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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宣仪） 近日，
“唐风宋韵”主题系列活动暨古谱诗
词歌曲研修坊活动在我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区文旅局主办，区图
书馆承办，台州市表演艺术家协会和
区文化馆共同协办，邀请了上海音乐
学院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2022《中国传统音乐古谱研究》项目
组成员，通过古乐谱展览、导赏讲座、
古谱歌诗研学坊、名家工作坊、歌诗
音乐会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传统
文化艺术盛宴。

一走进黄岩图书馆，便能看到大
厅里正在展出的古乐谱作品展，记录
在团扇、折扇、经折上的古谱，涉及工

尺谱、减字谱、昆曲谱、古谱歌诗谱、
南音工X谱等传统记谱法，从西周的

《诗经》，唐宋诗词歌曲《虞美人》《少
年游》，到当代原创歌曲《风月同天》，
甚至还将时下流行的古风歌曲《不
染》《大鱼》进行了“古谱化”，这些看
似“天书”的古乐谱，以其独特方式，
诉说着中国音乐的悠远历史和令人
神往的流风遗韵。

为了让“古谱”活起来，部分作品
还配有音频二维码，现场观展时扫码
就可欣赏，让观众在大饱眼福的同时
全方位感受汉语言与声音融合的魅
力。“第一次接触到古谱，觉得很新奇
也收获很多，体会到了诗歌原来是真

的可以唱出来的。”市民邱女士说。
随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赛

教授讲述了我国悠久的诗歌传统与
礼乐文化，并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对古
谱诗词《大成殿雅乐奏曲》《清平调》

《关山月》等曲子进行解读、教唱。项
目组团队老师们还带领大家领略了
古谱诗词的传唱方法与技巧。

“我一直非常喜欢古诗词歌曲，听
说来教学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专
家，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想来正儿
八经地学一学。”来自台州学院人文学
院的古代文学教师程向荣告诉记者。

在听完老师们或悠扬婉转、或慷
慨激昂的范唱后，古谱爱好者林彬燕

也是收获良多，“古诗词当中的咬字
规律，我平时不是很注意，老师教过
之后念起来真的更有韵味了。”林彬
燕说。

夜晚华灯初上，一场古谱歌诗雅
集音乐会将本次活动推向了高潮，音
乐会由中国传统音乐古谱研究项目
团队成员联合台州本地音乐家共同
演绎，通过将古谱歌诗译、编、创、演
的舞台形式，展现了14首经典作品。

“我们对明代和清代的乐谱进行
研究和译介，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
新性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表
演，呈现一种非常鲜活的古谱诗词的
听觉和视觉盛宴。”杨赛说。

“唐风宋韵”主题系列活动暨古谱诗词歌曲研修坊活动举行

灵气所钟，锦绣橘乡。
千百年来，咏橘文化、儒释道文

化、宋韵文化、青瓷文化、书院文化、
和合文化等各类文化在永宁江畔相
互激荡、竞相喷涌、融合发展，成为引
领黄岩前行最深层、最基本、最持久
的力量。

在诸多黄岩传统文化中，宋韵文
化最为光彩夺目。十年来，黄岩不断
推动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以宋韵文
化传世工程为抓手，着力做好宋韵文
化保护利用、传承弘扬和成果转化三
篇文章，推动宋韵文化可观、可感、可
发展，为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区域标杆

铸魂塑形赋能。

重现“古迹宋韵”
多方面保护利用宋代遗址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其中，青瓷最具代表性。究竟怎样的
巧手慧心，能让一捧黄土变为“千峰
翠色”？

走进沙埠竹家岭青瓷文化展览
馆手工体验区，体验者们正在认真观
摩青瓷师傅彭军“手随泥走，泥随手
变”的拉坯技巧。随后，大家也跟着有
模有样地制作起来，固定、找中心、开
口、拉直筒、塑形，一步不落。

