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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由市文旅局主办，市武术协会承办的2021年义乌
市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将于5月22日在宾王中
学武术馆开赛。

本次锦标赛按年龄段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各设
有拳术（长拳、南拳、太极拳、地躺拳）、短器械（刀、剑、南
刀、太极剑）、长器械（枪、棍、南棍、朴刀）等多个项目。

此次比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
武术独特魅力，让全市更多热爱武术运动的青少年有
展示武术技能的机会，更为2021年省运会武术（套路）
锦标赛和十七届省运动会选拔优秀队员。

2021年义乌市青少年
武术锦标赛即将开赛

▢ 王曙光

5月15日，义乌作家协会一行十余人前往赤岸镇
松瀑山举行采风笔会，计划创作出一批散文、诗歌作
品，着力宣传松瀑山文化，进一步助推乡村振兴建设，
献礼建党百年。

松瀑山位于赤岸镇乔岳双峰山北面。乔岳奇岩怪
石，风光旖旎，多有流泉飞瀑，海拔1000米。景区内有
被誉为“义乌第一栈道”的悬空栈道，及苍松迎客、鹰嘴
岩、古松化石等景点，还有800余年的摩崖石刻“松瀑
泉石”（南宋嘉定年间所刻）。作家们每到一地，都惊叹
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文景观的内涵之美，更为当地
党委政府这些年党建引领、构建红色文旅美丽城镇的
经验做法所折服。

据悉，市作协届时还将进行歌咏松瀑的诗歌朗诵，
择优选出诗歌作品用书法艺术加以表达。

义乌作协举行笔会
献礼建党百年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昨日，义乌市博物馆
举办了《万年行旅——浙江新石器文化探索》讲座。

本次讲座特邀上山文化考古专家、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蒋乐平先生主讲。

蒋乐平用近两个小时介绍了桥头遗址发现经过、
主要发现与重要意义。桥头遗址位于城西街道桥头村
村西，是一处保存较好、遗存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
址，也是一处上山文化中晚期的环壕——台地聚落。这
里发现了浙江迄今最早的墓葬以及可能具有祭祀和其
他仪式性活动功能性质的中心台地，出土了目前中国
最早的彩陶，并在壶类陶器中检测出原始米酒遗存。桥
头遗址展现了新石器时期上山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较高
的聚落形态，体现了中国稻作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桥
头遗址对于认识钱塘江上游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南地
区距今9000年前后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人群的迁
徙与交流以及精神信仰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讲座结束后，蒋乐平与听众进行了互动，并对较有
见解的提问者签赠了自著书籍《万年行旅》。学术随笔

《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记录了蒋乐平“从
七千年河姆渡出发，走过八千年的跨湖桥，抵达了一万
年的上山”的“万年行旅”，反映了他30余年的考古生
涯和心路历程，文中充满了对史前考古的深情与思辨。

市博物馆举办
《万年行旅——
浙江新石器文化探索》讲座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日前，幸福湖小
学开展“红色剪纸寄初心，百花齐放庆百年”师生剪纸
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剪纸协会会长、金华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朱新琦老师来校指导。朱老师从剪纸步
骤、艺术处理及作品评价等方面给予耐心指导，给在场
老师上了一堂珍贵的剪纸课。师生们在剪纸的过程中，
不但领会了剪纸的精髓，而且传承和弘扬了红色精神。

非遗剪纸寄初心

蒋乐平（左一）与听众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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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
微风细芽，山花烂漫的季
节，爬一座山，或寻一处雅
韵古村，何尝不是一件惊
喜。就在五一假期，位于
义乌最高峰大寒尖脚下
的赤岸镇羊印村内，游人
比以往多了很多。这个深
藏山间的小山村，在游人
炽热的目光中，无论是山
脚下的风光，还是古村的
历史故事，都被一层层掀
开，天龙古寺的传说、羊
印石的由来、村边的黄大
仙石像……每一样被时
光雕琢的尤物，都在岁月
的长河里焕发新生。

天气越来越热，着一件单衣，头戴草
帽，约三两好友，在5月间前往羊印村踏
青。刚步入村口，就被那白色山羊的石像
所吸引。沿着村道走过，小道边陈列着村
庄历史的展板。一阵风吹来，四周草木的
清香令人神怡，这个村庄的历史与故事
像一幅彩色画卷徐徐展开。

据村史记载，羊印村是地处义西南
边陲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大寒尖脚下，三
面环山，两溪绕村，茂林深竹，幽静清雅。
其地理位置之独特，以及群山深处的寂
静，赋予了它“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青山绿水与乡村有机组合，形成了举目
葱翠、山水相依、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原
味花香的悠然村落。

“村庄之所以称为‘羊印’，说来话
长。”羊印村党支部书记周龙钱说。据《义
乌县志》记载，莱山侧旁溪边巨石上，数
个深约寸许的羊蹄印，故名羊印村。据
悉，晋朝丹溪（今赤岸），有位叫黄初平的
人，原是当地一名放羊的牧童，少时放羊
至羊印村“天龙坑”，边牧羊边采“灯芯
草”，遇一道士便与其在“棋盘石”上下
棋。因多日未归，其兄黄初起外出寻找，
经一老者指“天龙坑下水乌龟”处有一小
孩在下棋，可去看看。上山寻之，见初平
与道士在下棋，便上前询问为何多日未
归？初平答道在此放羊，哥哥问弟弟，“羊
呢？”黄初平指溪边石说，“就在那儿”，并
喊：“羊起来”。于是，石头都站起来变成
了山羊。遥望远处，遍地留下羊的脚印。

