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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曲玲玲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6 月 23 日，浙江
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话剧

《望道》在杭州大剧院可变剧
场上演。该剧由浙江传媒学
院华策电影学院表演专业的
学生出演。

该剧以陈望道在浙江省
立 第 一 师 范学校（简称“一
师”）时期的学生刘静之的老
年视角，采用回忆的形式展
开，再现了革命者的战友情、
师生情、母子情、夫妻情。陈望
道回故乡义乌分水塘，不分
昼夜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今年的《望道》剧本经过了

全新的创作和打磨，力求在忠
于史实的前提下生动再现先生
一生的精神与风范。“艺术作品
通过审美高度来感染观众，让
观众在艺术享受的过程中完成
心灵的洗涤，青年需要有好的
艺术作品、正确的价值和精神
引领。”导演李伟老师表示。

今年是浙江文化艺术发展
基金项目实施的第四年，浙江
传媒学院由话剧《望道》出发，
深化协同协作，挖掘浙江深厚
文化底蕴，创作文艺精品力作，
提升文化软实力，不断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佳绩。

话剧《望道》在杭上演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日前，城西街道百
工坊研学中心推出“传承传统
文化 弘扬红色精神”百工坊研
学红色传统体验日公益活动，
邀请 15 对亲子家庭一同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家长
和孩子们先后来到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时的柴房旧址、陈
望道故居，认真聆听陈望道先生
的成长历程和革命生涯，以沉浸

式、体验式的红色主题教育实践，
将红色传统、红色记忆、红色基因
根植于少年心中。

随后，研学老师将非遗剪
纸文化的讲解和实操相结合，
带领孩子们通过“想、折、剪”的
方法，剪出自己心中的五角星。

“今天的非遗剪纸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提高了动手能力，还对
剪纸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百工
坊研学活动会继续举办，传承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工坊研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西街道开展研学活动

▢ 何建农 何恃坚 文/图

6 月 14 日，义商总

会首届会长、第二届和

第三届荣誉会长、原上

海义乌商会会长、上海

东银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萍先生因病

与世长辞，享年77岁。

曾任义乌市政协副

主席、市经济体制改革

办公室主任、市市场研

究会会长的冯志来先生

写了一首诗《痛悼老友

陈萍》：“苏溪披荆棘，改

革作前锋。家国情怀重，

滬深基业隆。学崇三教

合，师事怀瑾公。犹记同

议政，赤诚志趣同”。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本报讯 日前，金华市科普
作家协会、义乌市作家协会共
同倡议，向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简称“义乌工商学院”）图
书馆捐赠图书。93岁义乌老作
家吴璧瑛得知后，将自己编著
的书籍《一代才女倪仁吉》《吴
百朋夫人小传》《青口龙的传
说》等一并捐出。

吴璧瑛出生于1930年，50
年代从金华师范毕业后，响应
政府号召，在磐安工作9年，回
到义乌后，走上三尺讲台，从教
近30年。吴璧瑛爱看书、藏书，

家中有图书5000多册，其作品
曾先后荣获浙江省、华东地区
征文比赛二等奖、金华市一等
奖、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优胜
奖、第六届“中华颂”老少文学
艺术大赛一等奖等，他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文化老人”。

“受义乌大元村老年协会
会长所托，我是70岁之后才开
始编书的。小时候我就在大元村
读书，村里吴百朋、倪仁吉等故
事耳熟能详，可绝大多数都是口
口相传下来的，如果不整理成文
字，很有可能文化就断代了。”吴
璧瑛的初衷就是为了弘扬本土
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字。

93岁老作家
向义乌工商学院捐书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太解馋了！还是
到这里听戏更过瘾！”6月22日
晚，婺剧《花头台》的开场曲中，
场下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时
隔半年多，后宅街道曲苑茶楼
里响起了久违的戏曲声和掌
声。戏迷齐聚一堂，共赴这场戏
曲之约。

每周三、周六，本是后宅街
道戏曲爱好者最期待的两天。
但因为疫情原因，曲苑茶楼的
戏曲演出按下暂停键。随着疫
情得到有效防控，沉寂了半年
之久的茶楼再次热闹起来。

家住附近的王三娟，带着
四岁的孙子早早来到了曲苑
茶楼，等待演出开始。“一直都

在这里听戏，离家近而且氛围
也很好。我孙子很喜欢听戏，
吃完饭就要拉着我过来。”她
说，到这里听戏，已经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

“一些戏迷朋友，经常问
我，什么时候能恢复演出。很
感动，大家一直都在牵挂着。”
后宅街道戏曲联谊会会长叶
汉文表示，为了回馈戏迷朋友
们，此次演出活动还准备了一
些小礼品，在演出过程中陆续
发放给观众。

此次演出持续两个多小
时，让多地赶来的戏迷狠狠过
了把瘾。同时，活动现场还预备
了消毒用品和口罩，严格落实
亮码测温防控措施，让大家在
安全的环境里欣赏节目。

后宅曲苑茶楼
响起“久违的掌声”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佛堂
镇与磐安县尖山镇共同邀请20
位作家，相聚佛堂古镇，紧扣共
同富裕目标，共商古镇发展。