“第一次做，意想不到的好玩，我
打算做一个青瓷碗放在家里观赏。”
国庆假期过来体验青瓷文化的陈韵
潞小朋友热情高涨，经历多次失败
后，手中的陶泥开始逐渐成形。

彭师傅从事青瓷制作已有 7年，
经常仿制沙埠青瓷珍品。对他而言，
每一次实验性的仿制，都是在与宋代
文化进行一次深度交流。“我们现在
采取这么先进的工具来制作古人同
样的作品，却还是无法超越，很叹服
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他感慨道。

展览馆二楼还设有展览区，陈列
着青瓷执壶、青瓷粉盒、青瓷香炉等
上千件瓷器。步入其中，仿佛回到那
窑火兴盛的两宋年间。

距展览馆 200米之遥，就是竹家
岭窑址所在。漆红色长廊向上延伸，保
护着一号窑炉。西侧，另一条窑炉遗址
与之平行，两侧窑具碎片堆积如山。

这些被随意丢弃的窑具碎片却
是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宝贝。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黄岩沙埠窑考古工作
站站长谢西营通过对废品堆积区的
地层解剖，判定竹家岭窑址瓷业始于
北宋中期，终于南宋早期。

考古工作站还通过主动性发掘，
揭露出多处规模庞大的窑炉。其中，
斜长 72.32 米的竹家岭窑址窑炉遗
迹，为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两宋时

期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的窑
炉遗迹，获评2019年度浙江十大考古
重要发现。

“沙埠窑在北宋中晚期上面承继
了越窑，下面开启了龙泉窑。所以说，
在浙江陶瓷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填补了浙江陶瓷史的空白，也进
一步完善了中国陶瓷史的空白点。”
谢西营一语道出沙埠窑的重要历史
价值。

为进一步弘扬沙埠青瓷文化，这
几天，谢西营正带着团队加紧修复部
分沙埠青瓷，筹备即将举行的沙埠窑
考古成果展。

与此同时，作为黄岩“千年永宁”
文化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委羽山道
文化遗址公园、赵伯澐宋墓遗址文化
园、孔庙修复工程等宋代遗迹保护利
用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

邂逅“风雅宋韵”
多形式传承弘扬宋代文化

认识一座城，从走进这座城市的
博物馆开始。

黄岩建县1300多年，宋代是其历
史上的高光时刻。这从黄岩博物馆的
现有藏品就能看出：藏品共计8000余
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1件，宋代文
物占据大半。

（下转B版）

潮起千年宋韵 镌咏润富新篇
■本报记者 施佳丽

本报讯（记者 杨雨洁 通讯员
顾晶晶） 10月8日晚，记者在G15沈
海高速台州出入口看到，各类车辆往
来明显增多，车辆引导、秩序维护、核
酸检测等各个环节井然有序。在核酸
检测点门口，多名志愿者引导市民全
程佩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有序
排队，配合防疫人员进行扫码、亮码、
核酸采样等工作。

“国庆期间，我们每天的平均采
样人数约有三千多人，在10月5日和
6日，核酸检测人群达到最高峰，每
天约有四千多人，比平时采样人数多
了四倍左右。”黄岩城投集团高速路
口防疫组长胡君飞介绍说。为及时满
足国庆节后返城人群核酸检测需求，
检测点灵活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加派
人手、增设窗口、轮班值守等方式，加
快采样速度、畅通快检通道，实现核
酸检测“加速度”。

国庆长假结束，市民的核酸采样
需求大幅增加。为保障广大群众安全
复工返岗，我区各检测点和医疗机构

高效应对，做到“应检必检”。
“国庆假期返乡务工人员比较

多，我们登记窗口增加到八个，检测
窗口增加到三个，灵活调整人员，做
到返乡人员‘应检必检'’，不漏过一辆
车。”北城街道高速路口防疫负责人
蔡振民表示。据统计，国庆假期 7天
里，该高速路口检测点累计查验车辆
8242辆，核酸检测 22208人，全力守
护好黄岩“北大门”。

