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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WEN

■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徐冰艳 张丹燕

葛海林

【匠人名片】汤在根，平湖非
遗（灶头画）代表性传承人

【一技之长】绘制灶头画
【坚守故事】昨天上午，记者

来到独山港镇韩家庙村汤在根
家，立刻被墙上的一幅幅画作吸
引。《八仙图》中汉钟离、何仙姑
等人物衣袂飘飘、神态生动；《关
公读春秋》里关公脚踏虎皮，手
持《春秋》书卷，关平、周仓持刀
肃立左右，威严尽显。这些色彩

明艳、笔触细腻的作品，均出自
汤在根之手。

“灶头画都是有寓意的，不仅
仅是画在墙上，更画在人们心里。”
汤在根告诉记者，老百姓请人画灶
头画，画的其实就是心里的盼头。
比如《状元及第》承载着耕读传家
的期许，《姜太公钓鱼》则隐喻着时
来运转的希冀，这些最受老百姓欢
迎的题材，每一笔都勾勒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汤在根看来，
灶头画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传统
文化的延续。

“你要做好咱家‘灶头画’
的接班人。”60 多年前，还在上

小学五年级的汤在根接过父亲
的接力棒，拿起了家族灶头画
的画笔。“那个时候经常跟着父
亲到处跑，一幅灶头画，他画上
灶，我画下灶。”灶头画往往以
人为主，汤在根从静态的山水
风景画起，到动态的飞禽走兽，
再到传神的人物故事，他的笔
触也在这年复一年的练习中日
渐精进。到了 20 多岁，汤在根
便具备了独自完成整个灶台绘
制工作的能力。

画人先画眼，是汤在根几十
年来总结出来的灶头画绘制秘
诀。“眼睛是最难画的，所谓‘千

人千面’，每一个人物都有独属
于自己的神韵。想要让整幅画
有魂，只有把眼睛画‘活’才可
以。”也正是出于这种对“画魂”
的执着，汤在根在每次作画前，
会先在纸上画草稿，定好整体的
框架以及眼睛的位置，才敢用墨
笔于墙上点睛，彩笔上色，再从
眼到鼻、自上而下，开始绘制。

汤在根“出师”后，每年重阳
节后的深秋，成了他最忙碌的时
节。“在我们江南地区，自古就有

‘重阳打灶’的习俗。”每年重阳
节后的这段时间，“天不亮时调
颜料，待星满天收画笔”，是汤在

根每天的真实写照。最忙的时
候，汤在根一年下来，要画五六
十个灶头。

但如今，乡下使用灶头的人
家越来越少，汤在根的工作阵地
也逐渐转向了庙宇祠堂。在上
海金山的万寿寺等地，他的作品
依然延续着灶头画的精髓。记
者还注意到，在汤在根家中，除
了厨房里有一个已绘制完成、色
彩鲜亮的灶台，后院还有一台刚
粉刷好的空白灶台。“老灶台是
念想，新灶台是希望。家里小辈
也对灶头画很感兴趣，这个就留
给他们画吧！”汤在根笑着说。

□匠心创造奇迹

妙笔画出好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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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宇青
通讯员 吴 平 杨清扬

本报讯 初夏时节，瓜果飘
香。近日，被誉为“江南第一瓜”
的马铃瓜一经上市，就受到市民
热捧，掀起了一股抢“瓜”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马铃瓜今年首次
加入应季自产自销瓜果点进行
销售。

昨天下午 4时，当记者来到
位于当湖街道的“三港嘉苑门口
靠东侧”应季自产自销瓜果点
时，市民李先生正在平湖市高新

果蔬专业合作社摊位选购马铃
瓜。“作为一个平湖人，平湖马铃
瓜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但之前
一直不知道哪里可买。”李先生
说，在了解到今年的马铃瓜在自
产自销点有售的消息后，他第一
时间就过来，准备买回去和家人
一起分享。

“虽然是和点位一起开市，但
由于马铃瓜成熟较晚，前期主要
销售黄瓤西瓜和红瓤西瓜。”平湖
市高新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
洪说。而随着首批马铃瓜的成
熟，其摊位上的销量迅速攀升。

