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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陶佳敏
通 讯 员 李凤超

山塘村：一曲钹子书醉乡愁

【乡村新意】山塘桥下水东
流，钹子声声岁月长。

【现场拾趣】广陈镇山塘老
街，一眼望去巷子不长，南北通
道，七八百米而已，走在磨得发
亮的青石板上，耳边传来“咚咚
锵，咚咚锵”的钹子书声，吴侬软
语，婉转悦耳，直击人心。

钹子书是平湖人的一抹乡
愁。自明代万历年间产生，至今
已历四百多年，旧称“说因果”，
一开始主要在茶室演出，受众以

农民为主。自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传入广陈后，这种独特的民间
说唱艺术便逐渐在广陈生根发
芽，颇受群众欢迎。1958年，该
曲艺形式被正式定名为平湖钹
子书，并列为浙江省地方曲种，
2008年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了传承好这一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2017年，山塘村
建成了钹子书馆，每月开展一次
专场演出。

“丰收在望喜盈门，村民个
个笑盈盈……”如今，山塘老
街的钹子书馆内总是传出阵
阵钹子书声，引得游客和附近

村民纷纷来到书场，品茶、听钹
子书，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
身穿各色旗袍的说书艺人正
是来自周边的普通居民，他们
自演自赏，或坐唱、或站唱、或
表演。万变不离其宗，边敲打
钹子，边说唱。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唱腔婉转流畅，乡音绕
耳声情并茂，独具江南水乡韵
味。

“一钹一签”听岁月，钹子声
声润人心。这样的热闹场景还
在于钹子书与村民的“双向奔
赴”。2005年，山塘村汇聚起了
各村不同年龄段的文艺爱好者

组成群众性文艺团队，成立了
“三友”钹子书艺术团，《唱唱山
塘美丽乡村》《十谢共产党》《庭
院美》等一曲曲优美的钹子书在
民间广为流传。“我们将继续用
钹子书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吸引更多的钹子书爱好者加
入队伍，传承这一国家级非遗文
化。”平湖钹子书第九代非遗传
承人徐全妹说。

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抓
起，广陈中心小学就成立了钹
子书兴趣班，经常性作为代表，
外出进行文化交流，在上海、江
苏、温州等地唱响了平湖钹子

书。“在钹子书表演中，我感受
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也更加
了解了山塘村文化。”广陈中心
小学钹子书兴趣班三年级学生
姚佳苗说。

【村民点赞】山塘村村民顾
永芳：钹子书是我们村传统文化
的记忆符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婉转流传，希望以后钹子书声能
够传得更远。

本报讯 近日，周边地区出现“老头乐”类低
速电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
防止此类“老头乐”上路影响出行安全，自 4月 1
日起，市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查处。

“老头乐”，俗称老年代步车，是一种低速电
动三轮车、四轮车。这种车无牌无证，驾驶人以
中老年人居多，是潜在的“马路杀手”。过去由于
价格实惠，遮风挡雨，方便易上手，“老头乐”在乡
村地区深受老年人的喜爱。殊不知，“老头乐”对
道路交通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暗藏诸多危险。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黄吉巍告诉记者，这种车
本身存在很多设计缺陷，性能差、底盘轻，在行驶
过程中很容易侧翻，增加事故风险。

早在 2018年底，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便启动
了“珍爱生命，铁拳护航，交通安全大会战”，其
中一项便是整治“老头乐”行动，当时已经打击
处理过一批。今年经排摸，发现我市现存“老头
乐”不足一百辆，存量较少。“这种车禁止上路，
一旦发现要视不同情况进行查处。”黄吉巍表
示，自 4月 1日起，对首次查获驾驶“老头乐”上
道路行驶的，实行告知劝导，责令其尽快处置车
辆。对第二次查获的，实行分类处置：若驾驶人
承认错误并主动消除违法隐患的，可不予处罚，
并提醒告知驾驶人将车辆退回销售车辆商家，
或为驾驶人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电话，
或是辖区内具备回收、报废资质的企业名单，供
驾驶人自行选择处理车辆；若驾驶人拒不承认
错误、不愿处置车辆的，扣留并进行罚款处罚。
如果第三次被查获，就要依法扣留车辆并开展
处罚，以及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进
行罚款并拘留。此外，如若碰到“驾驶‘老头乐’
发生事故，悬挂伪造、变造、冒用号牌，驾驶人拒
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身份信息不属实，驾乘三人
（含）以上上路行驶”这 4种情形之一的，将依法
依规进行相应处罚。

