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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群
众广场舞水平，丰富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8月31日-9月1日，2020
年广场舞“千人培训计划”——
师资班在市文化馆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共有来自
全市14个镇街的60余名舞蹈
干部、团队骨干、业余骨干参
加，将在义乌14个镇街陆续开
展群众舞蹈培训，为我市下半
年以及明年的广场舞舞蹈大赛
做准备。

我市广场舞
“千人培训计划”启动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9月3日下午，大陈镇红旗
村村委主任陈黎明正在村里的
儿童乐园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
展。他告诉记者：“这个乐园是龙
舟文化产业园项目的一部分，目
前，正在施工建设的是龙舟文化
产业园一标，建设内容以基建为
主，已完成70%，预计10月底前
全部完工。二标现正在招标中，
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红旗村位于义北地区,国
贸大道、310 省道和大陈江横
贯而过。作为金华市非物质文
化民俗村，近年来，红旗村以民
俗乡村旅游为发展目标，主打
中华龙文化，龙山、龙舟、龙灯
已成为红旗村三大品牌。

2016年端午，红旗村举办
了义乌首届龙舟赛，吸引了省
内29支队伍参赛，游客达13万
人次。客流量的引入，为农村旅
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2017
年端午，红旗村扩大活动规模，
举行了以“龙舟赛”为主的大型
综合民俗活动，吸引了 3 支国
外龙舟队参赛，成员来自37个
国家。央视 4 套节目对活动进
行了国际直播。这次活动引入
游客21万余人次，有力地推进
了当地乡村振兴的步伐。

为进一步传承龙舟文化，把
红旗村打造成龙舟文化创意休

闲乡村，“红旗村龙舟文化产业
村提升工程”应运而生，该工程
项目还被列入省级农村综合改
革——“一事一议助推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总投资达1020万元。
据悉，整个红旗村龙舟文化园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龙舟主题公园
（儿童乐园）、300米的步行商业
街、龙舟岸上体验区、龙舟赛区
水上体验项目及龙舟文化园休
闲配套区，预计明年12月底前全
部完工，2022年投入使用。

“除了龙舟文化产业园，我
们还将做好龙山和龙灯品牌，
其中，红旗村龙山景区配套民
宿项目将对 38 户‘浙派民居’
进行改造提升，完善相关的道
路、管网、美丽庭院等基础设施
建设。”陈黎明说，“这些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完成后，不仅能改
善村民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促
进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推动美丽乡村提档升级，还能
吸引更多的游客。游客们可以
来村里观看龙舟赛，体验划龙
舟，逛逛步行街，爬爬龙山，还
可以尝一尝地道的义乌美食，
住‘浙派民居’改造成的民宿。
我们预计今后每年，村里举办
各种活动8次，吸引游客50万
人次，增加就业150人，每年可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
村民旅游收入460万元，增强美
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陈镇红旗村全力打造
龙舟文化产业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义乌草根文化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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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习 生 周昕玥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乐手无踪洞箫吹，
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
缘何成大器, 健身娱乐
聚人气。”小小一只空
竹，在细绳上疾旋翻飞，
一会儿串绕一会儿抡
高，看得人眼花缭乱。老
少皆宜的抖空竹，早在
2006年就经国务院批准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
它的保护复兴之路却并
不好走。直至近些年，抖
空竹才被越来越多人欣
赏，兴起了一股小热潮。

在义乌就有一位抖
空竹领域的佼佼者——
今年 74 岁的方仙菊。她
专门拜中国非遗空竹技
艺第四代传人朱益媚为
师，先后掌握了“金鸡独
立”“蚂蚁上树”“游龙戏
珠”等高难度技法，至今
已与空竹相伴十余年。
她 曾 多 次 在“ 江 滨 之
夜”、市老年大学等地表
演抖空竹，先后获得金
华市首届民间体育空竹
技艺展示会金奖、“2015
金华首届好邻居达人
秀”抖空竹第二名等荣
誉，出任金华市空竹二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裁
判员等职务。

“这套花样技巧叫‘左右望月’，最难
的一个动作就是用线绳把空竹锁在杆尖
上。”笔者见到方仙菊时，她正在小花园内
为大家表演抖空竹，并伴着轻快舒缓的音
乐作简介。“抖空竹的花样繁多，难度也有
不同，类似‘蚂蚁上树’‘游龙戏珠’都是抖
空竹中难度较高的。”方仙菊介绍。

