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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
了2022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
带头人人员名单，浙江省共18
人上榜，我县黎刚平名列其中。

黎刚平，瓯忆新瓯窑研发
设计中心创始人之一、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会员、浙江省塑艺
陶艺专业委员会委员、温州瓯
窑学会理事、永嘉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副会长、瓯窑非物质文
化遗产“瓯窑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多年来一直着重于千
年瓯窑的传承研究，以及新瓯
窑的创新研发。

从收藏瓯窑到研制新瓯窑

走进瓯窑社区瓯忆陶瓷体
验基地，杯杯罐罐随处可见，黎
刚平正在全神贯注地整理一件
件新鲜出炉的瓯窑工艺作品。
52岁的他，出生于景德镇，从
小就对陶瓷制作耳濡目染，
1988 年就开始在景德镇跟随
当地师傅学习制作陶瓷。后来
温经商期间接触瓯窑，便开始
致力于瓯窑的复兴和发展。“
初次接触瓯窑是十几年前，那
会儿是有收藏瓯窑，后来就开
始对整个瓯窑的历史进行了解
和研究，发现瓯窑是具有自己
独特韵味的陶瓷，这时候对它
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开始对
瓯瓷进行制作和复刻。”

黎刚平表示，自己把研发
设计中心设在永嘉，前期也是
经过长期的选址考察。瓯窑是
永嘉作为千年古县的实物见
证，也是温州地区最重要的文
化金名片之一。目前已挖掘的
200余处瓯窑青瓷窑址主要分
布于瓯江流域，其中楠溪江下
游地区是瓯窑的核心分布区，
目前发现的永嘉县瓯窑窑址共
有31处。永嘉不仅保存了温
州市唯一的早期瓯窑遗址体
系，其整体发展序列亦十分完
整，演变脉络清晰，瓷窑烧制时
间始于汉代，迄于明末，其间从
未间断，出现时期早，持续时间
长，窑址分布密集，生产规模庞

大，器型种类繁多，序列相当完
整，位置得天独厚，产品质量很
高，是瓯窑的集中代表。

在确定于“永嘉”扎根后，
2017 年，黎刚平在永嘉三江创
立永嘉瓯忆瓯窑研发设计中
心，为了更好地传播瓯窑文化，
在瓯忆工作室内还增设了陶瓷
制作体验区，让更多的人能亲
自上手体验制作瓯窑。2018
年，瓯忆陶瓷体验基地被评为
永嘉县首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体验基地，自成立以来参观
加体验人次超过 8 万余人。

“我们有承接团队与村民共同
发展采茶炒茶、制作麦饼、插秧
收割等，并向村民授予瓯窑制

作，使得他们能共同开发，在保
护传承非遗的同时，产生了非
常好的经济效益，带动了瓯窑
社区附近村民的乡风文明建
设，良好的风气吸引了年青人
回村，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
新农村景象。”黎刚平说道。

打造非遗工坊促乡村共富

“我们自始至终注重对瓯
窑的传承，就是在这个当中，我
作为瓯窑非遗传承人，有责任、
有义务把我们这项技能跟烧制
技艺继续传承下去，我们组织
了各方面的研学团队来学制
作，包括如何进行制瓷烧制，通
过对瓯窑有兴趣爱好各个阶
层、各个群体，逐步扩大我们跟
文旅的融合，也为非遗的传承
起到积极作用。”

在传承瓯窑技艺的同时，
不仅能将好的产品推向市场，
还能聘用当地无业村民，带领
他们增加收入。黎刚平表示，
自非遗工坊成立以来，已累计
营业额 6000万元，举办培训
330 余场次，培训 6000 余人
次，开展体验约 1500场次，体
验人数累计约 50000人次，吸
纳就业人数150人，人均年收
入达6万元。”有了更多的人加
入到瓯窑这个板块当中来，需
要各种工种的时候，我们就从

周边开始着手，把有闲暇的村
民汇聚在我们这个非遗工坊里
面，让他们也能实现自己的价
值。像周边的三江、黄田，我们
都有大量的村民加入，其实也
给村民创造收入，富裕了口袋，
也富裕了脑袋。"

据黎刚平介绍，目前正在
打造的非遗工坊以整合融合共
赢共担为新理念，以研游购体
验式消费拉动非遗文化旅游为
目标，分析研发以缥瓷和褐彩
为主要特征的新瓯瓷。接下
来，瓯忆非遗工坊将在原有
1500 平方米的基础框架上，
增设游客中心、非遗小吃及非
遗衍生品售卖区，带动周边村
民就业及灵活就业，以文气激
活人气和商气，真正争取到创
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新契
机。

“今年我们主要创新了一
种新的模式，就是体验式消
费，接下来我们打算分为三期
扩大我们的规模，通过自筹资
金、政府政策扶持、合作整合
等方式，让社会资本进入我们
的非遗工坊，能够把它做到成
为长三角地带一体化的瓯窑非
遗体验工坊，那么不仅我们自
己，周边村民的创收和就业
率，在原先的基础上也会带来
更大的提升。” 记者 胡丽凡

