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顾秋叶

【乡村新意】龙旗龙伞舞绽
放独特艺术芬芳

【现场拾趣】“在 5个鼓手擂
起的‘战鼓’声中，手举战旗和华
盖的队员不仅要飞快奔跑、大力
挥旗，还要高声呐喊，就像古时
候的战场一样。”讲起龙旗龙伞
舞的表演阵仗，队员成明宝滔滔
不绝。短短几分钟内，队员们就
要变换几十个阵法，跑动的范围
也特别大。

成明宝口中的龙旗龙伞舞
起源于南宋时期，再现了南宋抗
金名将刘锜在新埭镇鱼圻塘村
剿匪安民时出征、凯旋的场景。

“村里的刘公祠，就是为了纪念
刘锜将军而建的。”在新埭镇鱼
圻塘村党委委员顾春美的介绍
下，那一段浩瀚的历史缓缓拉开
了帷幕。

南宋时期，鱼圻塘村既是军
事要塞，又是交通要道和水利枢
纽。因此，常年有南来北往的商
船在此停泊休憩。这也引来了
不少水贼和海盗。刘锜驻扎在
这里时，主动承担起剿灭盗匪的
重任，他出兵平定，水上匪患从
此绝迹。其后，刘锜又派兵协助
地方百姓疏通河道，兴建水利设
施，开掘肥沃良田数千亩，使当
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如今龙旗龙伞舞这一古老
的民间舞蹈，之所以能在失传

300年后重现舞台，源于 2011年
鱼圻塘村在本村文化方面的挖
掘。龙旗龙伞舞的编排，也是村
民们对刘锜不畏艰险、甘于奉献
精神的传承和纪念。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队伍的
队员，同时也作为鱼圻塘村的
村民，成明宝见证着龙旗龙伞
舞队这一路上的成长。“我们这
支队伍刚开始排练的时候，都
没有舞蹈基础。”成明宝说，没
有基础就只能靠勤加练习来弥
补。那段时间，他们每天晚上
都会在刘公祠内进行排练，想
象着刘锜将军出征时的恢弘场
景。几个月下来，队员们的舞
蹈动作变得柔和起来，跑动的
时候也变得更加整齐。

“我们将刘锜将军出征、凯
旋时的长蛇阵、跑马阵、龙门阵
等几十种阵法一一转化为舞蹈
表演。”成明宝说，如今，他们不
仅成了村晚舞台上的“顶梁柱”，
为村民们带来一场场动人心魄
的演出，还多次参加北京、台湾、
韩国等海内外演出，曾获得第 29
届北京龙潭庙会的“全国优秀民
间花会展演金奖”、2013台湾“阿
里山杯”音乐舞蹈大赛的“最高
奖”和“组织金奖”等荣誉。

喝水不忘挖井人。多点位
的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的民
俗化活动，使鱼圻塘村对于文
化传承有了更强的向心力。乡
风文明馆对刘锜的生平事迹作
了具体展示、飞檐黑瓦的鱼乡

戏苑为龙旗龙伞舞表演提供了
场地……这些文化资源恰似一
股南宋的清风扑面而来，在鱼
圻塘村绽放出艺术独有的芬
芳，为鱼圻塘村的更快更好发
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元素
和精神内涵。

【村民点赞】鱼圻塘村村民
王水根：龙旗龙伞舞是我们村
的特色文化，看着它走出家门、
走出国门，我们村民的内心也
越来越自豪，希望它能一直传
承下去。

鱼圻塘村：民间舞蹈传宋韵之美

■记 者 黄雨欣
通讯员 燕 燕 王勤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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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梅雨时节，降水增多，对农业种植带来不少影响。昨天，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
专家来到市华凰果蔬专业合作社，查看低洼地块上种植的芦笋、各类瓜果等作物，并对
雨水天气的农业管理进行现场指导。

■摄影 王 强 陆晓平

田间“把脉”

■记者 倪雨伦

本报讯 6月16日，我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幼儿
部趣味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共设有7个项
目，吸引了全市22所幼儿园的132名幼儿参与。

趣味田径比赛现场热闹非凡，赛道上设置了
小木块等障碍物，看起来十足有趣，孩子们只需按
照规则绕开这些障碍物，即可完成比赛。萌娃们个
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奔跑跳跃、你追我赶，全力
的冲刺、灵巧的转身、密切的配合，精彩的表现引得
现场欢声不断。“今天来参加比赛我很开心，我对自
己的表现很满意，接下来的比赛我会继续努力。”参
赛选手付天一高兴地说。不仅仅是孩子们激动，在
一旁加油助威的家长们也都铆足了劲。“孩子平时
就比较喜欢体育运动，在学校里也经常参加比赛，
这次她能代表学校来参赛，我感到骄傲又自豪，她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付天一妈妈说。

