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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匠360
——来自百工之乡来自百工之乡

的转的转型纪事②

督查聚焦④

扫 一 扫 ，
收 看 视 频
报道。

本报记者 陈志农
市委报道组 陈一点 杜倩倩

人物名片：黄小明，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东阳木雕”代表性
传承人，代表作《乾隆宝座》荣获
首届艾琳·国际工艺精品奖金奖。

木雕艺术大师黄小明造了一
栋四合院，在东阳引起不小震动。

四合院名“个木园”，白墙黑
瓦。跨进园门，左手边是一座古
戏台。戏台旁边，就是花园，呈 L
形分布。初冬正是柿子成熟时，
一个个红柿挂满枝头。

步入个木园，映入眼帘的是
雕梁画栋的完美展现，横梁、牛
腿、琴枋、雀替、花拱、挂落、藻井
等建筑构件无不用雕刻来表现。
建筑与雕刻的相得益彰，莲花状

“雨接”的巧妙构思，屋内复古风
格的现代简约表达方式，一排排
大红灯笼的中国传统印记，传统
中国家具与现代都市风格的糅
合，处处点缀，每一个环节都匠心
独运，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的
雕琢，处处散发着创意的灵感与
艺术气息的碰撞。

“我是抱着玩的心态造个木
园的，没想到玩出这么大动静。”
黄小明的笑容中透出得意。

黄小明从事木雕工作已 30
多年，在东阳木雕界，他是个承前
启后的人物。东阳木雕是以平面
浮雕为主的雕刻艺术，其多层次
浮雕、散点透视构图、保留平面的
装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又因色泽清淡，保留原木天然纹
理色泽，格调高雅，故又称“白木
雕”，被誉为“国之瑰宝”，深受老
百姓喜爱。黄小明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锐意创新，开创出“速写
木雕”、“超写实木雕”、“多层叠
雕”等“印象派记”雕刻手法，特别
是故宫乾隆宝座的复制，为他带
来巨大声誉。

个木园，正是黄小明对东阳
木雕的致敬之作。

“东阳木雕来源于建筑，又丰
富了建筑。这几年东阳木雕得到
长足发展，不但是东阳建筑业的
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东阳红木
家具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我想对当今东阳木雕的成就做个
记录，同时试着把木雕再糅合到
建筑中去。”黄小明说。

他从民间找到十几名老工
匠，按照“古法新造”，建造了个木
园。

因为纯粹是出于爱好，所以
黄小明在建造个木园时，可谓不
计时间和成本。光为了采购 80
根柱木，就足足花了一年时间。
建造个木园，花了3年时间。

“过去木雕艺人穷，干活不拿
工钱，只给口饭吃就行。为了能
多吃几天，木雕艺人就在工艺上
精益求精，这才有了东阳木雕的
辉煌。与北京故宫齐名的东阳卢
宅，六代人造九间房。现代人太
浮躁，所以出不了传世之作。”

造个木园，也是一个向传统
技艺再学习的过程。个木园全是
榫卯结构，没有用一根钉子，许多
榫卯的计算方法，现代人根本掌
握不了。架梁时，70 多岁的杨师
傅骑坐在二层高的横梁上用斧子
劈木头，老艺人上梁时像走高空
平衡木一样。

一园落成满城惊。
个木园落成后，慕名造访的

名流络绎不绝。对黄小明这雕刀
上舞蹈的呕心沥血之作，誉为“乾
工坤艺”。

榫卯结构古法技艺的继承与
发扬，建筑与木雕的美学对话，又
一次拉近了“园林”艺术与东阳的
距离，震撼的不仅仅是木雕产业，
也带来了东阳木雕产业发展的新
思维和新方向。

在东阳艺海木雕竹编研究所
所长金柏松看来，东阳从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到世界木雕之都，东
阳木雕走到世界之巅，还须不断
创新和发展。个木园的出现，给
木雕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机
会，也为美学的延伸提供了建筑
上的另外一种展现方式。或许，
个木园带给我们的将是颠覆性的