本报讯“阿婆，这是红十
三爱心社送您的，我代他们跑
一趟。”昨日，云岭乡岭北村97
岁的独居老人戴杏花从驻村干
部郑振凯手里接过了20个防
疫口罩。

“谢谢你，谢谢红十三爱心
社，还记着我。”没有子女的戴
阿婆一直是独自生活。最近正
处在疫情高峰期，家里的口罩

用完了，阿婆更是一步都不敢
往外走，没想到红十三爱心社
当天就送来了口罩。阿婆生活
的岭北村地处山区，和大多数
山区“空心村”一样，岭北村常
住人口430人，其中29.4%是
60岁以上老年人。

“昨天我们村文化礼堂在
温州市‘宣传嘉’平台上点单成
功，收到了来自县红十三爱心

社的‘爱心防疫礼包’。”驻村干
部郑振凯非常高兴，拿着“爱心
防疫礼包”往下一户走去，他
说：“这份爱心传递到我手上，
我再传递下去，实实在在送到
老人们手里。”原来，永嘉县首
批有 120个文化礼堂点单成
功，获得来自县红十三爱心社
免费提供的“爱心防疫礼包”，
共计 6000 个 P2 医用口罩，

30000个医用外科口罩。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同发起，首批由县红
十三爱心社爱心接力。以村文
化礼堂为圆心，辐射周边需要
帮助的山区留守老人，为他们
提供防疫物资，助力保障老人
安全平稳渡过疫情高峰。

早在两天前，县红十三爱心

社社长邵若珍得知山区文化礼堂
需要防疫物资，第一时间对接县
委宣传部，认领免费提供首批防
疫物资。认领后，邵若珍和社员
们便马上行动起来，到处打听购
买渠道，最短时间内全力筹物
资。这批“爱心防疫礼包”由永嘉
邮政免费配送给各文化礼堂，这
条邮路也成了一条“爱心之路。
记者 邵丽娜 通讯员 刘倩洁

红十三爱心社为山区留守老人温暖护航

首批送出120份“爱心防疫礼包”

本报讯有这样一类人，始终
坚守在院前急救第一线，为人民
搭建生命安全通道。从调度员电
话响起的那一刻，县人民医院
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与
驾驶员要在两分钟内完成出车，
为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昨天上午九点，记者来到县
人民医院120急救指挥中心上
塘站三楼，看到值班室的医生正
在打印患者病历，其余跟车医生
和驾驶员随时待命，等待调度员

电话到来。在与医生的交流过
程中，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县
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出车率和工
作量较以往是翻倍增长。

“最近一个月的工作量跟
之前是翻倍的增长，部分是因
为天气寒冷，心脑血管等疾病
的发病率上升，再加上最近疫
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一些
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发病率也有
增加。”县人民医院120急救中
心跟车医生陈晓阳分析说。

120驾驶员叶张秀告诉记者，
近期出车量一天有20趟左右，
工作时吃饭也不固定，一般都
在车上解决，因为对急救病人
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近期新冠感染者增多，在
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全体调度
员、医护人员、驾驶员坚守院前
急救第一线。但因为救护人员
的值班时间和人数都是固定
的，因此即便是救护人员出现
高热的病症也要带病上岗。

目前，县人民医院120急救
中心的六名司机和五位医生都已
确诊新冠阳性。昨天早上，随车
医生戴娟娟已发烧，但她仍坚持
岗位，等到后面的医生轮班上来
才回去休息。跟车医生陈晓阳在
谈到近期工作时说，接诊时有些
患者住的是楼梯房，患者需要司
机背下来，而对重症的病人，需要
一路心肺复苏，这样的事情每天
都有在发生。驾驶员王京华、朱
良峰、潘统明三人在感染新冠后

出现高烧、全身酸痛的症状，在需
要出车时，他们只能临时吃下止
痛药保证出车安全。

据了解，近期，我县120急
救中心呼入量和出车量的骤
增，让救护车调派资源变得十
分紧张。不少市民因为体温上
升便拨打电话，车到了之后又
恢复如常，造成空车而回的资
源浪费现象，这可能耽误其他
真正需要救助患者的救护时
间。 记者 王子樟

120急救指挥中心坚守院前急救第一线

救护人员高烧不下岗 竭尽全力与时间赛跑
家庭医生送服务上门
做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个人健
康与防护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点。近段时间，我县各家
庭医生团队积极行动，送医送药上门，并提供24小时
健康咨询服务，全力做好基层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中午时分，瓯北街道“家庭医生”汤东伟与郑倩倩
仍在忙碌着，在做好个人防护之后，他们走进家住白水
社区的陈奶奶夫妇家中，为他们量体温、测血压，并送
上退烧药，反复叮嘱他们该如何科学防护、正确吃药
等。陈奶奶告诉记者，老伴已经90多岁了，因为前一
天出门冻着了，身体有点发热、无力，但是家里没有什
么药，她就打电话给汤东伟医生，跟她说了情况，两位
医生很快就过来帮他们都看了一下，还把退烧药也带
来了。