在她的操控下，绳索一会儿拉直一
会儿弹簧似的抖动，空竹在绳索的牵引
下一会儿从左端旋转着滑向右端，一会
儿从低处走向高处，一会儿高高弹起复
而落于绳索之上，忽左忽右、忽高忽低，
时而身前、时而身后……一只简单的空
竹愣是变出了百般花样，舒缓时如行云

流水，连绵不绝，胜似闲庭信步；急重时
似流星闪电，瞬息万变，酷若舞枪弄棒。
令旁观者目不暇接，不禁拍案叫绝。

越往方仙菊身边走，越能听到时断
时续的鸣响声。原来，空竹在线绳的抖动
下高速旋转，发出了“嗡嗡”的响声，深沉
而悦耳。“空竹的材质一般为木质或竹
质，但是中间是空的，所以叫‘空’竹。”见
记者对嗡鸣声好奇，方仙菊笑着解释，这
看似简单的空竹暗藏不少玄机，圆盘四
周有一些数量不一的哨口，有双响、四
响、六响，更多的还有三十六响。因此在
拽拉抖动时，各哨口同时发声，声音高亢
雄浑。

花样缠百式

抖空竹的历史悠久，开篇的那首《空
竹赋》便是三国时期的曹植所作，以示空竹
的普及性。而后经过世人的加工提炼，抖空
竹逐渐从游戏演变为传统杂技竞技项目。

声音清越、花样繁复的抖空竹，集娱
乐性、表演性和竞技性于一身。据了解，
目前叫得出名头的花样技法就有百余
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集体花样。据
方仙菊介绍，抖空竹原是一项趣味十足
的汉族传统民间游戏，在我国北方地区
尤为普遍，逢年过节，男女老少都喜欢抖
空竹，并能耍出许多花样，而在南方则较
为少见。因此，她一有机会就向身边的人
介绍抖空竹，并鼓励他们学一学。

细看空竹本身，不过是一个两头圆
盘中柱腰细的小玩意，由两根细棒和一

条棉绳操控。方仙菊双手各拿两根两尺
长的小竹棍，用棉线绳绕着空竹的腰身
一圈或两圈，一手提一手送，不断抖动，
空竹便不断加速旋转；手腕一抖一挑，空
竹就会在绳索上做各式花样的变化。

“方奶奶经常会在小公园里表演抖
空竹，还手把手地教我呢，不过真的有一
丢丢难学。”一个围观的小朋友兴奋地分
享道，“手臂总是很酸。”

抖空竹要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当
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
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
胯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
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力。“尤其是考验臂
力，没有相应的训练，很难做出复杂的花
样。”方仙菊介绍。

杂技强体魄

“我第一次接触空竹是在 2007 年，
当时是木兰协会的朋友把空竹介绍给我
的。他们告诉我这个难度较大，我很感兴趣
就上手试了试，没想到一下子就挑战成功
了，完成了空竹过腿的动作。当时我自己都
感觉非常不可思议，他们夸我的时候，我都
是懵的。现在想想，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
缘分吧！”方仙菊在回忆自己与空竹的第一
次相遇时，脸上都是化不开的笑。

此后，方仙菊一边向国家级大师学
习更高级的技巧，一边把已经掌握的动
作技巧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别人。

方仙菊前前后后教过许多中小学生
抖空竹，“那些小朋友对这个都非常感兴
趣，学得特别认真。”孩子们在入门后，总
想尽快挑战更高难度的技巧。但方仙菊要
求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做好每一个动
作，将基本功练熟后再慢慢提高难度。

“还有不少国外的孩子跟我学抖空竹
呢！”方仙菊一脸骄傲地告诉记者，“虽然

说语言上的交流是有障碍的，但是一点都
不影响他们学抖空竹的兴致。我们还可以
相互交朋友，向世界传播空竹文化！”

谈起抖空竹的未来，方仙菊略带遗
憾地说：“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与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空竹作为历史发展的见
证和民俗文化的传承方式，其存续的文
化空间面临萎缩。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同
我一道来守护和传承空竹文化。”

如今 74 岁高龄的方仙菊仍在四处
奔走，努力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义乌会
抖空竹的人真的太少了，我这一大把年
纪还这么拼，就是因为想学空竹的人多，
但是老师真的太少了。”