“美学新概念”，这种艺术价值将
会发酵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
个触角！

东阳木雕大师黄小明古法新造

一园落成满城惊

本报讯 （记者 包敦远）“脏乎
乎、黑乎乎、油乎乎。”这是莲都区雅
溪镇双溪村一位村民对本村生活污
水乱排情况的描述。近日，记者随
省“五水共治”第 13 督查组来到丽
水莲都区时发现，一些村庄的垃圾
随意堆放、污水胡乱直排等污染环
境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还注意
到，这些村庄距离镇区较近、交通相
对便利，人口比较密集，生产、生活
活动频繁，产生的污水也相对较多，
脏乱差的环境对群众生活的影响不
言而喻。

在全省上下狠抓“五水共治”，
尤其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被冠以

“大拇指”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呢？

记者找到当地乡镇干部，问起
有没有对这些村子的生活污水治理
制定规划时，一些基层干部居然一
头雾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老大
难问题。随后，记者又找到了分管
这项工作的莲都区副区长俞丽威，
他无奈地说：“我们也很想尽快做截
污纳管，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但现
实是全区有包括双溪村在内的 71
个行政村、27914 户存在类似的问
题。”

俞丽威介绍，莲都区是丽水市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 5 乡 4 镇 5
街道，共 208 个行政村。按照省委、

省政府“五水共治、治污先行”的决
策部署，莲都区委、区政府把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切
入点，以“水净、人文、村美、民富”为
要求，奔着“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
目标，在夜以继日地抓落实。

据了解，莲都区的农村生活污
水 治 理 工 作 已 落 实 省 市 区 资 金
6377 万元，开工 150 个建制村，占到
任务数的 84.33%。至于 71 个行政
村未被列入治理规划的原因，俞丽
威分析，这些行政村都被列入了丽
水市城市总体规划、建制镇镇区总
体规划。因此，不在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范围之内。

但从莲都区的现实情况分析，
这批未列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范围
的行政村，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的
需求非常大、也十分迫切。而据记
者了解，建设部门在短期内又没有
对莲都区村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的
计划。

“这也是乡镇干部被问到‘有没
有治理规划’时，一头雾水的原因。
所以，我们专门给省农办提出了建
议，希望能够将这些行政村纳入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范围给予治理。”
俞丽威说，按照生活污水治理城镇
农户90%以上接户率、每户0.6万元
的标准计算，全区共需治理资金约
1.5亿元。

村庄缘何污水长流
莲都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死角难除

记者 郎凯行

自今年 2 月开始，由我省组织
的 30 支“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督
查组分赴全省各地，开展督查工
作。历时 9 个月，第三轮督查已进
入总结收尾阶段，各地拆违治水工
作都有了明显的推进。

11月下旬，记者跟随省第30督查
组来到奉化市，对该市在三轮督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摸底和总结，推进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的落实。
在督查中，省督查组发现仍有

不少举报投诉，并在 11 月 25 日接
到了江口街道竺家村群众关于村
干部在 2003 年占用集体土地、擅自
扩大自家庭院等相关问题的举报。
第二天下午，督查组与奉化市政府
召开举报投诉专题会，对多次上访
案件进行抽查并共同研究处理方
法。对此，奉化市积极处理，相关
部门在核实情况属实后，及时落实
处置举报反映的问题，对违建超建
行为按照“三改一拆”有关政策进
行处置。

专题会后，奉化市政府加强落

实力度，当天下午省督查组一行就
来到竺家村实地检查整改情况。记
者在现场看到，被举报的超建庭院
内，该村干部已带领三四名工人开
始自拆围墙。该村干部也当场表
态，将在未来四五天内完成自拆，并
将所占用的集体土地恢复原状。