“老头乐”不能再乐了
交警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见习记者 汤书睿

遗失声明
●平湖泰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嘉兴市港区东亿塑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见习记者 陶佳敏
通 讯 员 陈明远 张其良

本报讯 昨天中午 12时过
后，随着顾客的相继离开，钟埭
农贸市场空闲下来的商户们纷
纷往市场西北角走去。没过多
时，一股令人口齿垂涎的红烧肉
味混着米饭的缕缕清香从这里
弥漫开来，家常菜的香气怎么会
在市场里呢？

原来，这是从钟埭农贸市
场的公共厨房里飘出来的香

气。10多个商户在 40多平方米
的公共厨房里施展手艺，商户
们有的用电磁炉炒着菜，有的
正站在电饭锅前盛出一碗碗热
气腾腾的米饭。“其实大家更愿
意叫它‘共享厨房’”“是啊，我
们不仅共享空间，还分享各自
的菜哩”……商户们一边忙着
手里的活，一边聊着天。从这
个“共享厨房”里端出的菜品令
人应接不暇：红烧排骨、笋蒸
蛋、炒菜心、香椿炒蛋……忙碌
了一上午的商户，这才得以坐

下来休息片刻，围着小饭桌一
边分享着上午的卖菜趣事，一
边享受着热乎可口的饭菜，有
说有笑，温馨幸福。

钟埭农贸市场始建于 1990
年，因建设时间久远，相关硬件
难以满足需求，后经改造提升，
在市场内设生活区、服务台、垃
圾房等配套设施，但依旧存在
商户们中午吃饭难的问题。“由
于大家吃饭时间紧凑、摊位无
人照看等原因，许多商户选择
直接在摊位上私拉电线烧饭，

但这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钟埭农贸市场管理员陆恩明
说，于是，市场针对商户们中午
吃饭难、烧菜难的问题，将其一
间管理用房改造为公共厨房，
安装了橱柜、插座和热水器等，
水电设施全备，给所有商户免
费使用，为他们提供统一的烧
饭地点。

“自从有了这间共享厨房，
我们中午也能吃到热乎的饭
菜，大家吃得开心，下午干活也
更有劲了。”说到共享厨房，海

鲜类商户张照英赞不绝口。这
间不大的厨房里充满着人情
味，不仅温暖了商户们的心，也
拉近了商户间的距离。“来，老
彭，尝尝我做的酱炒螺蛳，鲜到
眉毛都掉下来啦！”蔬菜类商户
吴秀良热情地招呼邻近摊位摊
主。

自从共享厨房启用后，大家
一起分享美味的饭菜是常态，甚
至还会邀请路过的顾客来尝一
尝，顺便宣传自家的菜品，让顾
客看见、尝到、放心买。

菜场有了菜场有了““共享厨房共享厨房””
商户中午饭不愁了，人情味更浓了

本报讯 4月10日24时，“今平湖”APP商城
内，平湖首期青年夜校的报名通道关闭，本期所
有课程名额爆满。

尽管所有课程名额已满，市民的热情却依旧
高涨。在“今平湖”APP的后台留言区，仍是一片
热闹景象。“请问有声书配音课程是否还有补报
名的机会？”“游泳课程是否只开设一个班？还能
报名吗？”青年们纷纷留言，表达出自己对学习的
热切渴望。据了解，类似的留言累计有百余条。

青年夜校究竟有何种“魔力”？究其原因，是
我市青年对持续学习、充实自我、提升个人能力
的深切渴望。“每天吃完晚饭，就是躺在沙发上看
剧来打发时间，常常躺着刷手机直到深夜，不仅
精神上感到空虚，还影响身体健康。”家住当湖街
道的陈启帆是留言的青年之一，他的下班生活用
他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枯燥、无聊”。“我想要学更
多技能充实自己，交更多的朋友，拓宽自己的社
交圈。”陈启帆说，虽然这次没有抢到课程，但他
会持续关注青年夜校的动向，期待能参加下一次
的课程。