据了解，陈洪的西瓜种植基地位
于广陈镇山塘村，共种植西瓜约
40亩，其中有约 15亩为马铃瓜，
而随着这几年马铃瓜品种的不断
优化，瓜的口感也越来越好。

“目前，马铃瓜的售价在每
斤 8至 10元，基本上每天都供不
应求，还有很多客户会提前预
订。”陈洪说，他们每日在线下零
售的基础上，还线上直播“摆摊
实况”，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比如，有客户在我们的销售直
播间下单预订后，可以选择到我
们自产自销摊位自取或送货上

门。”陈洪说，当天上午采摘的瓜
中午配送，自产自销点每天下午
3时出摊，一直营业至晚上 8时；
下午直播间预订送货上门的瓜，
次日新鲜采摘后配送，平湖全域
均可送达。

记者注意到，除了零售的马
铃瓜，摊位上还摆放着 1个装、2
个装等多种规格的马铃瓜礼盒。

“礼盒装在摊位上主要用于展示，
如果客户有需要，我们也会包装
好，送货上门。”陈洪说，1个装的
是大瓜，重量在 12至 13斤，售价
100元；2个装则是偏小的瓜，总重

量在19至20斤，售价150元。
记者从市综合执法队直属中

队了解到，目前只有“三港嘉苑门
口靠东侧”点位在销售马铃瓜。

“今年报名参加应季自产自销瓜
果点位的马铃瓜种植户有 3至 4
家。”市综合执法队直属中队副中
队长李燕说。其他几家马铃瓜种
植户预计在马铃瓜大量成熟、集
中上市后出摊销售。“我们计划在
5月 31日起摆摊上市，目前定在

‘裕漾桥南侧’的销售点位。”马铃
瓜种植户之一、广陈镇雨豪家庭
农场负责人陈桂宝说。

礼盒装百元一个

马铃瓜“出摊”引热购

“绣球”走俏
近日，在新埭镇锦程园艺基地上，来自欧洲、日本等地100多个品种的绣球花陆续绽放。据悉，当前绣球花销售正旺，基地上的6

万多盆花卉将销往江浙沪各地。
■摄影 王 强 陶佳迪 顾秋叶

■记 者 陶佳敏
通讯员 陈明远

本报讯 昨天上午，新仓镇
杉青港村放港河上浪花飞溅，嘉
兴端午民俗文化节——2025“平
湖后生杯”浙沪龙舟斗牛赛在此
展开激烈角逐。在赛龙舟的队伍
中，不少年轻的脸庞引人注目。
当青春力量与传统竞技相遇，浪
遏飞舟间尽显文化传承魅力。

在新仓龙舟队里，1999年出
生的冯澳辰是名“小鲜肉”。“我
是高二的时候在老师的推荐下，

接触到了赛龙舟这项运动，并在
实践中感受到了赛龙舟的文化
魅力。手中的船桨每一次划过
水面，都让我觉得有股劲在心
里。”冯澳辰说，这已是他第二次
参加龙舟斗牛赛。

大学毕业回到新仓后，冯澳
辰听到要组建新仓龙舟队伍的
消息，选择在第一时间加入。起
初，冯澳辰只是将龙舟训练当作
锻炼身体的方式。但当他每一
次坐在龙舟上，看到队友们团结
一致奋力拼搏时，听到岸上的亲
友团为自己加油助威时，感受到

教练和队长悉心教导并关心自
己时，他就感受到这并不只是一
项运动，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心中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
生。

今年赛前，为了能获得好成
绩，冯澳辰及其队友连续一个
月，不仅利用工作日空余时间，
还在周末请专业教练来培训。

“作为龙舟队的年轻血液，我要
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学习这些传
统习俗，让传统文化焕发新光
彩。”冯澳辰说。

在参赛队伍中，曹桥龙舟队

这支全员“90后”的队伍，尚显年
轻。“刚开始组队时，很多人连龙
舟都没摸过，但大家凭着一股热
爱，从零开始学。”曹桥龙舟队负
责人陈忆健说。

自2020年接触龙舟以来，这
群来自曹桥街道各村社区的年
轻人，利用工作日的午休和周末
时间刻苦训练。龙舟竞渡讲究
团结协作，为了达到最佳默契，
队员们不仅虚心学习老师傅的
经验，还经常围坐在一起，结合
年轻人的思维碰撞新火花。“精
准的鼓点节奏、复杂的水流判