10月9日上午，在东城街道山亭
党群服务中心采样点，同样也迎来了
核酸采样的小高峰。该点位面向普通
市民群众实行 24小时全天候开放，
确保群众节后返岗、返校更安心。“整
个核酸检测流程走下来，感觉还是蛮
高效的。”市民郭娟说。

目前，我区共常态化设置了 200
余处核酸采样点。全区3家核酸检测
机构，可以实行24小时运转，提供样
本检测服务，平均日检测能力达到
12-13万人次，有效保障重点人群和
普通市民核酸检测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孙红红）“很
荣幸，‘书记论坛’能在我们长潭村召
开。作为一个省级农家乐示范村，
2019年，我们完成了阳光广场工程，
总投资270万元，建造了湖边长廊和
300米休闲步道。2021年，完成了村
庄环境提升，扩大绿化面积、增加道
路亮化、美化鱼塘等，解决了16间安
置房和 3间 2层楼无房户、困难群众
的周转房，不仅为长潭水库增添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还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稳步增长。”近日，在北洋镇召开的
第三期“书记论坛”上，长潭村党支部
书记徐利敏向大家介绍道。

当天，北洋镇 22个村（居）党组
织书记、特色农业观光小镇党支部
书记、商会党支部书记一起实地参观
了长潭村美丽乡村创建项目，对优美
的农村人居环境感触颇深、纷纷点
赞。

北洋镇党委书记卢明宇详细解
读了“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乡村”以及

“如何建设美丽乡村”。长潭、康山、小
里桥村的党支部书记还做了交流发

言，大家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主题
“华山论剑”，让好的办法、好的建议、
好的举措在交流中不断呈现，共谋美
丽乡村建设“金点子”。康山村党支部
书记黄欣有感而发：“实行‘一肩挑’
之后，我对‘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
有了新的认识，担子更重了，劲头也
更足了。从美丽乡村建设‘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中，我们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利用‘资源、项目、环境’
盘活土地，提升人居环境，争取资金
支持建设美丽乡村精品村，充分发挥
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北洋镇“书记论坛”每个季度举
办一期，每期一个主题，让优秀书记
讲心得、谈经验、说做法，大家围绕
话题各抒己见，共同经历了一次思
想上的风暴，找差距、学方法、促发
展。“通过亮成绩、比成效、争先进，
以经验共享、问题共解、互助共进推
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培养一
支能谋善断、忠诚担当、廉洁自律的
红色‘领头雁’队伍，推进共同富
裕。”卢明宇说。

本报讯（通讯员 许灵敏 卢菲
虹 许 宁）日前，从天津市圣昂达公
司传来消息，黄岩区高桥街道下浦郑
村投入 600万元量身订制的米面生
产流水线建设已进入尾声，制丝、烘
干、包装等设备预计本月底正式安
装，标志着高桥米面小镇将开始现代
工业化生产，产业发展实现全面转型
升级。高桥米面产业华丽转身的背
后，离不开黄岩区第十六、十七届人
大代表的接续助力。

高桥米面加工产业已经传承了
近百年，因米面口感爽滑、米香浓郁，
在台州市区占有60%的市场。但前些
年，这一产业面临着生产标准欠缺、
品牌形象不鲜明、产品结构单一、产
业发展乏力等转型升级的窘境。

为此，从 2019年上半年开始，区
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牵头组成高
桥街道人大代表调研组，通过走访、
座谈、交流等多种途径，收集问题建
议，开好发展“良方”。

经过不断调查，从业人员老年
化，缺乏产业转型升级资金，露天晒
面环节“看天吃饭”，传统工艺面临断
档失传的境况，生产方式影响河道环
境等问题被调研组挖了出来。

问题找到了，又该如何解决？代
表们想到了邀请专家出谋划策。6月，
来自省农业厅、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国家大学科技园的6位专家受邀集聚
高桥，一场省内米面产业高规格“头
脑风暴”论坛在此举行。结合会上的
意见建议，高桥街道米面产业发展制