青年夜校，已蓄势待发。据悉，首期青年夜
校将于本周六正式开班，首班为新中式调饮课
程，而其他课程也将在下周陆续开班授课。“首期
所有课程均为 12课时，单次授课时长在 1.5小时
至 2小时之间，预计于 7月底全部完成。”团市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能如愿抢到心仪课程的市
民，也大可不必着急，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等待
着大家。

预计下半年，青年夜校将会开设第二期课
程。团市委将根据学员的反馈，在现有基础上探
索更丰富和完善的教学内容与形式，让青年夜校
作为青年的“续航充电站”覆盖到平湖的每一个
角落，将青年夜校打造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品牌特
色、常态化运营的学习阵地，成为平湖的一张金
名片。

本周六开课啦
首期青年夜校招生结束，名额爆满

■记者 张宇青

■记 者 钱澄蓉
通讯员 陈明远 张其良

本报讯 “嘀，你好，小哲，
辛苦了！”昨天上午 8时 30分，随
着一声签到提示音响起，残疾青
年小哲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上
班打卡，这也代表着他正式走上
工作岗位。

入职报到后，经过一个月的
等待，小哲终于迎来上班的日
子。昨天，荣晟环保残疾人之家
的门口摆上了整排的欢迎鲜花，
每一位来上班的工友都和小哲
一样，高兴而迫切。领取蓝色工

装马甲、确认工位、认领专属储
物柜、摆放好个人物品……在入
职准备时，小哲格外认真，每一
件事情都尽可能自己完成。

“今天是我们荣晟环保残疾
人之家正式启用的第一天，欢迎
每一位同事的到来……”上午，
这里开了第一次例会，管理老师
黄燕凤向大家表达了欢迎。考
虑到很多人都和小哲一样，是第
一次入职，会上说了不少事儿，
大到企业规章制度、安全意识、
工作纪律，小到集体生活规则、
卫生习惯、作息时间等。小哲听
得认真，爷爷严永明则在一边记

得仔细，“这些回去还得给小哲
加深印象。”

在会上，小哲和工友们被分
成了4个工组，每组“任命”了组长
和安全管理员，对于有些需要帮
助的人，管理老师还安排了一对
一结对。小哲被分到了第四工
组，与组长小郭结成了对子。看
到30多位工友，小哲有些紧张和
害羞，但他十分努力地去适应集
体生活。“喜欢，喜欢。”当被问起
感受，小哲说的依旧是这个简单
的词汇，但从他的表情和肢体语
言中，记者能感受到他的高兴。

昨天，小哲和工友们进行了

组装工作，组装的是车载吸尘器
的风扇部分。将一个个小不锈
钢组件组合起来，考验的不仅是
手的精细动作，更是工作的耐心
程度。“加油，能完成一个就是胜
利”“不要急，再试一试”“成功
了，你太棒了”……在管理老师
的引导鼓励下，大家都十分努
力。用了二十多分钟，小哲终于
完成了第一件产品，高兴地将其
举高，展示给工作室外的爷爷严
永明看，那一刻，严永明湿了眼
眶，高高竖起大拇指，隔空给孙
子点赞。

第一天上班，有不少家长如

严永明一样，在残疾人之家内陪
同上班。而在上午 10时 30分左
右，“陪班”的家长们陆续离开了
残疾人之家，“孩子能适应，还有
管理老师看着，我们就放心了。”
严永明说出了家长们的心声。

第一天的工作也出了不少
小状况，有人拿错了水杯、有人
坐错工位、有人沮丧于组装失
败，但管理老师们却展现出了极
大的耐心，不断给予帮助鼓励。

“残疾人之家是特殊工友们的另
一个家，希望他们在这里找到更
好的自己，开启全新的人生。”黄
燕凤说。

昨天开始上班，圆了就业梦
——小哲的特殊求职记（五）

昨天，在世外经开小学的种植区，二至五年
级的同学们跟着福臻社区志愿者一起学习种植
西红柿、玉米等蔬菜。据悉，该校本学期推出校
社合作，开展劳动教育，邀请社区志愿者走进校
园，指导学生种植蔬菜，从小抓起孩子们的劳动
本领。

■摄影 王 强 陈明远 张其良

校社合作
“蔬”香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