据了解，由汤东伟与郑倩倩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
团队所负责的片区为白水社区，今年签约服务的对象
有250余人，以老年人居多。每月的5日和20日她们
会来到白水社区开展集中诊疗服务，以及时掌握居民
的身体状况。为能提供更及时高效的咨询与诊疗服
务，汤东伟与郑倩倩将《家庭医生告社区居民书》张贴
至社区各公共场所，并注明名字与联系电话，手机24
小时保持开机，接受专线电话咨询，及时为社区居民提
供疫情防控指导与帮助。“基层医疗单位值班电话号
码，还有我们家庭医生的手机号码，都要通知到每一个
重点人群家里，然后把告知书贴起来，要是他们出现一
些症状，可以跟我们咨询，并做好就诊指导服务。”郑倩
倩说。

据悉，在我县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中，还有很多像汤
东伟、郑倩倩一样的家庭医生。疫情当下，他们既是各
医院各科室的工作人员，又是肩负起健康“守门人”责
任的家庭医生，拥有双重身份的他们，有着同样的信
念：有一分热，发一点光，在寒冬里温暖和帮助更多
人。 记者徐彬彬

体验式消费让非遗工坊火了
瓯窑传承人黎刚平获评2022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本报讯 近日，第十九届脑血管病介入诊治——

瓯江论坛暨温州市脑卒中医疗控制中心大会召开，永
嘉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喜获3项大奖，医院荣获温州
市“千县万镇卒中识别与分级诊疗行动”先进单位；神
经内科陈磊医师分析讲解精彩的“静脉溶栓”病例，获
得“2022年度温州市卒中中心优秀病例比赛静脉溶栓
组二等奖”，神经内科林恒医师荣获“2022年温州市
急性脑梗死再灌注质量先锋奖”。而在此前的2022年
浙江省卒中中心质量改进评比赛因疫情原因由杭州线
下转为线上，侯庐嘉医师代表中心团队，在评比中荣获
二等奖。

优质医疗，奔向山与海。为提升永嘉地区卒中中
心建设，借助同温州市中心医院的“山海”提升工程帮
扶的巨大优势，永嘉县人民医院于2021年6月开始引
进温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何思思副主任医师、神经
外科戴君侠副主任医师、林群副主任医师团队派驻该
院，经过一年多来的辛勤建设，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建
设已有显著提升。同时不断提高医护人员卒中救治能
力，从而更好地提升脑卒中诊治的质量。时隔一年半，
这一充分体现“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工
程，为我县的医疗卫生机构带来显著的变化。

与生命赛跑的故事每天都在县人民医院发生，一
例又一例卒中患者成功在医院转危为安。“我们不断优
化流程、反复培训演练、提高诊疗水平、畅通绿色通道，
就是为了竭尽所能缩短中间环节，为病人争取救治时
间，尽量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
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县人民医院新院区迁建之际，DSA等高
端设备即将落地，卒中中心借助山海工程东风，积极储
备血管介入人才，侯庐嘉主治医师已完成进修，并依托
温州市中心医院介入中心开展脑血管造影术，更好地
迎接新机遇新挑战，造福永嘉百姓，助推永嘉医疗共同
富裕。

记者潘益风

山海工程结硕果
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荣获四项大奖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群
众满足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改善困难群众冬季生活质量，
连日来，界坑乡开展“暖冬送
爱心”系列活动，让百姓切身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近期气温骤降，为切实解决
孤寡老人缺衣少被的实际困难，
保障入冬以后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12月22日，界坑乡组织
开展“冬至送棉被 温暖老人心”
活动，准备了100条毛毯，让低
保、低边、特困人群在寒冷的冬
日感受到浓浓的温情。界坑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戚胜宇一行人
给老人们送去了一套套崭新的
棉被，了解老人最近的生活情况
和实际困难，同时，告知老人疫

情防控的做法，鼓励老人主动接
种疫苗，并提醒老人冬季用电用
火的安全事项。

近期，界坑乡还开展了“党
员上门送口罩”行动，持续筑
牢疫情防控屏障，把乡党委政
府的关怀送到群众手中。党
员们进村入户、与群众面对
面，把防疫知识宣传到户到

人，把口罩送到群众手中。小
小的口罩不仅给群众出行带
来了安全保障，也带来了无限
的温暖，得到了群众一致肯
定。“感谢乡党委政府，以后会
全力配合村里工作，出门一定
戴好口罩，加强个人防护。”村
民董老伯连声道谢。

此次暖冬行动，让受助人群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与社会
的温暖。界坑乡将通过不定期
走访开展系列活动，深入到群众
家中，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实际需
求，并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开展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物质帮扶等
关爱行动，着力打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米”。
记者 邵丽娜 通讯员小安

冬至送棉被 温暖老人心
界坑乡开展“暖冬送爱心”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