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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普敦3月 16日
电（记者王雷 王晓梅）2024年
开普敦狂欢节 16 日晚在南非
立法首都开普敦拉开帷幕。富
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华侨华
人方阵闪亮登场，令中国元素
在狂欢节上耀眼夺目。

流光溢彩的龙形花车、气
势磅礴的舞龙舞狮、华美绚丽
的中国服饰和俏皮可爱的卡通
熊猫，由 100 多名当地华侨华
人组成的中国方阵每到一处，
都会引发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

被新华社记者问到当晚最
喜欢的方阵时，开普敦当地居
民尼古拉斯·约翰逊及其女伴
瓦尔·安德里斯异口同声地说：

“中国！中国的表演太棒了！”约
翰逊说中国方阵的灯光效果以
及舞龙舞狮都很棒。

率领中国方阵的开普敦华
星艺术团团长董钢对记者说，
今年恰逢龙年，中国方阵带来
了 50 米的长龙和各种龙文化
表演，为当地多元文化增添了
中华文化的色彩。

开普敦狂欢节委员会主席
蕾切尔·贾夫塔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方阵的舞龙
表演一向很受欢迎，令观众们
目不转睛，也让孩子们兴奋不
已。开普敦狂欢节能融入中国
元素，她感到非常骄傲。

开普敦狂欢节源于 2010
年世界杯，此后每年举行一次，
如今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名
片。据贾夫塔介绍，今年狂欢节
的主题为“美好”，超过1000名
表演者参加游行，吸引数万名
南非观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观看。

中国元素
闪耀开普敦狂欢节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今日，2024 年市
文化馆“蒲公英”公益课堂正式
开课，具体课程时间为 3 月 18
日至5月24日。

据悉，此次春季班课程报
名人数达到1530人次，报名与
录取比例接近 8:1，共开设绘

画、书法、舞蹈、器乐声乐、美
妆、中医养生、戏曲等8大类11
门课程，由 12 位优秀教师授
课。在保留原有课程基础上，今
年新增古典舞等课程。

2015年起，市文化馆开展
“蒲公英”群文公益课堂多门类
主题培训，每年服务群众上万
人次。

“蒲公英”群文
公益课堂开课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摄

本报讯 日前，“生生不息
——甲辰生肖迎春画展”在我
市七墨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
续到3月26日。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中国人
物画研究会、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主办，市文化馆、浙江
赛丽美术馆、义乌宋庆龄幼儿
园、七墨美术馆、山明美术院承
办。展览以龙元素为主题，汇聚
了26位艺术家的50余幅匠心
之作，深度挖掘、再现中华民族
精神图腾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风
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以人
物为背景、与龙相关的画作，觉
得很有创意，构图、色调搭配得
非常协调。”观展者楼女士说。

据悉，该系列画展已连续

举办 7 年，为观众带来视觉盛
宴的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
力量。现场，艺术家与小朋友
进行了一场跨越年龄、跨越界
限的艺术合作，共同创作龙年
题材作品，包含画展主题“生
生不息”中“生命不断延续、蓬
勃发展，坚持不懈、努力前行”
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展
出《百龙图》《青花古韵龙》《神
龙拓片》《创意线描龙》等来自
义乌宋庆龄幼儿园的儿童作
品。孩子们运用水彩、纸雕、拓
印等绘画手法，形象刻画出形
态各异的龙形象。其中，《金龙
飞天》作品由国际友人与孩子
们共同完成，表达着他们对中
华传统龙文化的认识憧憬。

甲辰生肖画展
“龙”重登场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日前，我市开展
“向天歌”鹅文化主题漫画展活
动，向全国漫画家、平面设计
师、创意设计师、动漫爱好者征
集鹅文化主题漫画作品。

本次活动由市文旅局、市
文联和稠城街道联合主办，截
止时间为4月15日。漫画展要
求作品围绕“鹅文化”主题，展
示鹅的文化内涵，注入新思想、
新风尚，符合漫画幽默、夸张、
奇趣等特点，内容健康、主题鲜
明、构思新颖，文字精炼。