本次幼儿部趣味比赛根据幼儿身心特点和
动作技能发展规律，精心准备了结合走、跑、跳、
钻、爬、投掷等基本体育动作技能的趣味比赛，有
走平衡木、往返跑、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等，小
朋友们可以在比赛中充分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
快乐，从而进一步激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本次
比赛将幼儿体育运动与游戏相互融合，让孩子们
在运动中收获健康、收获成长、收获快乐。”市文
旅体局体育科科长凌娜说，在比赛中，孩子们出
色的表现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儿童自信从容、
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

体育运动与趣味游戏融合

市运会幼儿赛场欢乐多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朱丽佳

本报讯 随着高考结束，广大考生迎来了一个
超长暑假。然而，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也趁机而动，将
目标锁定在了这些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学子身
上。近日，家住当湖街道的毕业生小李便不幸成为
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损失了七千余元。

据了解，小李几天前在微博浏览时，发现有
人正在出售一位知名女明星的演唱会门票。由
于小李对这位女明星非常喜爱，便与对方进行了
微博私聊。对方声称自己因故无法前往演唱会，
愿意低价转让门票。

在交谈过程中，对方发送了一个看似为某知名
二手交易平台的网络链接，称在该平台进行交易。因
小李经常使用该平台，故放下了戒心。然而，这个链
接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是一个伪装的钓鱼网站，专门
用于骗取受害者的钱财。小李在支付数百元后，却发
现自己并未在平台的订单情况中看到任何交易信息。

为了解决问题，小李添加了对方推荐的所谓
交易平台客服QQ进行咨询。客服人员以需要小
李进行网购来证明其是本人为由，诱导小李再次
进行交易。小李在购买客服所链接的物品后，再
次联系微博卖家时，却发现对方已经将其拉黑，
无法再取得联系。直到此时，小李才意识到自己
上当受骗，总计损失了七千余元。

“高考结束是新的开始，高中毕业生刚从繁重
的学业中解脱出来，对于网络往往充满好奇和期
待。”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殷艳婷说，希望广大
毕业生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在进行网络交易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平台，并仔
细核实交易信息，切勿轻信陌生人发送的链接或
信息。如遇可疑
情况，应及时报
警并保存相关证
据，以便警方调
查取证。

网上购买演唱会门票
毕业生被骗七千余元

■记者 张宇青 通讯员 曹金凤 宋瑜伋

本报讯 6月 16日上午，在东湖广场的含珠
凝晖景区，一场特殊的聚会正在举行。

“真是好久不见了，我的好姐妹、好兄弟们。
能够再次见到大家，我感到非常激动和开心。”在
这场钟埭联丰知青下乡60周年再聚首活动中，来
自山东淄博的于爱卿在儿子的陪伴下，特地赶来
参加。许多年后再聚首，大家都感慨万千。

据悉，我市知识青年成批下乡可追溯到1964
年，其中首批100名热血青年便来到了原钟埭联丰
大队，投身于农村的生产劳动与建设中。活动中，
共有 42位老知青跨越山海，从山东、杭州等地赶
来。“在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中，我们积累了深厚的
感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老知青娄秀玲说。

活动中，大家还来到钟埭街道沈家弄村。村里
建有我市唯一的知青记忆馆，馆内特别收录了当年
知青插队落户时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器具，这些展品
让经历过那段岁月的知青们回忆起往昔的点点滴
滴。“走进记忆馆，仿佛回到了17岁下乡的那一年，那
段经历已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知青陈有球说。

一场特殊的聚会
一段永远的记忆

擎起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上接1版）
同时，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将李
叔同“凡事认真、勇猛精进”的人
格精神与平湖人民为人处事、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相结合，总结
提炼出了“平和报本、勇猛精进”
的城市精神，激励指引着无数平
湖儿女拼搏进取、勇立潮头。

而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主
阵地，也早已绽放叔同文化之
芳香。近年来，李叔同纪念馆
与学校、社会机构联动，探索馆
校共建模式，建立“立德树人美
育实践基地”。平湖市叔同小

学作为其中之一，始终以叔同
人文情怀及中华传统文化为
根，结合“叔同艺术季”之风，在
李叔同纪念馆举办“印象·弘
丰”绘画主题展，并组织孩子们
走出校园入馆学习参观，在历
史人文、自然风光中感受叔同
美育的独特魅力。“名人文化的
落地，给了学校人文精神的浸
润，也为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
指明了方向。”在叔同小学德育
处主任高飞看来，叔同文化“润
心育德”的影响历久弥新，映照
着平湖强大的文化自信。