断、队员间的距离配合，我们都
细细研究，每个人都积极贡献想
法，让队伍不断进步。”陈忆健
说。

其实这群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早已超越了龙舟赛
场。工作之余，他们是舞龙队
里腾跃翻飞的“龙身”，是手马
灯表演中穿梭街巷的“马灯”。

“传统文化不是老古董，它需要
注入年轻血液。我们想用自身
的经历告诉同龄人，这些传统
民俗里藏着鲜活的生命力。”陈
忆健说。

后生击水赛出后生击水赛出““传统味传统味””

端午假期临近，本地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
昨天，在钟埭街道钟溪樱花里的凌樱阁文创馆
内，又有文创产品上新，富有本地特色的端午香
囊、樱花雪糕等已然上架，迎接假期到来。

■摄影 王 强 郑凯欣

■记者 林旭东

本报讯 湘江潮起处，求贤正当时。近日，
平湖以“扬帆起航·才聚平湖”为主题，组织莎普
爱思药业、晨光电缆、宏利汽配等12家重点企业，
走进湘潭大学、南华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等 5所
湖南高校，通过校企洽谈、双选会和专场招聘会
等形式，开展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才之约”。

“平湖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发展前景广阔，
我非常期待能在这里开启职业生涯。”招聘现场
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高校学子积极参与。应届
毕业生们纷纷驻足咨询，与企业人力资源代表深
入交流。学生们对平湖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
产业链配套以及优厚的人才政策表现出浓厚兴
趣。“平湖企业提供的岗位与我自身专业高度契
合，我相信能在平湖发挥自己所学，实现更好的
发展。”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如是说。

活动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详细介
绍了人才补贴、购房优惠、创业扶持等平湖引才政
策，针对毕业生关注的落户、住房等问题提供一对一
解答，让学子们切身感受到平湖引才的诚意和温度。

此次赴湖南高校招才引智活动共推出机械
工程师、人力资源管理等优质岗位115个，收到求
职简历 1500余份，达成意向就业 212人。从湘江
之畔到东海之滨，平湖以一座城的诚意，向青年
英才发出共同成长的邀约。2025年，平湖市“扬
帆起航·才聚平湖”活动将持续开展，期待更多青
年才俊与平湖并肩同行，在长三角这片热土上，
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牵手筑梦 靶向引才
平湖赴湖南高校开展招才引智活动

村村有特色 处处是亮点
（上接1版）
提升村子曝光度和知名度。“我们希望游客能在
新仓这片土地上享受到最优美的田园风光，也能
品尝到最地道的传统美食。”高亚勤说。

村村有特色、处处是亮点。近年来，新仓以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为抓手，创新打造“一村一品”，通
过深挖本地“土特产”资源，为各村“量身定制”创富
路子。三叉河村的“小落苏”挂满枝头、被搬上餐
桌，为这个历史文化风情村增添一抹“鲜”味；中华
村一改往昔，“净菜工坊”切出百万产值，成为拉动
农户增收的“火车头”；杉青港村蓝莓大棚喜迎丰
收、共富蔬菜岛科技感十足，“遍地开花”的农业项
目描摹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如今，
放眼新仓，“一村一品”差异布局、错位发展的乡村
发展格局，让特色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
不断激荡起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池春水”。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全省种
业振兴典型案例名单，《平湖市加强马铃瓜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重现消费者心中的“梦中情瓜”》
入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类案例。

为重振平湖西瓜品牌，我市加强马铃瓜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自2011年起对马铃瓜持续开展提
纯复壮培育，并于2024年入选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优异种质资源、获得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证书，今年更是取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证书。目前，平湖马铃瓜的中心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从 7%提高到了 11%以上、最高可达
14%，并保持了马铃瓜的耐贮运、肉质细嫩、汁多
爽口等特性，深受消费者青睐，有力促进了瓜农
增收，种植产值提高30%以上。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技术创新是关键。近年
来，我市建立了从产前到产后的全过程标准体
系，制定4项省级团体标准和1项市级地方标准，
推动标准化生产。去年，我市成立平湖西瓜育种
及展示中心，目前已有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所这
一西瓜育种机构，育成10多个具有平湖辨识度的
西瓜新品种。不仅如此，我市还持续打造区域商
标，强化平湖西瓜品牌。

■记者 管学悦 通讯员 吴 平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我市一案例入选全省典型案例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