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近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 系 列 展 之“ 文 翰 墨
韵”——王文胜书刻艺术作品展
在市博物馆开幕。

据悉，本次作品展由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市文广新局主办，市博
物馆、市书法家协会承办。展厅内，
展览精选展品共五十余件，均出自
名家王文胜之手。在 2018 年，他在
佛堂新华剧院举办了个人书法展，
其作品还入选全浙第二、五届书法
大展、金华市首届篆刻展、全国第六
届书法刻字艺术展等。

参展的每一幅书法作品都结合
了“纪念建党 100 周年”的主题，更
融合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等多
种字体，个性极为明显。

现场，最吸引观众的是一幅
名为《为人民服务》的木刻作品，
该作品取材水曲柳。仔细观摩，
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
字，最上方还有“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一百周年”，红色的大字
配上木质的底色，整幅作品精致
且富有雅趣。

据悉，本次王文胜的作品展将
持续至5月23日，届时，该作品展将
再次亮相佛堂新华剧院。

王文胜书刻艺术作品展开展

王文胜介绍木刻作品王文胜介绍木刻作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儿童的科
学意识与探索热情，连日来，稠城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乐塔
STEM公益学会开设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科学教育体验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围绕“妙想
科学”红色科学实验室展开，截至目
前已开设三期课程。其中，每期课程
都以学科理论为依据，以青少年科
学活动特点为导向，结合体验式教

研，帮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自主、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与学习
方法。

“制作简易火箭，感受非牛顿流
体……每节课程都将红色文化与科学
知识紧密结合，内容也不尽相同，颇受
家长和孩子欢迎。”稠城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表示，街道以

“红色文化”为引领，努力推动志愿服
务走心又走“新”。接下来，会继续整
合资源，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一月
一主题”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

“红色文化”引领推进志愿服务

红色科学实验室走心又走“新”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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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近日，省广电局发布浙江省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重点文
艺作品选题规划，我市电视连续剧

《大陆港》、纪录片《中非工厂》两个
项目入选。

“十四五”重点文艺作品选题规
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选准题材、
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总体要求，
着力打造一批反映新时代、具有浙
江特色、有全国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入选的作品都很好地贯彻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发掘
浙江本土题材，体现文化根脉、百姓
情感，展现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选题围绕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党100周年等党和国家重大宣
传期和宣传节点，重点展示打造浙江

“重要窗口”历程和成果。
我市入选的电视连续剧《大陆

港》，共40集，反映甘肃临夏几个年
轻人为代表的外地人在义乌创业的

故事。其中，以大量的真人真事为基
础，综合了这个年轻创业群体的事
业、情感、家庭等冲突和变化，力图
通过电视剧，反映普通群众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中个人命运的
变革，阐明只有在中国个人才能通
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大陆港》创作方蓝鲸影视文化
传媒（义乌）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让临夏这个古丝绸
之路的重镇与义乌这个海上丝绸之
路新起点连在了一起，让古丝路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全剧内容体现
了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给普通群众带来
的根本性变化。电视剧的拍摄和发
行，不仅能让义乌世界“小商品之
都”、创业之都的理念深入人心，还
能带动甘肃等地旅游业的发展，预
期社会效益显著。

《中非工厂》是由义乌市非莱
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创作的，此番
入选纪录片类重点文艺作品选题
规划。

浙江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十四五”重点文艺作品选题规划公布

我市《大陆港》等两个项目入选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5月7日，市图书馆“徐江小学
悦读吧”启动仪式在徐江小学举行。

“徐江小学悦读吧”占地面积
400 余平方米，市图书馆首次配送
书籍6000余册，其中少儿图书占一
半以上。它是继点亮稠江悦读吧、双
林寺佛学主题馆之后，今年新建成
的第三个悦读吧。启动悦读吧是图

书馆服务面延伸、服务方式改变的
创举，是文化和教育有机结合的一
种尝试。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学习型城
市、“书香义乌”建设，在文化阵地拓
展和文化服务打造上取得了显著成
效。目前，我市已建成公共图书馆三
级服务体系，总馆、分馆、悦读吧，共
180余个阅读场所实现了图书的统一
编目、通借通还。

市图书馆“徐江小学悦读吧”
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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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曙光 /文

王军生 童晓 王曙光/图

义中老操场、老

绣湖、荷花芯、义乌师

范 学 校 、老 火 车 站

……这些留存在无数

老义乌人记忆中的地

方，近日在一位85岁

老人蔡宝昌的笔下重

现。5 月 5 日上午，他

将自己八易其稿的

1965 年稠城镇示意

地图发给笔者，并说：

“酝酿、绘制这张图，

花费近一年时间，前

四稿均用手绘，一口

口井、一座座学校、一

条条老街标注其中，

目的是让阅读者记住

义乌这座城市的过

去，留住人们挥之不

去的乡愁记忆。”

已届耄耋之年的蔡宝昌老人，
出生于 1937 年，是诸暨人，1957 年
到义乌工作。如今，他虽年过八旬，
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稠城是
义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座
老城的文脉可追溯至上古，人文渊
薮，改革开放后面貌发生巨变，尤为
风韵多姿。1990 年，稠城的总面积
仅有17.5平方公里，如今中心城区
建 成 区 面 积 已 超 100 平 方 公 里
……”

毕业后，蔡宝昌被分配到义乌，
当时才二十来岁。怀揣一颗“青年
心”，他一直就职于卫生部门，伴随
着这座古城发展“挥斥方遒”。他记

得，最早家住县防疫站宿舍，每天到
县政府上班，几乎都要走北门街、县
前街。闲暇时徜徉古街老巷，稠城老
城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以及独有
的风物、人事，成了他内心深处最深
沉的回忆。入党、结婚、生儿育女、工
作调动……留证了老城发展变迁中
那些“记忆的美好”。

