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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华青

7月31日上午8时半，市老年体育协会在稠江街道锦都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召开2019年年会暨义乌市老年体育工作

“六有”建设现场会。市老年体育协会、稠江街道、锦都社区相关负
责人，以及各镇街老年体协主席及委员参加了会议。

“大力发展‘孝道体育’，将有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力推动
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有力推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稠江
街道党工委书记江泽洋首先发言，对大力发展“孝道体育”表示支
持重视。随后，锦都社区书记陈娟芳对锦都社区如何开展老年体育

“六有”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她表示，如今的老年朋友不再满足于
“温饱”的层面，而是积极追求“精神”的层面；不再满足于“有一口气
活着”，而是追求高品质的“长寿生活”。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老年朋友，
提升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锦都社区一直致力
于老年体育“六有”建设，把社区建设成老年人的乐活家园。

所谓“六有”，就是有组织，确保老年活动有人管；有制度，确保老
年活动常态化；有机制，确保老年活动有抓手；有计划，确保老年活
动正常化；有场地，确保老年活动有基地；有经费，确保老年活动有
支撑。市老年体育协会主席陈有德说，锦都社区的“六有”建设工作
符合金华老年体育协会要求的“四个一”基本标准——有一个靠
山、有一个家、有一个平台、有一张网，值得全市以此为样本，不断
去培育和发展，切实抓好基层老体协组织的规范化建设。

会议还对2019年市老年体育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20年工
作进行了部署,并对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推进“六有”建设
发展老年体育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品善慧典故，释双林来今。7月30日，由佛堂镇政府主办的
“佛堂乡贤话双林”双贤大讲堂在双林寺开讲。佛堂镇乡贤骨干、
部分双林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齐聚一堂，聆听双林寺的历史足
音，描绘双林寺的未来蓝图，探究以傅大士为核心的双林传统文
化内涵。

双林禅寺始建于1500多年的南北朝，三把大火烧毁，三次
鼎力重兴，历经辉煌和磨难。世事变迁，朝代更迭，物是人非，但
双林传统文化依然屹立不倒。佛堂镇乡贤副会长兼秘书长、镇志
办主任王春平从双林禅寺的历史定位——皇家寺庙开讲，按照
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时间脉络，梳理并阐述了双林禅
寺上千年来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
地位。同时，穿插典故和传说，叙述了傅大士与双林寺的深厚渊
源、对双林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

如今该如何重振双林禅寺的鼎盛景象？当天的大讲堂给与
会者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据悉，规划中的双林禅寺将结合地域
山势风貌，打造成“山水禅林、唐风宋韵”风格的江南寺庙园林，
宏伟建筑与自然山水交相辉映，并融合于外围云黄山旅游景区
项目的开发建设。

佛堂乡贤双林话“古今”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8月1日上午，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党支部连同金城社区党
委等部门，一起开展了一次特别的建军节主题党建活动。

为了突出酒店特色，让党建活动贴近百姓落到实处，拒绝千
篇一律没有新意，酒店特意组织大厨师带上厨房设备，现场为金
城社区老人上了一堂“烹饪课”。边操作边讲解，一步步教学了脆
果子熏鱼和五彩猪儿丝两道经典美味。老人家们一个个聚精会
神地盯着大厨的动作学习，生怕漏掉一个步骤。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香气扑鼻的菜肴一出锅，就赢得
老人们满堂喝彩。试吃之后不仅获得纷纷点赞，还有小朋友一吃
就停不下来，追着说还要，生动演绎“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八月骄阳红似火，但更火热的是党员们的党心。“厨房教学”
结束后，党员志愿者们又冒着烈日，带着礼品和新鲜出炉的“暖
心”菜肴，走访慰问了8位在家的退伍老兵。志愿者们与每一位
老兵拉家常，了解他们当年事迹，询问他们近来生活，关心他们
身体情况。“谢谢你们来看我，让我太感动了。”在建军节当天，收
到这样特别的关怀，几位老兵激动不已。

“硝烟已经散去，但每一位老兵都是战争的见证者，值得最
崇高的敬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特别的方式，提醒党员们铭记历
史印记，不忘峥嵘岁月。”酒店总经理丁国平说。

教社区老人烹饪为老兵送“暖心”菜肴

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花式”党建显特色

蓑衣曾是“量身定制”
“棕丝做的东西，防寒防潮，好多年都不

会坏。”王正渭老人指着作坊墙上挂着的旧棕
衣如数家珍：“这是八仙过海，这是十二生肖，
这是八寸蓑衣，这是……”

“串串蓑衣种种田，弹弹棉花过过年。”千
百年来，蓑衣（又称棕衣）一直为樵夫、耕者和
渔民遮风挡雨，以丝丝缕缕佑护底层百姓少
遭凄风苦雨的侵袭。“我从11岁起就跟着村
里的师傅学做蓑衣，到现在已经有81个年头
了。”王正渭告诉记者，他一辈子都在跟棕丝
打交道。作为义乌棕丝蓑衣编制技艺的传承
人，老人熟悉并掌握着每根棕丝的脾性，巧手
编制出属于蓑衣的年代记忆。

