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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振华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轲

前世、今生与未来，一只土陶
的三种形态，此刻正穿越时空，同
时存于一处：江山市清湖镇和睦
村瓦窑自然村。这个有着数百年
制陶历史的古村，窑火不熄，传承
着 3000 多年前的原始制陶工艺，
而能工巧匠们的创新思维，又激
发出土陶新的时代传奇。

千年古陶今犹在

初冬的暖阳，穿过门框斜照
进王中文的老宅。门内，嵌进地
面的慢轮陶车，正好沐浴在阳光
里。靠墙而坐的王中文，上身藏
在阴影里，将一坨拍打揉捏好的
湿泥，放置到车盘中心。

光影之间，王中文正在进行
的，是制陶工艺中的“拉坯”。拿起
一根沾满泥巴的木棍，底端戳进车
盘边缘的一个小孔，双手握住搅
动，车盘飞速转起来；放下木棍，弯
腰伸出双手，泥巴在王中文粗糙的
双手里，渐渐变形；车盘速度慢下
来，用右脚蹬几下重新加速，停止
时，一只土菜盆已被端了起来。

这一奇妙的塑型过程，正是
都市流行的“陶吧”体验。王中文
的老宅外，也放置了一排供游客
体验的慢轮陶车。

拉坯，仅是制陶过程中一道
省时省力的工序。67岁的王中文，
13岁开始制陶，家传流传了上千年
的原始制陶工艺，他脚下的慢轮陶
车，便是自制的，用了30多年。“练
泥、拉坯、晾坯、烧制等过程，都不

简单。练泥就不省事，从田里挖泥
挑回来，先踩泥，然后打成一堆，再
刨泥，拿板子一片一片刮下来⋯⋯
让泥变得均匀细腻粘性强。”

王中文制作的陶器，是这个
土陶村自古以来闻名于闽、浙、赣
三省的泥烙壶、沙锅、药罐等生活
用具，经土窑烧制后，通身灰黑
色。他弟弟王中阳，则专攻和睦
土陶产品的另一大类，火炉、花
盆、火熜罇等，烧制后呈红黄色。

鼎盛时期的和睦土陶，村中
有 100 多座土窑，家家户户以制
陶为业。但现在，仍像王中文、王
中阳兄弟在坚守的，已经不到 10
户。如何推陈出新，成为一个重
要命题。

土陶彩绘迎新生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工
业制品的大量生产，加之制陶辛
苦且利薄，和睦土陶的窑火不可
避免地渐渐式微。土陶“焕彩重
生”，发生于 2005 年，一位名叫姜
子牙的陶瓷工艺美术师，给日渐
沉寂的古陶村带来了一股新风。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从衢州陶瓷研究所回江山发展的
姜子牙，骑着摩托车在田野间转
悠，寻找黑陶土原料。一个朋友，
将他带进了和睦村。“当时看到四
五名老人，正在做泥烙壶，村里可
见一个接一个的馒头窑。”姜子牙
回忆道，自己正想开发黑陶，这里
原料丰富、制陶文化底蕴深厚，就
毅然决定在此扎根。

土陶已被时代淘汰，重生必
须要有改变。姜子牙胸有成竹：
将原始制陶工艺和新兴时尚的彩
陶理念相结合，融入仰韶文化、半
坡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艺术

元素，开发生产仿古彩陶工艺
品。和睦彩陶工艺厂迅速成立，
并在当年开发制作出数十种彩陶
产品，远销海内外。

对熟悉原始制陶工艺的村民
来说，彩陶所带来的改变，并不仅
仅是陶器从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器
具，变身为能登大雅之堂的仿古
工艺品。江山市政府顺势而为，
将“和睦彩陶文化村”作为重点建
设项目。行将衰弱的古陶村，华
丽转身为仙霞古道上一个全新的
旅游景点。

71 岁的陆松铭，是和睦村制
陶工艺的最后一批守望者，双手
沾上陶泥已经整 60 年。以前只
会制作水壶、药罐的他，如今在彩
陶工艺厂学到了更多制作工艺。
旅游的兴起，更是令他喜笑颜开：

“原来做的都是几毛、几元的陶
器。现在一只小茶壶，还是没进
窑烧过的，就能卖到 100 元。游
客买回去当工艺品摆放，很多游
客都跟我订货。”