如今，时光的年轮转过一圈
又一圈，李叔同纪念馆也迎来了
历史的转角。站在新起点上，纪
念馆该走向何方？叔同文化又
将如何发扬？“若想要让市民群
众在方寸间领略弘李叔同的绰
约风采，纪念馆就得从‘以物为
本’走向‘以人为本’，让参观者
能‘看得懂门道’。”钱江鸿说。
因此，今年我市将“扎实推进李
叔同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提升”
纳入民生优享攻坚行动，通过结
合虚拟现实技术VR以提升展陈
效果，用“创新密钥”让纪念馆

“破圈突围”，让群众在一幕幕活
泼新颖、互动性强的视觉享受中
感受一代大师李叔同的传奇人
生和艺术精神。

【延伸阅读】近年来，踏着一
代大师李叔同的后浪，平湖通
过对内对外两手抓，不断弘扬
叔同文化，传承“凡事认真、勇
猛精进”的叔同人格精神。在
对外宣传上，携手天津博物馆、
温州博物馆、杭州李叔同弘一
法师纪念馆等多家文博单位，
共同举办李叔同真迹展，并组
织团队赴香港开展叔同纪念展

暨平湖文化周活动，进一步打
响“叔同故里”文化品牌。在对
内传承上，不断挖掘创新潜力，
成功举办首届“叔同艺术季”、李
叔同音乐会、李叔同国际诗歌奖
颁奖典礼等活动。同时，凝聚奋
进之力，创新打造“平湖后生”系
列品牌，并多年如一日将叔同美
育植入校园文化建设，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浸润青少年成长沃
土。当下，纪录片《李叔同》的
火热播出，再次将大众视线拉
向平湖，生动而有力地回应“叔
同故里，美哉平湖。”

本报讯 这几天，平湖市洁
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内，一批新
鲜的双孢蘑菇正在采收。仔细
一看，这些用于蘑菇种植的并不
是单纯的土壤，而是掺杂着许多
水稻秸秆发酵而成的基料。

“使用秸秆之后，我们每吨
基料的成本降低了约 40元。”洁
云食用菌合作社负责人杨健云
说，秸秆是磨菇种植不可缺少
的材料，今年他还将尝试“新配

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三分之
一的秸秆用量，进一步降本增
效。同时，蘑菇种植产生的废
料经过加工也可以成为芦笋种
植的肥料，形成一条“稻-菇-
笋”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让平
湖市三大农业主导产业相互支
撑。

眼下正值大小麦、油菜等春
季作物收割季，秸秆也进入产出
高峰期。据统计，我市大小麦秸
秆产量年均近 5.6 万吨。近年
来，我市不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迈上新台阶，秸秆也成了致富资

源。在位于平湖的嘉兴桐奥环
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线
上，秸秆等各类农业种植废弃物
通过原料成分检测、灭菌和草籽
灭活等 7道工序，形成的高品质
碳基肥料，可帮助农田高效改土
固碳，还能避免秸秆直接还田带
来的病虫害问题。

秸秆变成种菇“材料”、高品
质碳基肥料……在农作物秸秆
的处置及综合利用的道路上，平
湖不断开发秸秆的更大价值。
今年，在新仓镇中华村，秸秆回
收以“集体+”模式走出了共富新

路径。新仓镇新建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1700
万元，项目包括两个设施用房，
分别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中
心和农作物秸秆收储中心，由新
仓镇 8 个村共同投资成立的芦
川兴农强村公司与浙江永卉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建立运营
公司。据了解，项目投产后预计
可年处置农作物秸秆 3.5万吨，
年产生物质压块燃料 2万 t/a，生
物质颗粒燃料 1万 t/a，能够基本
消化新仓范围内的稻麦等农作
物秸秆，同时吸纳部分周边乡镇

秸秆。
“我们主要通过秸秆深加工

后卖给热电厂实现收益，然后进
行分红，保守估计每年至少可以
让村集体增收120万元。”中华村
党委书记谢微叶说。作为新仓
镇的共富项目，该项目通过村企
分工建设、合作运营的模式，探
索实施“1+2+N+1”秸秆收储运体
系，共同解决农业秸秆出路问
题。项目预计 7月初投入使用，
还将面向周边农户和低收入群
众等提供20余个共富岗位，实现

“家门口”就业。

离田变离田变““宝宝”” 点草成点草成““金金””
我市不断开发秸秆综合利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