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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缑城周刊

这个七夕，王慧慧一直在赶制植物染系列文创作
品《梦里前童·古韵青风》。在今年的“乡建”文创
产品设计大赛中，她的文创作品《梦里前童·古韵青
风》将古镇元素巧妙体现在产品中，既不显得生搬硬
套，又贴合当下审美潮流，她染的“石花窗”衣服，
因为带有深深的古镇文化符号，已被游客抢购一空。

当文创产品“撞”上文化底蕴丰富的宁海，已砰
然擦出能文能武的火花，让产品既有“文艺范”又有

“烟火气”，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文创产品走
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推动宁海乡村振兴注入源动
力，同时也为促进宁海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一
股新动力。

“现在很多人都找我买雕花
的酒坛，做一个差不多要花费 1
到 3天，我已经卖了 30多个酒坛
了，后面我还要做八仙过海的造
型。”储荣华指着身边用酒坛制作
的花盆说。而来自宁波的游客袁
霞红一下就被这些酒坛的文创作
品所吸引：“花雕酒坛常常见到，
这雕花酒坛还是头一次见。”

“千余件文创产品，让我们看
到了乡村艺术家凝结在产品中的
匠心和创意，极具宁海特色。”从
宁波赶来参观的游客陈女士表
示，在本次文创作品展中，让她看
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不少作
品创意来自生活，通过作品就能
找到一种归宿感。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如今，
这批集欣赏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
文创作品，已开始在市场上开疆
拓土，成了旅游市场的宠儿。

“刚刚有个顾客找我定做了
100件‘石花窗’的衣服，这两天正
加紧赶出来。”在前童古镇，“乡
建艺术家”王慧慧最近有点忙，

“没想到自己的作品这么受欢迎，
自从参加了大赛，名气大增，有不

少人下了订单。”谢亚芬团队用宁
海历史名人、知名景点和特产为
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的实用布艺产
品，在制作期间，就收到宁波新华
书店上百件的订单。

特色地方文化往往是一个村
落的符号与情怀，在市场与情怀
之间，如何才能达到双赢的结
果？有时或许只隔着一个创新。
而“乡建艺术家”星级评定暨“乡
建”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的举办，无
疑培植了一个理想通往市场的

“梦工场”。正是这个“梦工场”，
让乡村人才返乡创业有了劲头、
奔头和干头。

正如宁海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所说：“大赛以民间‘乡建艺
术家’为抓手，设计出一批具有宁
海地方特色和具有产业潜力的文
创产品，激发基层群众的内生动
力和文化创意，用艺术创造力助
力文化产业孵化，为乡村振兴发
现和培育一批优秀的能工巧匠、
艺术设计人才。”

人才兴，乡村兴。让乡土人
才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宁
海一直在努力下活这盘棋。

培植乡村振兴的沃土

7月 31日，由县委宣传部、
县人才办举办的“乡建艺术家”
星级评定暨“乡建”文创产品设
计大赛在东方艺术博物馆进行比
拼，来自全县各地的 100名“乡
建艺术家”带着千余件文创产品
同场“竞技”，评委则是来自中
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的教授及文化
产业发展相关负责人，王慧慧就
是在这次比拼中脱颖而出的五星
级乡建艺术家。

为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内生
动力、汇聚分布在各行各业技术
能手、传统匠人等对象的文化创
意，培育和发现一批带不走的

“乡建艺术家”，去年 10月，我
县启动首批“乡建艺术家”星级
评定暨“乡建”创意大赛，邀请
各个乡镇的民间技艺高手报名参
赛。在首届赛事上，来自宁海乡
间的木匠、漆匠、石匠、花匠、
篾匠等能工巧匠围绕毛洋村内一
处破旧的四合院，八仙过海，各
显本领。评审团综合作品的技艺
技能水平、创意水平、启发意义
等方面，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五个

等级，分别授予选手们一星级至
五星级“乡建艺术家”称号。来
自桥头胡街道龙储村村民储荣华
就是上届的四星级“乡建艺术
家”。

本届大赛，他带来的老牛酒
坛、飞龙酒坛、银蛇酒坛……用
随处可见的酒坛做的“十二生
肖”栩栩如生，让人眼前一亮，
不少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

储荣华 28 岁时就去上海从
事园林设计和施工，由于他好
学，爱钻研，几年后就学得一手
好手艺。2019年 4月，我县启动

“艺术振兴乡村”行动，来自宁
波大学的学生来到龙储村，投身
庭院设计，储荣华也加入进来。
捡石头、拌水泥、垒石基、叠墙
面……凭借自己多年学得的技
艺，储荣华在村民家中和大学生
一起垒起了石墙，还用酒坛做成
了盆景，扮靓村庄。

“以前，总觉得艺术很高大
上，离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
远。现在看来，艺术就是生活的
一部分。”储荣华由衷地感叹。

构建文创人才的“磁场”

几十种刨子、锯子、凿子敲
敲打打，不用一根铁钉，榫卯严
丝合缝，大到历经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都不会开裂或者散架的

“千工床”、“万工轿”，小到精致
细腻的小首饰盒，都是五匠出
品的杰作。如何让这些沿袭下
来的老手艺、非遗文化与文创
作品进行交叉和融合，优势互
补，走出一条创意创新的发展
之路？一大批文创产品在这次
大赛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在东方艺术博物馆 900平
方米的展厅内，摆放着泥金彩
漆文房用具、迷你古戏台、龙凤
呈祥提篮等千余件作品，涵盖
雕刻、植物染、剪纸等非遗传承
手艺，充分展现了宁海“五匠”
的高超技艺。

在刺绣展柜上，背着“力洋
酒”的螃蟹、绣着柔石人像的书
本等一系列刺绣文创作品，吸
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我们村
以宁海历史名人、知名景点和
特产为题材，用土布配以白线
素描刺绣、拼布工艺、盘扣工艺
等，创作了一系列的实用布艺
产品和有趣的珍鲜玩偶。”来自
宁海望府村的谢亚芬表示。

大佳何镇涨坑村村民林追
权这次则凭着自己精湛的木工

手艺，带来一头不喝水、不吃草
的“木牛流马”来参赛。“我是模
仿诸葛亮当年用来运送粮草的

‘木牛流马’制作的，改良了一
点工艺，主要是用来运东西
的。”林追权说，“木牛流马”全
部用木头做成，头部是个牛头，
配有四条腿和三个轮子，中间
可以乘坐，使用起来跟普通的
手拉车类似，尾巴控制方向，牛
头里的舌头放下来就能把车锁
住。驾驶员可以坐在椅子上，
很轻松地操作。“材料用的都是
平时做木工活剩下的边角料。”
林追权自豪地说，“不少人看到
我做的东西很新奇，都想把这
头牛牵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常规
的布偶、扇子、挂件等常见作
品，还开发出了耳环、手链、提
包、衣饰等生活用品。

在王慧慧的植物染系列作
品《梦里前童·古韵青风》展台
前，一件件衣服被“印”上了石
花窗，一块块蓝布上“印”着前
童古镇的风貌，一个个手提包
上绣上了“十里红妆”“元宵行
会”“耍牙”“泥金彩漆”等宁海
元素，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
十分惊艳。

点燃追逐梦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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