炭泥产业正当时

和睦土陶的“前世”、“今生”，
陆续上演。而平静的古陶村，正
在酝酿未来的繁华。炭泥产品，
蓄势待发。

牵头革新的，仍然是姜子
牙。炭泥产品采用天然陶土原
料，沿用传统制陶工艺，结合现代
高科技设备无氧高温煅烧、瞬间
碳化而成。炭泥产品既具备传统
日用陶瓷的品质，又具备“炭”物
质的特有吸附保健功能。

炭泥的定义，外行听了可能
会云里雾里。其实，炭泥产品的
基础，就是和睦村一直盛产的泥
烙壶、茶杯等黑灰陶器具。

数年前，姜子牙出差四五天
后回来，意外发现茶杯里的水未
发馊、茶叶未变黄。这是怎么回
事？反复研究和比对后发现，神
奇效果来自于那个黑灰的泥陶
杯。陶泥经窑火煅烧后产生了炭
质，而炭的功能已众所周知。

环保健康日益受到重视，姜
子牙相信，具备净化空气、净化水
质、红外线吸收等功能的炭泥产
品，必将受到市场青睐。于是，这
四五年来，姜子牙倾其财力，专注
于炭泥产品的研发，目前已开发
出100多个产品。

“可以说，‘炭泥’一直存在，
只是现在我们重新进行了命名。”
姜子牙举起一只炭泥茶壶说，原
料还是做泥烙壶的陶土，但在泥
烙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提
升，炭泥产品外观与瓷相当，炭化
程度达到99%以上。

2013年12月公布的《浙江省
文化产业重点推介项目》，“炭泥产
业经济项目”名列其中。姜子牙
说，炭泥产品已获得 10 项国家外
观设计专利，已有小批量产品上
市，并得到了众多投资商的青睐。

“炭泥的应用非常广泛。比
如永康保温杯每年产值几十亿元，
有厂商跟我联系，希望生产炭泥茶
叶漏，可以推销给所有保温杯企
业，光这一块市场就非常大。”姜子
牙豪情满怀，炭泥产品正在为扩大
规模、投入市场做准备，届时，带动
和恢复和睦“家家制陶”的热火景
象，将不再是梦想。

江山和睦古陶村探索炭泥经济

千年黑灰陶 研古出新彩
浙匠360
——来自百工之乡来自百工之乡

的转的转型纪事①

【开栏的话】
东阳木雕，永康五金，海宁经

编，黄杨木雕，细纹刻纸⋯⋯浙江
素以百工之乡而著称，早在五千
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先民们就
在最初的石器、陶器工艺制作中，
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时至今
日，浙江各地的能工巧匠，又是如
何巧妙运用和发扬工匠精神、创
新思维和市场意识，把名扬一时
的古老工艺打造成致富一方的兴
旺产业，如何让精妙手艺实现家
族传承、现代化和品牌化的？即
日起，本报与“浙江新闻”APP、

“浙江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联合推
出“浙匠 360”系列报道，用图、
文、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记录百工
之乡的转型纪事，敬请垂注。

本报记者 孙璐

从今年2月开始，我省30个“三
改一拆”、“五水共治”督查组奔赴全
省 90 个县（市、区）开展督查。到本
月，各个督查组的工作已接近尾
声。站在 2014 年年末，细细梳理和
回顾过去的几轮督查工作，记者发
现，大部分问题都已得到有效解决，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方面
的工作并不尽如人意。

“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自己
先以身作则，才能去要求和规范别
人做好。尤其是在治水、拆违这两
项中心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
发挥模范作用。

在督查组的实地了解中，却发
现不少党员干部并没有起好带头作
用。比如，金华塘雅镇雅河村村委
会主任蒋小林的 700 平方米违建已
存在多年。另外，在一些乡镇党委
政府和村两委的办公地点附近，在
书记、村委会主任家周边，“堂而皇
之”地堆积了大量垃圾，迟迟没有得
到有效处理。更有当地村民忍无可

忍，直呼“没有比我们更差的村了”！
在这一年的督查工作中，记者

还发现，各地治水和拆违工作在前
期均制定了期限表，但是在几个月
后督查组回访时却发现，有些拆违
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有些违法建筑
仍旧“按兵不动”。像某地违建的奶
牛场，原定于今年9月底全部完成拆
除。但是，在11月督查组回访时，发
现违建地点并没有依法拆除的迹
象。另外，一批在第一轮督查工作
中就已被认定为违建的建筑，大半
年过去，仍旧没有全部拆除或是拆
后的建筑垃圾没有得到及时清理。