当天上午，应两镇邀请，金
华市作家协会、义乌市作家协
会、磐安县作家协会以及佛堂
镇作家协会等 20 位作家欢聚
佛堂镇，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谋划两地开展美丽城镇“人文
美”共建项目与渠道。

作家们认为，佛堂镇最显
著特色是人文底蕴深厚；尖山
镇最大的优势是山水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优越。两地要进一
步加强沟通，开展作家“走亲访

友”活动，感悟两地美丽城镇建
设“环境美、产业美、人文美、治
理美、生活美”等五个方面巨大
变化，充分发挥作家的影响力，
宣传两地人文资源、山水资源，
全面塑造人文旅游品牌，助力
实现两地共同富裕。

千年古镇佛堂，因取义乌
江畔渡磬寺楹联“佛光透彩传
万代，堂烛生辉照四方”首字而
取地名为“佛堂”；尖山镇境内
有省级特色旅游村陈界村，景
区有夹溪十八涡、舞龙峡等，景
点有冰白奇观、天下奇松、夹溪
古道、瀑布群，有乌石村农家
乐。两地均于2020年成功创建
为浙江省首批新时代美丽城镇
建设样板。

佛堂、尖山两镇作家
共商古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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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浩然书法集》出版。该书内容均是他
写的文章诗赋，书中汇集《东银之歌》《我们
义乌人》《悼念谢高华书记》《归隐》等八首
诗词歌赋，内涵深厚，格调高雅。《浩然亭
记》《凤鸣亭记》两篇散文佳作，是全书的精
髓。前者记录了生母认子的经过，后者则主
要描述了养母养育之恩，一片真情，读之令
人泪下。

1961 年的某日，陈萍在江西工业劳动大
学写墙报，忽来一位中年妇女，自称是陈萍
的生母。他在《浩然亭记》中写道：“自幼吾母
朝哺暮抱，抚我育我，爱我疼我，如今正在家
中操劳，何以今日有不速之客突然降临以生
母相认？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之
际，细细端详，自称生母者跋山涉水，风尘仆
仆，携带丰盛食品千里相认，此情此景，岂能
作伪？”原来，陈萍出生在义乌苏溪一个叫五
姑山的小山村。当时陈萍的父亲陈四被抽壮
丁死于抗日战场，生母无法养活孩子，无奈
把儿子送到了义乌大陈古塘洪村家境殷实
的陈家。新家爷爷陈沛义饱有学识，奶奶贤
淑慈祥。母亲秀外慧中，精于女红，擅长医
术，同村邻人偶患病恙，皆喜上门求医。母亲
义务相助，分文不取。一家人对他疼爱有加，
爷爷给他取名陈溪顺，溪是辈，顺为名，期盼
孩子平平安安顺利成长。小溪顺天资聪颖，
十几岁就能用毛笔为乡邻书写春联。《浩然
亭记》中这样写道：母子血脉亲情，血浓于
水。屈指数来，来到尘世已有一十八载，至今
方知身世之异，追忆前尘，岂非如浮萍飘动，
荡然无根？此时此际，不禁悲从中来，百味杂
陈，感慨万千，随手即在墙报文章结尾处写
下笔名“陈萍”两字。

陈萍饱含深情地说：“昨天的荣耀不必令
人陶醉，今天的艰难依然从容面对，不求丰碑
高耸，但求问心无愧。”

商海沉浮英雄志，笑看风云写春秋。正是
有陈萍这样千千万万的杰出义商，成就了义乌
今天的腾飞和辉煌！

一代儒商赤子之心

“不满足昨天的成绩，不停止今天的努
力，不放弃明天的追求。”这是陈萍创业的
座右铭。1989 年，陈萍去了深圳，借船出海，
和央企合资创办深圳市威达服装进出口公
司，出任总经理，承包经营。深圳，给了他施
展才华的上佳环境和理想空间。威达公司
很快打开了外销市场，公司迅速壮大，出口
年创汇达到几千万美元，成为深圳市的创
汇大户和财政支柱企业。当时，许多义乌服
装厂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出口，通过威达公
司出口的义乌产品，一度占义乌外贸收入
的 50%以上。

1999 年企业改制，56 岁的陈萍赤手空
拳只身再闯上海滩。用其过人的胆识和勇
气，睿智进取，在上海创建东银企业集团，
开发多个房地产项目。2004 年开发建设上
海东银中心，荣获国家建筑最高奖项——
鲁 班 奖 ，成 为 上 海 长 宁 区 的 重 要 商 业 中
心。东银中心吸纳了 14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入驻，还有 3 家外国领事馆、5 家银行，写字
大楼的出租率年年高达 100%，年纳税收高
达 7 亿多元，成为上海市长宁区创税大户、
财政支柱企业。

