片上，5 位

年轻人站在一起，看向远方，黑白

照片生动地勾勒出他们眉宇间对

理想的坚定和对明天的期盼。

1963 年，刚从浙江丽水林业

学校毕业的许基全分配到玉环县

农林局，与其他 4 名青年共同负责

荒岛绿化试验研究工作。

“他们那时候年纪轻轻，对玉

环也不了解，但很快就沉下心来

想办法植树造林。”傅宝灵说，当

年他全程跟踪拍摄了 5 名青年的

拓荒工作。

“许基全在福建发现了能够

抗风的木麻黄树种，就先在解放

塘开始试种，然后带到大鹿岛种

植成功。后来又试种了非洲红

杉、日本柳杉等珍贵树种，100 多

万株树木把原来的荒岛变成了现

在的绿洲，真的很不简单。”傅宝

灵说，这些照片记录了拓荒者们

为实现荒岛绿化辛勤工作的场

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傅宝灵：

用镜头留下
玉环“独家记忆”

“上山文化·下伊保稻节”活动现场“上山文化·下伊保稻节”活动现场

1977年10月1日，漩门大坝通车。1977年10月1日，漩门大坝通车。
1980年大鹿岛全貌 傅宝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