定了“三个一”目标：建成省内第一条
现代化的米面生产流水线；制定省内
第一个米面生产行业生产标准；打造
全国第一个米面小镇。同时，街道还
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合作关系。

为推动“百年米面”产业转型升
级，人大代表们深入调研，提交了

《关于扶持“下浦郑米面”等传统农
副产品加工产业的建议》《关于要求
解决 3.0 米面产业园项目建设启动
资金的建议》等 6个建议案，提出依
托“米面产业+米面文化+米面旅游”
模式，拓宽群众致富路。他们发挥各
自职能优势，奔走各部门，竭力争取
共计2250万元省财政绿色转换专项
资金，投入米面小镇建设。力促结对
合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研发七彩米
面；推动米面小镇建成台州首批农
业特色产业小镇；向省食品工业协
会、省农院申报浙江省首条米面产
业生产标准……

如今，高桥米面已从手工制作
1.0版升级为工业化3.0版，实现年产
量 600 多万公斤，年产值 5000 多万
元，已然焕新升级。新的数字化4.0版
则正在酝酿。

新征程上，结合“一千双百”“六
访六促六为”等主题活动，人大高桥
街道工委在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
重点开展米面自动化设备及厂房改
造、科创活动中心建设、米面会客厅
改造等米面小镇创建情况监督，为助
力打造台州市米面小镇，贡献人大力
量。

节后核酸检测迎来小高峰 我区多措并举保障需求

北洋：“书记论坛”共谋美丽乡村建设

人大代表助力高桥“百年米面”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金秋送
爽芋飘香，又到一年丰收时。眼下，我
区西部山区上垟乡500多亩红花芋头
喜获丰收，供不应求。

在西洋村近百亩红花芋头种植基
地，半人多高的硕大芋头茎叶密密匝
匝，犹如池塘的荷叶有着“接天连叶无
穷碧”的美感。田地里，30多名农户拿着
锄头快速地砍掉茎叶、挖出一丛丛大大
小小的芋头。这边忙着采收，那边，来自
各地的采购商早已在等候，工人们蹲在
地上，仔细地弹掉芋头表面的泥土，快
速分拣入筐。“每年都带工人来现场收
购，这里的红花芋头品质好，名声在外，
怕抢不到货，一大早就来蹲守了。”当
天，来自宁波的商贩王小明装满了一车
2000多公斤的红花芋头满意离开。

据了解，红花芋头的表皮是暗红
色的，带有一些须毛，并且它的叶芽
都是粉红色的，这也是它名字的由
来。红花芋头蒸熟后入口即化，肉嫩

味香，比普通芋头更甜更糯，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基地负责人朱维福告诉
记者，基地位于长潭水库上游，有着
好水源好土地做基础。当然，好的芋
头需要精耕细作。芋头种植前，芋头
地要深翻 35到 45厘米，保证土壤积
蓄足够的水分，种子要选取顶芽充实
饱满的，长芽后要追肥，生长过程中
始终保持不涝也不干的状态。而且，
基地严格按照绿色无公害标准进行
种植，芋头的品质非常出色。

“今年虽然遭遇了旱情，但我们通
过多种措施实施农田灌溉，保障了产量
不受影响，亩产高达2300公斤。”朱维
福说，“今年红花芋的市场行情也特别
好，收购价比往年高出一倍，每公斤4-
6元，种植90亩红花芋可以卖到100多
万元呢。”朱维福笑嘻嘻地说。

近年来，上垟乡利用西部山区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通过“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红花芋头种植，全乡

经过土地流转共种植红花芋 500 多
亩，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再通过乡
贤牵线搭桥的作用联系商家畅通销
路，红花芋头由此成为当地农户增收

的一大法宝。“在这儿采收芋头收入
不错，每天有 100多元，工作地点近，
还能照顾家庭，挺好的。”正在忙活着
的村民张萍满意地说。

上垟：500多亩芋头喜获丰收助农致富

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区域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