征稿选题范围较广，卡通
动漫鹅形象、古诗词插画和水
墨漫画鹅形象、鹅表情和鹅表
情包、鹅形象文创作品，以及以
鹅为题的其他漫画作品都可以

投稿。作品风格不限，单幅漫
画、四格漫画、多格漫画、条漫、
插画等均可；可以应用手绘、数
字绘画、剪纸、漫雕、创意编织
等各类表现形式，但不接受AI
作品。其次，手绘作品要求尺寸
不小于 A3 规格，不大于 90×
90cm，电子作品分辨率不小于
300dpi，jpg格式的图片不小于
2MB，不大于10MB；实物作品
不大于70×70×70cm。

据悉，主办方将委托由专
家组成的评审组对作品进行公
开、公正评选，经过初评、复评程
序，评选出入展作品50件，其中
一、二、三奖作品10件，优秀奖
40件。获奖及入展作品将统一
进行装裱，于4月至6月间，进入
各展览场馆展出，同时在相关公
众号里进行线上展览。

“向天歌”鹅文化
主题漫画展征稿

我叫周福
云，1963 年出
生，苏溪镇上
甘村人。20 世
纪以来，苏溪
镇境内六都地
区鸡毛换糖蔚
然成风。我的
家乡上甘村及
周邻各村庄，

家有18岁以上的男丁，大多在农闲
时间外出江西、安徽、福建等地鸡毛
换糖，祖传父，父传子，代代传承。从
小耳濡目染，我也在1979年加入鸡
毛换糖行列。

当时，我是生产队记工员，农忙
时节就在队里挣工分，农闲时节出
去做点小生意。1979 年冬天，我第
一次挑着货郞担出门，从廿三里配
了针头线脑、发夹纽扣、生姜糖、气
球等货物，由荷叶塘火车站出发。当
时和我一起去的是邻村两位同龄
人，在此之前，我们三个都没出过远
门，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勇气。

我们到的第一个点是江西省玉
山县，玉山在浙赣铁路上，离浙江很
近，很多义乌人到江西敲糖往往先

从玉山开始。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几
个在玉山城边找了个旅馆，把带去
的小百货整理出来，放在货郎担归
类好。当晚，大家住在一起。第二天，
三人各选一条路线分头出发。

那个时候我刚从学校出来，从
未做过鸡毛换糖生意。我挑着担子
这个村进那个村出，第一天只收到
了两三把鸡毛。住了一个晚上旅馆
后，我们就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给
他们一点费用，和他们同吃同住。义
乌人到江西敲糖基本上是在一个地
方住下来，然后每天回来。但过几天
又要换一个地方，一次敲糖总要换
四五个住的地方，吃住的费用相对
来说还是便宜的，住一夜加早餐和
晚餐两顿也就一元钱。我们白天出
门，晚上又到农户家汇合，然后十天
半月往返一次义乌进货。1979 年，
我腊月二十五那天出门，到1980年
正月初五回家，赚到将近一千元钱，
相当于上班三年的工资，尝到甜头
的我只要一有空闲就出门。

挑货郎担的日子是艰苦的，每
天天不亮就离开借宿的农户家，回
到家也是晚上八九点了，更多的时
候，天黑了还要走上二十几里小路。
担内的物品五花八门，三四十斤重，
到晚上回住处的时候，双脚就像灌

了铅似的重。
这样来回做了两趟，我就放下

鸡毛换糖担子，开始在江西各县市
摆路边摊。这个时期卖的货基本上
都是从廿三里地摊批发，除了传统
的针线、纽扣之外，还有小孩子玩
具、绸带和大人用的皮带等。四年时
间里，我走过江西玉山、宜春、黎川、
贵溪、南丰等地，还到过福建三明、
漳州、漳平、宁德、龙溪。每次出门，肩
膀上背着两个大包、两个小包，包里
东西多、分量重。到达目的地后，我
和几位同伴就到集市摆地摊，摆摊
的地点是不固定的，哪里有集市就
赶往哪里，用一块塑料布摊在地上。
平时，我们到各个村代销店推销商
品，因为带去的都是比较好销的小
商品，价格也比当地便宜，几大包的
货物一般能在一周到十天内卖完。