在大寒尖旅游度假区的门牌下方，
羊印村村民打造了一处黄大仙石像，一

旁则放了一只山羊，将这个美丽的传说
代代流传。“青山环抱羊之印，碧水映韵
大仙迹”，羊印村无限的诗意和动人的传
说，使之成为仙源福地、游客踏青登山吸
氧的绝佳去处。

羊印村的文化气氛格外浓郁。据悉，
羊印村全域打造文化礼堂，不拘泥于单
一建筑，总建筑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分

“爱莲馆”“文化礼堂”“寒山讲堂”“农家
书屋”“寒山文化长廊”，还设文体活动
室、大舞台、春泥计划等配套设施，极大
丰富了村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村
里目前打造最好的就是寒山文化长廊和
爱莲馆，廉洁自爱是我们村的优良传
统。”周龙钱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开山鼻祖周敦颐

《爱莲说》中的一句传世警言，托物言志，
写出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寄予了作者
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而作为周氏的
后人，羊印村遵循周敦颐的祖训，沿袭家
风家训传统和清廉文化思想，在村内建起
了家风家训传承基地“爱莲馆”，打造廉政
教育园地，督促党员干部以莲为志、洁身
自好，真正传扬优质家风。

在羊印村，良好的家风家训始终伴
随着村庄管理与村民生活。这几年，村里
要建一栋综合楼，为危旧房拆除的农户
提供安置房。为此，安置户们积极配合，
互相帮助，从建房、分房到交房的整个过
程中，未出现任何矛盾。而这些生活中的
大事小事，都彰显出羊印村良好的家风
家训。

小小村落深藏人文气蕴

初入羊印村，跃入眼帘的是一片花
海，让人心旷神怡，有牌坊、游客休息处、
村文化墙、健身器材，闲时还有秋千，随时
可听村里的古老传说。村内环境整洁，一
幢幢民房错落有致，村道旁、屋角边处处
绿树成荫，村周群山环绕、植被茂盛，杨梅
林、毛竹林、猕猴桃、葡萄、香樟随处可见。
村中那棵高大挺拔的500年古樟，能荫护
全村，昭示着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信步村中，一座座古民房彰显出独
特魅力，喜迎八方来客。据了解，羊印村
是义乌市首批农家乐示范村，在吃、住、
娱、游、玩、乐等方面做足文章。而这又是
以羊印村山清水秀的居住环境、营养纯
净的种植条件为依托的。放眼望去，溪中
小鱼、农家土鸡饲养环境良好，蔬菜、瓜
果种植区域茂盛香甜。这些颇具特色的
食材、新鲜庭院小菜深受游客青睐。

将依山傍水变成经济优势，是羊印
村作为农家乐示范村的必经之路。全村
有杨梅基地 400 余亩，到羊印村品尝杨
梅的市民越来越多，杨梅不但不愁销，而
且价钱又好。随着环境的改善，村民开餐
馆的也多了起来。在旅游旺季、杨梅采摘
季节，前来羊印村品尝杨梅、吃农家餐的
市民络绎不绝。村里除了杨梅外，还有

猕猴桃、茶叶等依山傍水的经济作
物，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还打

出了羊印村的旅游特色。

古道漫步，品尝野味，礼堂奏乐，让
人从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暂时逃离，回归
自然的怀抱。如今，村边的溪河边不再是
从前的模样，建起了古色古香的长廊亭
阁，清澈的溪水从山脚下绕着小村轻轻
地流淌，在花海树林中香气扑鼻，时不时
传来三三两两的欢笑声。游人至此世外
桃源，说不尽的心情舒畅和惬意，是让人
停下来体验乡村生活的绝佳场所。在这
里，不仅可以感受到乡村农舍的独特韵
味，观赏乡村植物园中“闲花野草”“奇珍
果园”“青山碧水”有机统一的独特景致，
还可以体验“浑水摸鱼”“躬耕菜地”“开
心农场”“烧烤营地”“拓展基地”等乡村
娱乐项目的乐趣。

靠山吃山的俗语早已变成了“青山
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曾经的山林小村，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也逐渐蜕变出了
新的面貌。现如今，随着寒山风光、大仙
古道的宣传与完善，越来越多的游客借
着爬山踏青的机会邂逅羊印村，使得这
里越来越广为人知。羊印村村子不大，村
内人口476人，是出了名的长寿村、健康
村。如今，随着美丽城镇建设的深入开
展，小村内每天车水马龙，游客剧增，村
庄环境让人如花间飞舞的游蝶般悠闲、
惬意。

这个村子不大，你也许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逛完，但就因为它的清幽、小众，充满
着江南村庄的雅韵与诗意，只有多去走
走，你才能品味那些深藏不露的美景。

依山傍水打造农家旅游胜地

幸福湖小学老师边学边剪。

大寒尖山顶

寒山风景区门牌

家风家训传承基地爱莲馆

寒山文化长廊寒山文化长廊

羊印村文化礼堂

羊印村综合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