这一年，记者跟随第 28 督查组
深入洞头县、金华金东区、嵊州市等
地，实地了解各地在治水拆违工作
中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深刻感受
到，治水拆违工作难度不小，更需上
下齐心、一起努力，才能把好事办
好。督查只是对治水和拆违工作的
一种促进，并不能替代工作本身。
治水拆违工作，最终要守护的是环
境的优美、人的健康、未来的发展空
间，广大百姓期待党员干部们持之
以恒，共同呵护“青山绿水、清风明
月”。

治水拆违，须上下齐心治水拆违，须上下齐心

督查聚焦③

本报上海 11 月 30 日电 （记
者 嵇哲） 今天，随着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台州乱弹专
场演出在上海兰心戏院上演，“魅
力台州上海行”大型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本次“魅力台州上海行”通
过文化搭台，面向上海各界、台州
籍在沪人群，进行旅游推介、文艺
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
统手工艺展示等活动，增进上海各
界对台州的了解，增强台州的城市

吸引力。
“魅力台州上海行”文化展示活

动，吸引了大批观众。台州手工艺
大师现场进行刺绣、制作无骨花灯
表演，展现了台州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魅力台州、台州发布、台州旅游
微信、台州旅游指南 APP 推广活
动，以及台州文化产业项目的推荐
宣传也同步展开。“魅力台州上海
行”是“魅力台州”文化走出去外宣
系列活动的第一站。

“魅力台州上海行”启幕

本报杭州 11月 30日讯 （记者
毛珺） 今天上午，浙江省关心桥教
育公益基金在杭州大关中学文澜校
区成立，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据介绍，关心桥教育公益基金
由香飘飘、海正药业等公司及个人
共同出资捐赠 1120 万元成立，基金
会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法
治教育为目标，主要扶持对象为青

少年学生和弱势家庭群体。由关心
桥教育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法在心
中——宪法知识进校园”活动，今
天同步启动。接下来，“宪法宣讲
好声音”——百所中小学宪法知识
网络竞赛、《我是小法官》微电影拍
摄、“护燕行动”——未成年犯帮教
项目等法治进校园活动，将陆续在
全省各地展开。

杭州 成立教育公益基金

本报舟山 11月 30日电 （记者
林上军 通讯员 王鸳珍 贝静红）今
天，我省首家高校工会理论研究会在
浙江海洋学院成立。该校工会工作
的创新理念及其实践，吸引了省内外
各路工会专家前来观察和研讨。

近年来，浙江海洋学院工会把
高校工会定位为教职员工大会、工会
会员大会的双重机构，学校出台的重
大制度首先要通过教工代表大会审
议，校长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向教代会

述职，对教代会负责。依托教工代表
大会的集体协商智慧，该校既充分发
挥教职员工民主权利，又减轻了行政
压力，改善校园发展软环境。

去年 7 月，学校新一届工会在
原有女职工、青年教职工工作委员
会的基础上，新增制度、提案、协会、
组织建设等 8 个工作委员会，建立
26 个分工会工作小组，以每 1 名工
会干事带动 5 名教师比例配备工会
干事，联动全校教职员工。

舟山 研讨高校工会创新

本报杭州 11 月 30 日讯 （记
者 毛珺 通讯员 沈健 夏俐丽）
昨天，杭州江干区举行了一场特别
的运动会，打陀螺、滚铁箍、掼春
子，你想都没想过的项目统统搬进
运动会赛场。

这是在江干区彭埠镇举行的一
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项目运动

会。那些你小时候可能玩过，现在
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小玩意和小玩
法都来了：随地划个棋盘可以走的

“和尚”棋（粪坑棋），拿一张长凳就
可以比赛的钻长凳，拿一块碎瓦片
就可以进行的踢“房子”。据介绍，
共有 9 个非遗项目亮相本届运动
会，1500人报名参加。

江干举行非遗运动会

① ③

②

1.彩陶展品。2.姜子牙介绍炭泥产品。3.王中文制作菜盆。杨振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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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治水拆违治水拆违大查访 

