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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有温度的，时光越久远，那份
沉淀在档案里的初心就越能打动人。

义乌市档案馆名人档案库房内，四
季恒温。由城西街道七一村党委书记何
德兴捐赠的273件个人档案正透过玻璃
窗，悄然诉说着一段砥砺奋斗的历史：一
位联托运行业领军人回乡担任“领头
雁”，最终成长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十
大杰出村官……

记人、记事、记时代，存史、资政、育
人。自1998年开始，义乌市档案馆开始
征集名人档案资料。目前，已为30人建
立了名人档案。

时光无声，档案有痕。“迄今为止，何
德兴是我市名人档案捐赠的典型代表，
也是义乌唯一一个捐赠个人档案的乡镇
工作者。”市档案馆党组成员、副馆长刘
威介绍，“他的个人档案脉络清晰、资料
齐全，其中，不少资料十分珍贵。他是义
乌蓬勃发展、乡村精彩蝶变的有力的记
录者和见证者。”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傅柏琳

本报讯 目前，“悦享书韵
阅读‘新’声”全民阅读朗诵大
赛初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线上
征稿时间截至本月底。

据悉，本次大赛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旅体局、市文联
主办。主办方将从线上投稿作
品中选拔优秀作品入围线下
比赛，由专家当场评分，评定
奖项及颁奖。4 月 23 日前后，
若干优秀选手将作为领读人
也作为获奖选手代表，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活动现场进
行展演。

大赛分普通话组和义乌方
言组，其中普通话组以18周岁
为年龄界限，分“成人组”和“青
少年组”。参赛作品内容分两
类，一类是优秀图书推荐，可
选取我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
有社会影响力和典范价值的
经典诗词、文章和优秀图书内
容节选等。另一类为“义乌”主
题的原创作品，可以围绕“义
乌”的相关主题，发表个人的心
得感受。

全民阅读朗诵大赛
本月底截稿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3 月 17 日，望南
山——金心明书画小品展在
翰邦美术馆开幕，吸引众多书
画爱好者到场观展。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书法研
究会、市文广旅体局、市文联主
办。现场，共展出金心明近年来
创作的书画作品80余幅。参展
作品均以小品形式呈现于展
厅，既有浓墨淡彩的中国画，山
水、花鸟兼备，亦不乏洒脱飘逸
的书法作品。

“义乌是心明的老家……
他所望见的那南山之雅，南山

之纯，南山之境，仿佛就是念念
不忘的那座义乌老家的‘婆婆
山’，值得守望，也可以逍遥
……许多看上去不经意的作
品，确也是合乎平常之大道的
精神，暗合了陶潜‘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状态。”《中
国艺术家年鉴》主编陈子游如
此评价此次展览的主题。

金心明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副主席，致
力于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以承
传为本，不断寻找自我。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3月27日。

金心明书画小品展开幕

▢ 通 讯 员 金云虎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3 月 19 日下午，
“艺满商城”义乌市美术作品
展在金华市文化馆二楼群星
展厅展出。

此次作品展由金华市文
联 主 办 ，义 乌 市 文 联 、金 华
市美术家协会、金华市文化
馆 承 办 。展 览 现 场 ，市 美 术
家 协 会 共 展 出 百 余 件 美 术
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水
彩 水 粉 、综 合 材 料 、民 间 绘

画、漫画等。
据悉，这是“艺满商城”义

乌市美术作品展第三次在金华
展出。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山川
河流，也有现代都市生活。艺术
家们通过深入生活采风体验，
谱写讴歌劳动人民勤劳奋斗的
精神面貌。

市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相比前两届大展，本次展
览的参展人数和入展作品质量
都有大幅提升。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3月30日。

“艺满商城”美术作品展
在金华开展

▢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通 讯 员 王雨晴

本报讯 近日，义乌发布
《义乌名小吃制作工艺规程 头
梗面》和《义乌名小吃制作工艺
规程 东塘高粱烧》两项地方标
准，将于4月7日起实施。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传统小吃受到了
更多关注，除满足饮食需求
外，还被赋予了地方文化传
承的意义。头梗面和东塘高
粱烧作为大陈镇家喻户晓的
本土特色名小吃，有着悠久
历史和广泛美誉。但由于农
户分散、技术不规范等原因，
市面上产品品质参差不齐，

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缺少参照
标准，也给日常监管工作造
成了一定困扰。

为此，大陈镇、市标准化研
究院及多家企业公司组成地方
标准起草小组，经综合分析和
协调沟通，共同起草、发布了

《义乌名小吃制作工艺规程 头
梗面》和《义乌名小吃制作工艺
规程 东塘高粱烧》地方标准，
对小吃的原辅料、制作设备及
器具、制作工艺、感官特征等方
面进行了规范。

“近年来，随着义乌名小吃
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促使食
品产业端更加规范，锁住了地
域文化‘鲜味’。”市市场监管局
标计科相关负责人说。

义乌发布
两项名小吃地方标准

昨日，佛堂三小举行了全
校广播操比赛。比赛中，学生
们动作标准、有力、优美，充分
展现了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

良好精神风貌。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通 讯 员 王俊秋 摄

健康活力满校园

3月18日下午，冷雨淅沥，而七
一村的党建培训楼内，充满着温情。

何德兴正认真地整理一叠拍
摄于 2008 年 5 月的照片。在这些
定格的画面里，有人白发苍苍，有
人怀抱幼儿，有人坐着轮椅，他们
正把辛苦积攒的百元大钞投向捐
款箱。

