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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宁市马桥街道新塘
村第四届梨花节开幕式上，出现一
群“神奇动物”。漫步梨花树下，
30 余件柴草编织的十二生肖和卡
通形象惊艳亮相，引来游客争相合
影。

在 新 塘 村 ，有 一 个“ 柴 砖 银

行”，顾名思义就是村民存放柴火

和砖瓦的“银行”。村里老党员周

雪康利用从“柴砖银行”收储的大

量废旧柴草，带领“五老”志愿者设

计制作飞禽走兽、卡通 IP人物等上

百种柴草工艺品，让“神奇动物”扮

靓乡村风景，形成特色旅游资源，

每年吸引游客 3 万余人次。新塘

村还被华东理工大学列为“乡村社

会治理人才培养与教学基地”和

“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观测点”，

由“五老”志愿者制作的两头大柴

牛在校园安家落户，为学术研究提

供生动案例。

近年来，海宁通过“银字号”共

富工坊载体，聚拢农村老党员和老

干部资源，在推动村落文化建设、

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旅融合发展等

方面精准发挥老同志作用，为“美

丽经济”提“颜值”添“价值”，形成

“群雁齐飞、助力共富”的生动景

象。

从拉板车手扛设备，到开面包

车用上数字放映机，放映 3 万余

场、行程超 35 万公里，观众数以百

万计⋯⋯40年来，海宁“五老”志愿

者徐九斤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

映一线，足迹遍布海宁及周边县市

10 余个乡镇的每一个角落。2015
年，由他创建的九斤电影珍藏馆免

费向公众开放。数十部不同年代

的放映机、200余部电影胶片、2600
余张电影海报、上万册电影杂志，

见证中国农村电影的发展历史，被

浙江大学等 40 余家院校（单位）列

为实践基地。2020年，以徐九斤名

字命名的“乡村电影文化节”在海

宁市许村镇科同村诞生，这场全国

性的电影盛会让优质文化资源有

了向乡村流动的出口，打响了“光

影故事村”品牌。

在位于海宁市长安镇“花漾年

华风情线”上的兴城村美洋洋文旅

综合体内，作为嘉兴市篾竹非遗传

承人的俞付坤正在向大家展示他

的竹编制作过程。劈篾、编织、上

色，俞付坤的双手在细软的篾条间

来回穿梭、纵横交织，娴熟的技艺

让游客们啧啧称奇。2020年起，兴

城村以“竹文化”为切入点，在有着

篾匠行当悠久历史的篾竹里小组

重点打造非遗花园式村落，坚守技

艺 40 余年的老党员俞付坤主动把

自己的竹器作坊搬进村里的“匠人

工坊”，向往来游客和村民们展示

竹编文化、教授竹编技艺，唤起人

们内心深处的乡愁记忆，成为美丽

乡村文旅精品线路上的必备打卡

点。

曾任海宁市黄湾乡副乡长的

施惠林退休后一直从事非遗技艺

的传承，成立“慧灵编织社”，教学

足迹遍布周边县市，让许多当地妇

女都学会了草编技艺。以“非遗联

姻”为契机，近年来，黄湾镇着力推

动与“她”共富，招募农村低收入家

庭妇女、全职宝妈等群体从事工艺

品编织，进入宽塘“烟火集市”等渠

道，作为旅游纪念品售卖。

“结合草编、蓝印花布两项非

遗技艺，创作出一些好看、实用、有

市场的手工产品，不仅能为妇女朋

友增收，也能更好地传承发展非遗

文化。”施惠林说。

为“美丽经济”添颜值

海宁这群老同志齐心同写共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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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潮新闻 记者 金晨 陆遥

5 月 14 日下午，临海图书馆

府城书房王淼特藏馆开馆。这

是府城书房首个入驻的馆中馆，

展出了王淼先生从事文化工作

37 年间的所藏，有图书、笔记、

工艺收藏品等共一万余件。

王淼是临海岭根村人，1980
年考进临海县文化馆后，被分配

到城郊区文化站工作，1988 年

调到省文化厅社文处，曾任浙江

省 文 化 厅 非 遗 处 处 长 。 1989
年，重病袭击，王淼脊椎严重变

形，手抬不过肩、脚迈不过槛。

但他坚持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无

论在哪个岗位上，始终保持“5+
2”、“白+黑”的工作状态。2014
年 10 月底，因工作过度劳累，他

昏倒在单位会议室前，醒来后发

现四肢瘫痪⋯⋯2015 年，他被

评为第四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因身体原因，王淼无法亲临

开馆仪式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

参与。

大屏幕亮起，在杭州医院

病房的王淼出现了。他说：“如

果有天堂，那就是图书馆的模

样。对我来讲，也就是家乡临

海图书馆的模样。能够为临海

文化建设尽一份心意，我内心

深感荣幸。”话音落下，现场来

自全省各地的文化工作者无不

泪眼阑珊。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在王

淼的带领下，浙江非遗事业从无

到有，创造了非遗普查“浙江模

式”，国家非遗名录项目“浙江现

象”，全国非遗保护传承“浙江经

验”，推动浙江国家级非遗项目

蝉联“四连冠”，开创了“浙江非

遗领跑全国”的可喜局面。

橱窗里整齐排列的著作、笔

记和剪报，见证了他夙兴夜寐、

殚精竭虑的工作历程，印证了他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铿锵誓

言。特藏馆一角，摆放着 100 多

本王淼的工作笔记和简报。泛

黄的纸张，密密麻麻的字迹，有

完整的会议记录、有灵感一现的

创想，也有非遗工作启动之初的

五年、十年的工作计划⋯⋯经过

16 年筚路蓝缕，展厅的另一侧，

摆放着他和同伴们修筑的“文化

长城”。他主持编撰完成了浙江

国家级非遗代表作丛书，全套丛

书 217 本，被誉为“浙江文化研

究工程的优秀成果”“浙江重要

的地域文化档案”。

临 海 图 书 馆 馆 长 彭 春 林

说：“王淼先生此次捐赠了图书

3793 种，其中 2911 种共 3323 册

填补了我们的馆藏空白。在这

些图书中，有临海相关书籍 12
种、大量建国初期的书籍等。”

开 馆 当 天 ，正 逢 母 亲 节 。

王淼动情地说：“母亲既是亲

爱的党和亲爱的祖国，也是生

我 养 我 的 亲 爱 的 妈 妈 。 在 特

殊 的 日 子 向 家 乡 图 书 馆 捐 赠

了自己的文化收藏，也是为了

母亲的微笑，也是献给家乡父

老的一份心意，这是游子回娘

家，也是游子心归故里。”

王淼特藏馆开馆
一万多件珍藏捐给家乡临海

俞付坤展示竹编制作过程。 人们在王淼特藏馆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