（上接第一版）
“阳光温岭”微信联盟的作用立

竿见影。
6 月 19 日，温岭当地网络论坛

和微信朋友圈里，突然出现温岭发
生一起 6 人死亡交通事故的消息，
并配有图片，场面相当惨烈。

“温岭小助手”很快搜索到这
一消息。若是以往，“温岭小助手”
会把这一信息和图片一转，发布类
似“微信朋友圈在传温岭车祸惨
状”的消息。但这次，运营负责人
却没急着出手，而是立刻通过微信
联盟 QQ 群，向当地宣传和公安部
门求证。不到 5 分钟，公安部门经
过仔细核实，给出结论：温岭范围内
没有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获知准
确消息后，“温岭小助手”快速发布

《网传温岭车祸惨状为不实信息》
的消息。几乎同一时间，微信联盟
内的各大微信公众号也纷纷及时
辟谣和发声。此举可谓共赢：对宣
传部门来说，及时制止了谣言，净
化了网络空间。而对各微信公众
号来说，赢得了公信力，赚足了人
气。

在“三改一拆”等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中，“阳光温岭”微信联盟也

屡屡大显身手。今年 7 月，温岭市
拆除宗教场所违法建筑，虽然总体
情况较为平稳，但网络上还是出现
了不同声音，观点交锋激烈。这时，
微信联盟成员之一的“温岭发布”及
时发布《这几日我们这座城市发生
了什么》的帖子，将拆除宗教场所违
建的来龙去脉详细告知市民群众，
并倡导理性、包容的城市精神。帖
子通过微信联盟不断扩散，阅读量
达 20 余万人次，在公众中引发共
鸣，有效引导了舆论。

两个数字很说明问题。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温岭市共查处网络
造谣案件 17 起，而下半年至今，仅
发现和查处两起。

由忧到喜——
当爱心的传递者

虽然事情过去快半年，但叶法
裕和妻子梁中菊至今仍然生活在感
动中。

52 岁的叶法裕和 46 岁的梁中
菊都是残疾人，膝下没有子女，现租
住在温岭市区卖鱼桥社区，日子过
得清苦。2009 年，夫妻俩在石桥头
镇承包了 10 亩地种葡萄，头几年由

于经验不足亏了本。今年，葡萄长
势喜人，一些收购商纷纷预订，这让
夫妻俩有了盼头。可天有不测风
云，6 月 5 日，夫妻俩在去卖葡萄的
路上被车撞倒，双双住院。随着葡
萄采摘期的一天天临近，两人心急
如焚。

叶法裕夫妻的不幸遭遇引起了
卖鱼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潘美娟的关
注。6 月 14 日，潘美娟把夫妻俩的
情况发到微信朋友圈上。而这一消
息，也很快进入“阳光温岭”微信联
盟的视线。于是，一场全社会参与
的爱心接力就此拉开。

消息被先后转发分享 1 万余
次，吸引 40 余家企业、100 余名志愿
者伸出援手，许多爱心人士还专门
跑到叶法裕夫妻的葡萄园，帮忙采
摘葡萄。在众多爱心人士和“阳光
温岭”微信联盟的共同给力下，叶法
裕夫妻一周内就卖掉了两万余斤葡
萄。

与政府部门无缝对接，与各成
员单位紧密联动。眼下，“阳光温
岭”微信联盟不仅成为党委、政府部
门的好帮手，让更多的老百姓及时
听到来自党委、政府的声音，更成为
正能量的传递者，把大爱、奉献、热

心助人等美德，传递到社会各个角
落。

今年 8 月，温岭市坞根镇茅陶
村女孩丹燕考上了大学。但她还来
不及兴奋，就陷入了深深焦虑。丹
燕的父母都是残疾人，妈妈在残疾
人福利企业上班，爸爸在外做小工，
爷爷患有中风。由于家里生活困
难，凑不齐学费，父母准备让她放弃
上大学。不得已，丹燕只能自己想
办法赚钱，做仓库管理员。得知此
事后，“阳光温岭”微信联盟迅速加
入到“声援”的队伍中。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丹燕顺利筹足
学费，圆了大学梦。

发布“读书讲座、话剧、文艺演
出”全民读书月系列活动，微信阅读
量合计 8 余万人次，让好学在当地
蔚然成风；发布无车日活动，吸引 1
万余名网友到现场参与，让绿色交
通理念深入人心⋯⋯在温岭，凡大
型公益活动，都少不了“阳光温岭”
微信联盟的身影，微信联盟给当地
公益活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仅 3
个月就举办和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10次。

“阳光温岭”微信联盟和她的正
能量故事，还在不断延续⋯⋯

阳光温岭，让网络天空更清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