出门搞买卖，不仅辛苦，还有安
全问题。有一次，我乘车去江西贵
溪，那时候火车班次少，想有一席坐
的地方真是太难了。好在义乌到江西
不算太远，我们有时候就坐在地上打
个盹，实在困了铺张报纸钻到别人座
位底下躺一会，身体都是蜷缩着的。
那次我乘坐的是后半夜的车，因为太
困，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
来，发现放在座位底下的鞋子不见
了，无奈，我只有赤着脚走路。

摆地摊后，我就不再借宿农户
家里，而是住当地的小旅馆。1981年
冬天，我在江西黎川县城街上摆地
摊，晚上住在旅馆里，也不知道小偷
是怎么进的屋，第二天醒来时我的
包被盗了，放在包里的钱和证件全
没了。幸好墙角还有一包货，我只能
把那一包货贱卖当路费跑回家。

还有一次，我们在江西南丰摆
地摊，晚上四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里，小偷把靠窗两个人的衣服裤子
偷走了，还顺手牵走一只编织袋。第
二天一早，我们兵分两路去找小偷，
中午时分，真被我们找到了。当时小
偷正在一家店里买气枪，他身上编
织袋里隐约可见我们的衣服、皮带，
确认无疑后，我们上前把他扭送到
派出所。

1982 年 5 月，舅舅的一位朋友
介绍我去江西省德兴县硫璜矿厂上
班。我的工作以修路为主，一把锄
头，一只畚箕，每天工作时间在 10
个小时以上。虽然时间长，但比起那
些矿工，我的劳动量还是小的，而且
每个月有三五百元的工资，这在当
时是相当可观了。

矿上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半年以
后，我回到义乌，进义乌化工厂当了
一名工人。1986 年，义乌掀起经商办
厂的热潮，我辞掉工作，向父亲借了
200元，请了4名工人，一开始是做西
装短裤，由于缺少经验，也没有客户
基础，基本没赚到钱。后来我们又东
拼西凑借了一些钱，在义乌城区向阳
巷租了三间房，开始做衬衫。当时我
们一般都去永康批发布料，到上海买
花边，做衬衫的同时也做女裙。我们
在服饰细节和款式上不断创新，独特
的绣花领、军装风的袖子、个性鲜明
的纽扣，慢慢地，“周氏风格”的服装
成了抢手货，生意一度相当红火。
1988年，我靠服装生意挖到了人生中
的第一桶金，在沪江路买了两间三层
半的楼房，又在城中路小商品市场拥
有了自己的摊位。凭着良好的信誉，
1989年，我获得了义乌市场向个体工
商户颁发的“质量信得过”奖牌，当年
这个奖只发了两家，我是其中一家。

后来，我又做过服装辅料生意，那
几年，我们开办的“联云辅料”在苏溪、
大陈、荷叶塘一带很有名气，我们厂18
个工人一年的产值，超过上海某国营企
业140多个工人一年的产值。

1996 年，我办起塑料彩印厂，印
制各种款式塑料袋。2000年开始做礼
袋、包装盒为主的纸张彩印，并一直办

到现在。“联云彩印”推出的 PP 礼品
袋、纸袋，都在义乌市场掀起了一股热
潮，引领着行业走向。

2005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
改变。我儿时一位玩伴在美国从事发
光器件研究工作，想回国与他的几位
海归博士重新创业，从事LED芯片生
产，但团队苦于空有技术，没有启动资
金。直觉告诉我，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概
念的 LED 产业，肯定是一个朝阳产
业，科企合作有着无穷的潜力和很好
的发展前景。只是这个高科技项目启
动资金数额巨大。为了筹集资金，我邀
请 7 位朋友入股，想着来个“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当晚，大家约定好8人
分成4组，每组出资2000万元。可到了
第二天，原本说好出资的朋友打了退
堂鼓，但我不打算放弃这个项目。经过
一段时间深思熟虑，我决定自己一个
人筹资，筹不到大额资金，就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先把公司成立起来。