作 为 一 名 上 世 纪 60 年 代 的 大 学 生 ，
陈 萍 深 耕 商 海 时 ，善 以 独 特 的 眼 光 来 经
营 —— 当 人 家 在 挨 家 挨 户 收 鸡 毛 时 ，他
已 经 在 做 鸡 毛 批 发 ；当 人 家 在 摆 地 摊 买
卖 钮 扣 时 ，他 已 从 南 浔 批 量 进 货 ，开 展 点
对 点 经 营 了 ；当 人 家 把 目 光 紧 盯 国 内 市
场 时 ，他 的 企 业 外 销 产 值 已 占 到 义 乌 的
一 半 ；当 有 些 企 业 在 义 乌 做 大 做 强 感 到
满 足 时 ，他 的 企 业 已 经 华 丽 转 身 占 领 上
海房地产市场……

借船出海开拓新天地

陈萍是大陈镇金山村人，上世纪 60 年代就读于江西
省工业劳动大学，临近毕业时因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停办
而回到了家乡，从此就在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十
多年。

“您是个大学生，我们村办企业正缺您这样的人才。”1977
年，时任苏溪镇杜村党支部书记傅樟根请陈萍出山为村里办
企业，帮助村民脱贫。

陈萍起初没答应，因为杜村人请自己办企业，却是一无
所有：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供销渠道。仅凭一
腔热情，这怎么行？但傅樟根一次次找他，盛情难却，陈萍最
终答应试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陈萍虽然答应出山帮杜村办企业，
但到底能否把企业办成功？他心中也没有底。办企业先要出外
找业务，出差就要花路费。知识分子的自尊使他决定自己垫路
费出差。结果，陈萍出差回来，旅差费共花了200元，村里只有
80元，其余120元给了张欠条，等企业赚了钱才付清。后来，仅
一年时间，就赚了3万多元。

陈萍说，黑暗中的人最需要的是光明，他就把企业起名为
“曙光”，取了个什么都能生产的厂名叫“综合厂”，接到什么订
单就做什么活，哪怕只有一分钱的利润也要做。

陈萍克服千难万险，仅用了3年时间，就把厂子办成了全
市著名的乡镇企业，并培养了大批技术、经商人才。陈萍个人
也先后获义乌市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金华市最佳优秀企业
家、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

“乡镇企业产值超千万、超两千万、超亿元，一个个神话都
是他的企业在义乌实现的。从1981年至1993年，‘曙光服装
厂’连续13年缴税占整个义乌财政收入的六十分之一，苏溪
镇财政收入的50%以上。”谢高华对于人才非常重视，曾多次
推荐陈萍到机关上班，均被婉拒。

当年曙光服装厂虽然全县知名，但企业办得这么大，
却没有营业执照。陈萍就把这件事反映给了时任县委书
记谢高华。在谢高华的过问下，工商部门给陈萍送来了一
本有效期仅 6 个月的临时营业执照。陈萍说:“6 个月期限，
我这么一个有规模的企业连清盘关门都来不及。”双方闹
到了谢高华处。谢高华告诉工商部门的领导，应该去调查
一下陈萍的情况，要支持他办厂。谢书记表示：“不仅陈萍
的企业要发营业执照，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要发营业
执照”。

仅用3年
办出全市著名乡镇企业

陈萍，是义乌商人的代表，被誉为“商界常春藤”。
2018年10月20日，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举行开放

揭幕仪式，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和时任义商总会会长陈
萍应邀参加。在活动现场，陈萍送给谢高华一幅自己书写
的七绝诗句书法作品，诗中写道：“痛快淋漓写意真，谢公
毕竟是能臣。而今携袖清风去，功过随人仔细评。”陈萍对
谢书记说，自己是义乌最早的一批小商品经营者，曾经在
廿三里的马路边摊位卖过 6 年的钮扣。当时的义乌人多地
少、穷困贫瘠，小商品经营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是谢书记在
1982 年收到群众建言报告和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决定开放
小商品市场，并筹建义乌小商品市场即后来的新马路第二
代小商品市场。

在上海东银集团陈萍的办公桌上，多年来一直放着一尊
谢高华书记的铜像，时时提醒自己——饮水不忘掘井人。

2016年5月21日，笔者陪同谢高华书记到上海走访陈萍
会长。到上海当天，陈萍就组织家人盛情款待，并在晚宴上特
别准备生日蛋糕提前为谢老过生日。

谢高华当年身体健朗，手书“人才难得”四个大字赠
予陈萍。谢老说陈萍是难得的人才。陈萍撰文并手书回赠

“肆拾年前，筚路蓝缕，创业艰难；潮涌神州，谢镇乌伤，实
业报国，雄心万丈，困中奇遇，同舟好友；事事难忘，沉浮
几度，兀自坚强，逾古稀知天命，识归途觅清幽。寻旧梦，
拾童心，道感恩，今日归林笑聚，谈过去，一片歌扬。”

两位老人，一位是当年的决策者，一位是实践者；两位冒
险家，一对政商楷模。

陈萍特意安排了一个星期时间，让在沪的上海义乌商会
副会长及义乌老乡们与谢高华见面，走访企业。

“陈萍是个难得的人才，对于义乌乡镇企业发展起到了领
头雁的作用。”谢高华如此评价道。

饮水不忘掘井人

2016 年 5 月，谢高华老书记手书“人才难得”赠予陈萍
先生。

情系故乡常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