据王正渭回忆，每年春节一过，他就背起
行囊，和师傅走南闯北，挨家挨户给人缝制蓑
衣，足迹遍及浦江、兰溪、武义等地。随着年龄
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他学有所成，成了独当
一面的蓑衣师傅。

“通常编制一件蓑衣需要三四天时间，完
成后再转到下一家。”王正渭说，生意好的时
候，一年能编制七八十件蓑衣。一件棕衣有领
口、披肩、前裙和口袋，都要用棕绳连在一起。
不同部位的编织打法都不同，用针也多样。用
针时，王正渭会将针头点在茶油上，起到润滑
作用。不然，针头不长眼，扎到手上疼得龇牙
咧嘴是常事。“每件蓑衣都得根据人体的高矮
胖瘦定领口的大小，最麻烦的是这些连接
扣，每层扣都得撑开，形成菱形，这样便于放大
和缩小，一匹蓑衣有好几层，最外边是防水层，
里面是连接层。”

“手艺人活计做得好，走到哪儿都受人尊
敬。”王正渭说，每每看到“斜风细雨不须归”
的风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景致，
他都会为自己拥有一门好手艺而自豪。

逐渐消失的“乡村记忆”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在田园中棕衣的

踪迹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代替它的是色彩斑
斓的各式各样的雨衣。岁月飞逝，弹簧床、席
梦思及塑料扫把的出现，更让棕垫、棕扫帚等
棕制品乏人问津。“棕叶烂在树上也没人采，
更何况现在在我们山上也难见到棕树了。”言
及此，王正渭唏嘘不已，编制蓑衣的技艺正慢

慢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了逐渐消失的
“乡村记忆”。

“那时，上门编制蓑衣，东家管吃管住，待
遇好得不行。”王正渭说，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蓑衣还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品，每逢雨雪天
气，农民们便会穿上它打鱼放羊，编制蓑衣便
成了一门吃香的活。

棕衣无价也无市。“十几年前一件卖到
120元，现在价钱虽然翻番，却没有人买。”王
正渭感慨：“干农活的人少了，需要棕衣的人
就更少了。”

王正渭告诉记者，他现在最惋惜的事情
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学习编蓑衣。随着一代
蓑衣制作人逐渐年老，以及种种原因，蓑衣制
作技艺现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一是蓑衣编制
起来很麻烦，二是因为现在没有人使用蓑衣，
所以它经济价值不高，这也就导致很多年来
没有人愿意学习编制蓑衣。”即便这样，多年
来，王正渭却从未放弃这门手艺，他对这种濒
临失传的手艺有无奈和不舍。

非遗技艺“变身”
王正渭在棕丝床垫厂工作三十几年后退

休回家。但几十年的劳作习惯让他闲不下来，
一有空，他便拿起棕丝编制一些小玩意儿。

2008 年，王正渭选择回乡重拾技艺。一
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有人用棕刷泡茶，或用蓑
衣做装饰，“心里就感到特别亲切”。受到启
发，他将原本1米多长的棕衣缩小为八寸。

“一次，一位饭店老板来我这里参观时，
看到墙上挂的八寸蓑衣，当场就买了下来。”王
正渭说。当下，随着各地旅游业的发展，曾经用
来庇护风雨的蓑衣日渐成为装饰景区展厅、农
家饭店和个人收藏的抢手货。他手工编织的装
饰蓑衣更是得到了金华、兰溪和义乌多家农家
乐和佛堂古建开发商的推崇和青睐。

“现在很多村里用来迎龙灯的鼓槌都是
我做的。”王正渭指着挂在墙上的棕丝鼓槌，
颇为得意地说，“如今，整个义乌市会做这种
鼓槌的人已经所剩无几。”王正渭说，现在他
编制的不再是一件普通的蓑衣，而是一段特
定年代的历史记忆。因为年岁已高，王正渭手
脚不再利索，但墙上的那些羊角、顶针让他闲
不下来，依然每天穿针引线，坚守这门老手
艺，回味往昔的似火光阴。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一叶孤舟，一根

钓竿，一江寒水，佝偻的背影在

苍茫的天地间孤独地坐着，只

有那件醒目的蓑衣在无声

地诉说着垂钓人的无奈

……在城西街道石明堂

村也有一位蓑衣老人，不

过这位老人不是垂钓

者，而是一位蓑衣编制

艺人。

“作为古老的农

耕必备雨具，蓑衣已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目前能编织这个

蓑衣的人是越来越

少了。”蓑衣制作技艺

传承人王正渭跟棕丝

打了81年的交道，如今

依然坚持着这门古老手

艺，成了一名棕艺“守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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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渭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但又是一位

伟大的“守艺人”，坚持着一个了不起的传统

手艺，传承着一种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编制技

艺。一份坚守，岁月如歌。

采访中，记者也感受到王正渭老人的一

丝忧虑：原料缺乏、传承人少……过去，遮风

挡雨的棕衣，代代传承于先辈们的智慧和匠

心。今天，棕艺要传承，仍需要我辈的智慧和
匠心。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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