那段时间，我带领博士团队先后
考察上海、山东等地，最终湖北省武汉
市政府抛来橄榄枝。当时湖北省主要
领导认为，LED 项目起点高，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他们认为“地方的经济
发展要依靠人才，依靠科技”，表示欢
迎我们团队扎根湖北、扎根武汉。

随后，武汉市政府先后出台招商
优惠政策，吸引LED项目等更多高端
产品企业在武汉落地安家。我的公司
落户在武汉光谷。公司成立后，我出全
资，但只占30%股份，另外70%股份以
技术入股形式给海归博士团队。我每
周飞一次武汉，给团队的人做好服务。
经过几年努力，2012年6月1日，华灿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2015
年，华灿跻身为国内第一大显示屏行
业 LED 芯片制造商，国内第二大、全
球第三大LED芯片制造商。

2015年下半年，家乡义乌向我伸
出“橄榄枝”，我立马组织“智囊团”就
华灿光电落户义乌进行磋商。2016
年，总投资60亿元的华灿光电LED外
延、芯片和蓝宝石加工项目如愿落地
义乌，并在不到10个月时间里造好厂
房。华灿光电建设完工，填补了浙江省
LED产业链上游的空白。

2017 年 1 月，我担任世界义商总
会会长，2021 年 9 月连任。这对我来
说既艰巨又光荣，作为义商总会会
长，我要传承好这一升级版“货郎
担”。我生于义乌，骨子里传承的是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
义乌精神。我最初的成长来自鸡毛换
糖的义乌方式，原始资本的积累来自
经营小商品的义乌市场，我的根在义
乌，是义乌市场哺育我们这些商人，
给了我们一个创业的舞台。如今我小
有成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人脉和世界
义商这个平台，把世界各地的义乌商
人凝聚到一起，为义乌高质量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3月16日上午，市作家协
会 2024 年工作会议召开。现场获悉，
2023年，我市作家共在公开刊物发表
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体
裁文学作品 500 余篇，义乌文学创作
硕果累累。

过去一年里，市作协坚持政治引
领，多形式开展“循迹溯源学思想、感

恩奋进新征程”文艺创作大讨论和
文化思想工作会议主题教育，撰写
系列特稿，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同时，不断开拓工作思路，积
极参与我市重大文化活动；圆满完
成第四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
大奖赛启动仪式系列工作，助力打
造国际儿童诗歌重镇；拓展载体，通
过举办“清廉商户”征文、开设“浙中
故事会”等系列活动，讲好义乌故

事，弘扬义乌精神；通过作家走进课
堂、举行研讨座谈会等多形式，积极培
养文学新人。

其中，市作协会员徐衎、吴群燕、
黄克庭、刘会然等人在《小说选刊》《中
华词赋》《文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
品，还有作品入选多地中学语文试卷。
其中，金哲为《画里浮生》获第十八届
文津图书奖；沧海镜《清河公主洙宛
传》改编热播剧《少年江湖》在爱奇艺

平台播出，《浮世生妖》《旋律回响之
时》网文售出影视权180万元……

作家们还前往龙游、临海、永康等
地，开展送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慈善文
化、“朝问杯”征文，开展“重走驿道、踏
访古迹、寻觅乡愁”等活动，积极挖掘
地域文化；参与政协《百工口述史》创
作和交旅集团义浦二线拓宽工程文学
创作，完成《走进上方》《上溪新乡贤》编
辑出版工作。

义乌文学创作硕果累累
2023年我市作家在公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500余篇

周福云敬献拨浪鼓（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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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周福云，1963年出生，苏溪镇上甘村人，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鸡毛换糖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整理人：市政协社情民意联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潘爱娟
华灿光电生产车间。

周福云近照。

华灿光电上市。

市民观展市民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