每日朝阳升起，公园里总能见到她
带着一小拨人抖空竹的身影。他们不断
舞动，不断探索，为传承空竹文化而努力
开拓新天地。当空竹的“嗡嗡”声在人们
耳边时常响起时，相信那又将是一段段
奇妙的缘分。

传承临困境

演示“单头铃”。

方仙菊的“高抛右接”令人叫绝。

精彩的“一线双铃”。

“左望月”将空竹锁在杆尖上。

扫二维码观看相关
精彩视频

和外国学生在一起。

悉心传授空竹技法。

（上接第一版）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义乌安排4万张床免费安置隔
离和复工人员，率先取消复工
审批制，包火车、包飞机、包汽
车抢员工，走访国内主要批发
市场抢采购商，实行中小微企
业两个月“零利息”，在境外疫
情蔓延前抢回4000余名外商，
开辟外国人来华快捷通道……
展示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温
度和担当，充分体现了“两个样
板”的核心要义。“无悔来义乌”
成为很多客商的共同感受。

文明城市创建，义乌干了
什么？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
在义乌市横塘村调研时指出，
建好新农村，就是要逐步让老
百姓过上像城里那样的文明生
活。义乌市委、市政府牢记嘱
托，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建，
以项目带动，挂图作战干，坚持
全域推进城乡大融合。

补弱点，在镇街层面，针对
每个村（社）存在问题，逐个梳
理，分析背后原因，以治本治源
为目标，以“红黄旗”评比，全域
化土地整治等为抓手，开展全
面整治。

抓重点，针对部门创建测评
点对标挂图作战，分类梳理，突
出重点，对症下药，明确解决问
题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治难点，致力老城区城市
有机更新，三年完成5.78平方公
里，10个区块（共12650户，总建
筑面积212.4万平方米）的更新；
整改提升“低散乱”企业 2736
家；持续开展“五水共治”，三夺
全省“大禹鼎”；针对城市建设管
理难题，从群众呼声强烈的热点
入手，每年梳理“创建十个项
目”，项目化推进整治。

塑亮点，完成精品街改造、
道路提档49条；拆围建绿和闲
置地绿化新增100万平方米；助
推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八大国企
结对共建“望道信仰”等10条美
丽乡村精品线，全域化开展文明
创建。城区主次干道、重要场所
投入千万元设置一大批街景小
品，新增公益广告5万多处……

文明城市创建，实干与奋
斗是义乌的底色，义乌人民大
干苦干、实干巧干、抢干快干，
以奋进的汗水换取了方方面面
的文明蝶变，铸就了商城义乌
的独特魅力。

（上接第一版）

主动作为，多事联办

“昨天刚满60岁，今天老年
人优待证就送到手中，这服务真
是到位。”近日，从街道代办人员
手中接过老年人优待证的赵爷
爷既意外又开心。他说，虽然知
道年满60周岁可以办理老年人
优待证享受诸多优惠，但还未来
得及前往现场办理的他，就迎来
了这次“上门”服务。而这次看似
意外的“小惊喜”其实是一次主
动作为的服务新举措。

据了解，在推进备案（确
认）类事项“无感智办”中，我市
在数据库内嵌入“办事闹钟”，
系统自动搜索匹配符合办事条
件的对象，为业务主管部门提
供智慧办理、自主提示、信息生
成等功能服务，改变传统的由
部门逐一梳理、核实对象信息
的做法，保障了群众公平享有

政府红利的权益。
备受好评的退休一件事

“无感智办”，则是通过部门联
办、业务并联，把多件事整合为
一件事，实现“自动受理、集成
服务”的效果。“我们从企业和
群众全生命周期‘一件事’的流
程考虑，指定牵头部门协调，以
整体政府视角提供服务，审批
流程能简则简、审核环节能减
全减、服务事项能联全联，通过
部门间的数据交互，实现一次

‘无感智办’办理多项业务。”
据介绍，退休一件事“无感

智办”，集成了养老金核发、医
保缴费和公积金领取等3项业
务，可减少材料3万份，减少群
众跑腿1.5万余趟；退役军人民
生事项“无感智办”，集成了优
待金给付、补助给付等16项业
务，所有事项均可在群众零申
请的前提下由政府主动服务，
实现“一次不用跑”。

凝聚文明力量
成就魅力义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