在他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加
之近些年城市有机更新开启蝶变新
篇，老城区的光影正渐渐消失，对于
义乌老城的印象，多数人已逐渐模
糊。像“小东门”“观音桥”“驿坎下”
等一些老地名也不见了，而自己对
老城的感情却与日俱增。

蔡宝昌说，他在义乌前前后后搬
了五六次家。每次搬家，有欣喜，亦有
惆怅。在脑海中梳理义乌的发展轨迹
时，却蓦然发现，1966 年以前义乌竟
然没有一份老城地图可供参照，不得
不说是件憾事。于是，在童晓、毛爱玲
等老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蔡宝昌
决心绘制一幅1965年的《义乌县稠城
镇示意图》，以留住老城的记忆，填补
历史的缺憾。

至于为什么时间点选在 1965 年
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至 1965 年
间，稠城的单位地名相对稳定，1966
年以后，稠城的一些单位地名变化就
比较大了。

六十年钟情“第二故乡”

地图是反映一个地区某个历史
时段基本面貌的一个直观的载体。
实际上，蔡宝昌绘制的是一张示意
地图，从中可窥视义乌老城1966年
之前的历史基本面貌。

历史绵长，往事依旧。义乌老城
有着悠久的历史，置县于秦王政二
十五年，清乾隆三十年(1765)有城
门七，各有门楼，新中国成立后仅存
朝阳门。而迎恩门、拱辰门、湖清门、
通惠门、卿云门等名字一直被沿用。
1965年稠城镇示意地图，将朝阳门
这座古城门以及诸街巷的走向与格
局作了勾勒，使人们得以深切感受
朝阳门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沉淀。

义乌老城是个农村城镇。1958
年后，城内有农协、建设、大众、东
风、解放、民主、保联、胜利八个大
队，乡叫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到
1983 年 7 月才恢复乡村名字。老城
小巷小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东风
大队（毗邻朝阳门）有后诸巷、庆云
路，南门街文昌弄、盐店弄、毛家巷，
县前街孟大川弄、孟宅弄，朱店街朱
店弄、凤宅弄，北门街天官地弄、黄
井头弄，西门街徐陋巷、水王弄、双
桂弄等，老城示意图也将其一一勾
勒、记叙，构成了老城的交通网络，
那抹印记无法消除。

要绘制老城地图并非易事。
蔡宝昌老人既无过去的测量资
料，又无老照片等影像资料，更重
要的是本人没有专业的绘图知识
与电脑绘图能力。加上他年老体
弱，往来公交徒步，行动不便，困难
倍于常人。而他却没有被困难吓
倒，三番五次上门向有关部门请
教。有关专家认为，“时隔多年，只
能凭自己记忆绘制示意图”，并教

其从老城重要的地标着手。
哪些是老城的重要地标？蔡宝

昌决意选择从县前街“切入”。因县
前街是旧时义乌城区主要街道，它
东端是朝阳门，西至绣湖和电影院，
且与南门街、朱店街、新马路、北门
街、车站路、湖清门、西门街等紧密
相连。故以此为中心，他反复回忆出
城内一百多家单位与商店的名称。
由于年代久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经不断咨询、请教，反复修改核对，
上百家商店和单位的老名字定位才
得以基本完成。

此外，义乌老城地形北高南低，
城东河、城南河、绣川河等四条内河
北进南出，汇合成城南河，最后入母
亲河——义乌江。老城示意图，都细

细给予标注，镌刻着老城变迁的记忆。
同 时 被 记 载 的 还 有 义 乌 城 区

“四大名井”。据有关资料记载，老城
清代及清以前就开凿水井 18 口之
多，供住民饮用。其中，最有名的有
下车门的八角井、原朝阳门驿坎下
的金井、原北门街荷花芯附近的黄
井、原凤林巷内河沿的王佥祠井。从
图中，人们似看得见历史的烟尘，听
得见历史的回声。

一般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
东，为什么这张地图采用了左北右南、
上东下西？蔡老的解释是，前几稿手
绘，他也是采用上北下南的定位绘制，
后来为了把火车站部分纳入地图，同
时适应纸张打印的需要，在朋友的建
议下，不得已在第三稿以后做了这样
的改变。

据了解，蔡宝昌老人耗时费资绘
制老城示意图，也缘于对收藏地图的
兴趣爱好。他是义乌市收藏协会创始
人，20年来除了收藏票证、古钱币、砚
台等收藏品外，还藏有民国60多个版
本的70多本老地图，以及7本清朝老
地图。《义乌县民国地图》曾捐赠档案
馆。一次，他为购买一本清代地图，竟
冒雨三赴东阳，辗转多次以高价购得，
最后雨淋湿透全身而患病发烧，却终
因了却心愿而欣慰。

“义乌城区 1990 年才有标准地
图，蔡宝昌的这张1965年稠城示意地
图，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专家称。

“如果我绘制的老城示意图有
什 么 不 准 确 的 地 方 ，欢 迎 大 家 指
正。”蔡宝昌老人说，他希望大家一
同努力，看如何用更好的办法让城
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让更
多人了解义乌的过去，从而更加热
爱这座城市。

老地图留住“老城味”

蔡宝昌（中）讲述，义乌曾有这么一座古城，这么一条老街。

在蔡老眼中，城市新了，而往日
的记忆久而弥新。

义乌老城手绘图。

全民阅读 书香义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