“这些照片都是我当年抓拍
的，前些日子全都冲洗出来了。”何
德兴正计划着一件事：等到今年全
国防灾减灾日时，村两委将这些照
片进行集中展示，让村民们一起回
顾当年为汶川地震灾区踊跃献爱
心的场景。

“ 这 些 照 片 就 是 村 里 最 真
实、最原始的档案，也是增强民
心、团结凝聚力最好的素材。”他
笑着说。

2022 年 9 月，金华市级选调生
刘陈桉来到七一村开展基层锻炼。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就被何德兴
对待档案的认真态度所感染，“为
什么要保存原始档案？因为实物是
有温度的。何书记对档案是有感情
的，这其实也体现了他对工作、待
人、做事的一种价值追求。”

在刘陈桉记忆里，何德兴喜欢
一个人慢慢地收集整理资料，除了
照片和各类新闻报道，他还会珍藏
纸质版材料。

2004 年，七一村首创“两问大

家访”工作机制，一问群众身边关键小
事，二问村庄发展大事，通过发放征求
意见表征集群众治村之策，解决村民
急难愁盼。次年，村两委制作了纸质

“征求意见表”，并一直沿用至今。
有一幕镜头，刘陈桉一直铭记

在心。
那是去年年底的一个雨天，黄昏

时分，三个“95 后”聚在办公室里。何
德兴从靠墙的大书柜的一个角落里，
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册册装订好的历年

“两问大家访”征求意见表。
“纸张都泛黄了，已经有18年了，

上面记载了当年老百姓提出来的意见
建议。当时，66 岁的何书记一页一页
地翻，漫谈似的读过去，每个村民的居
住情况、生活的背景以及背后的故事
全都娓娓道来……”这样的场景深深
打动了三颗年轻的心，也让他们瞬间
明白了保存原始档案的意义，“原版的
文件只要一拿出来，就会告诉你设立
这个制度的初心是什么。即使在今后
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中，初心也决不
能改变。”

到各地去分享、交流“治村”经验
时，何德兴也不忘带上部分“两问大家
访”征求意见表。在浦江县檀溪镇、兰
溪市柏社乡等地，他用最朴实的语言
传授“法宝”，分享经历和故事，赢得了
一阵又一阵掌声。在他和当地村两委
干部的带领下，当地百姓蹚出了产业
振兴的共富路。

眼下，刘陈桉正在帮忙收集整理
近两年有关何德兴的媒体报道等资
料，“已收集了各级媒体报道视频近
十个，文字报道内容很多，还要进行
分类编码。”

“从 2018 年至今，我又收集整理
了不少档案资料，过一段时间，我会再
次捐赠给义乌市档案馆。”何德兴说，

“希望通过名人档案的展示和宣传，让
珍贵的资料‘动起来’‘活起来’，让更
多的人了解义乌历史文化的发展，从
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每一份档案
都深藏着“为民的初心”

见证历史发展、铭记为民初心，
这是何德兴数十年来坚持保存各类
重要历史资料的目的和意义。

2018 年 7 月 1 日，他将第一批
个人档案，即1992年至2017年间所
获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党的十九大代表等各种荣
誉证书、奖章、照片、视频等相关资
料共计 273 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市
档案馆进行妥善永久保管。

走进名人档案库房，路过一排排
密集的档案架，何德兴的个人档案占
满了好几个档案柜。驻足，翻看长达
25页的“何德兴个人档案目录”后，记
者发现，1992年至1997年间，多个荣
誉证书和聘书、牌匾见证了他从富老
板到“穷书记”所走过的“回头路”。

“只要村民都发展了，就是我最
大的发展。”档案里，记录下何德兴
上任之初说过的话。

26 年来，他坚持“成就一番事
业、造福一方群众”，带领村两委干
部通过引导村民改变种植模式、“村
企共建”开展来料加工、建综合市场
和旧村改造等方式，使村庄面貌日
新月异、村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村
集体资产从1997年的负债8.6万元，
发展到目前的7.9亿元，村民人均年
纯收入从3700元增至8万余元。

当承诺成为现实，村民称赞他
为“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书记”。不

仅如此，义乌市“富民书记”、金华市
“魅力村官”、浙江省“为民好书记”、浙
江省“兴村（治社）名师”、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全国十大杰出村干部……
从2000年至今，何德兴获得各级荣誉
证书不胜枚举。在他的带领下，七一村
产业振兴、乡风文明，成了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巾帼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等诸多荣誉称号。

据“何德兴个人档案目录”记载，
编号273的档案是一张光盘，刻录了从
何德兴手机里整理出来的106张数码
照片，包含那些年义乌的众多高光时
刻，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观礼、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等十项内容。

从 2003 年当选为义乌市第十二
届人大代表至 2017 年当选为党的十
九大代表，“何德兴个人档案目录”里
一连数页排列各级党代表和人大代表
的出席证、代表证等。

“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在
何德兴看来，每一次站上全国的领奖
台，都是一次宣传家乡的机会，同时，
他也因为义乌的快速发展深感自豪。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期间，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
表以及领导们在首日封上为他签字，

“寄托了对义乌人民的美好祝愿，还有
殷殷嘱托。”

数次见证“义乌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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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兴荣获全国劳模现场留影。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出席证。

装订成册的七一村装订成册的七一村““两问大家访两问大家访””历年纸质征求意见书历年纸质征求意见书。。

何德兴拍摄收集的何德兴拍摄收集的20082008年七一村村民为汶川地震捐款的资料照片年七一村村民为汶川地震捐款的资料照片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