与此同时，督查组一行还检查
了竺家村村口另一处临时搭建的活
动板房拆除情况。在现场，临时搭
建的 5 间活动板房已经拆除完毕，
而工人们正着手处理建筑垃圾。督
查组一行对奉化市积极处理违法用
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在现场检
查中要求，以督导检查为契机，认真
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
保违法违规用地整改工作积极稳妥
推进。

在经过几轮督查后，记者发现，
不少举报投诉涉及到的利益关系错
综复杂，一个举报投诉就可能会关
系到多个部门。在此过程中，如果
各个部门相互踢皮球，对一些难啃
的骨头产生畏难心理，一拖再拖，就
会造成举报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和答
复。相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
各部门在落实好自己职责的同时，
加强部门联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
妥善处置。

拆除违建，不能畏难

本报舟山 12 月 1 日电 （记者
谢国平） 只需凭舟山市民卡或身份
证，就能“10 元畅游舟山”。“舟山人
游舟山”旅游惠民季活动今天正式
启动，今天起至明年2月28日，舟山
市民可享受为期三个月的吃、住、行
全程打折的“特殊待遇”。

此次“舟山人游舟山”旅游惠民
季活动吸引了众多景区、涉旅企业参
与。其中，普陀山景区推出了正山门
票免费(元旦小长假、除夕和春节长
假期间除外)，去普陀山船票半价，普

陀山索道半价。活动期间，全市其他
景区门票价格一律10元或免费。除
景区外，全市共有176家宾馆、饭店、
海鲜排档、海岛民宿、渔农家乐、运动
休闲等涉旅企业参与活动，推出了相
应的惠民政策。

该活动受到了舟山市民的欢迎，
纷纷走出家门赏景游玩。桃花岛渔民
潘先生和伙伴们趁大风船拢洋机会，
接连游玩了岛上的安期峰、桃花、射雕
城等景区，“本来三个景点门票共需
140元，现在总共30元就够了，值得！”

舟山启动旅游惠民季

本报绍兴12月1日电 （见习记
者 陈佳莹 通讯员 沈露斌 钟宵
荪） 占地5.2万平方米、投资3.64亿
元的绍兴市文化中心，本周起免费
向市民开放。

绍兴市文化中心由绍兴市文
化馆和图书馆“双馆合璧”而成。
走进文化中心大厅，极具绍兴传统
地域特色的文化墙环绕四周，497
座的小型标准剧场能满足各类演
出的舞台需求。大厅西侧更有一

座按绍兴传统水乡戏台样式而建
的戏曲演艺场，坐在八仙桌旁，听
着戏文，喝着香茶，嗑着瓜子，让人
仿佛又回到了鲁迅写的《社戏》里
的那个场景。

绍兴市文化中心将推出“按需
定制”服务模式，强化文化服务的供
需对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
庭、个人还可以利用预约式服务提
前预约，到文化中心自己搞活动、办
展览。

绍兴启用文化新地标

一切“丛林”，都有着赖以平
衡的一整套规则。如果说，东阳
木雕是座“丛林”，那么，它无法回
避的一对关系就是产业与艺术。
艺术的产业化要让受众产生愉悦
之感，这是文化产业赖以生存的
前提；艺术家要在赚钱的基础上，
进行更丰富的艺术创作，从而为
产业奉献源源不断的产品和财
富。这就是赚钱的智慧，也是产
业与艺术的平衡。 （黄小明）

【雕木者言】

个木园在建造中（资料图）

个木园夜景 古戏台

记者 廖小清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轲

【人物名片】汪衍君，53 岁，江
山市大陈乡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劲往一处使呀，千万别溜号
啊⋯⋯”近日，记者来到大陈村，听
到从村文化礼堂传出的旋律——

《劳动号子——拉滚筒》。走近一看，
领唱的正是汪衍君，跳舞的是大陈
乡6个村的18名村两委干部。

“我们在排练的，是全省文化礼
堂活动展演的参演节目之一。”排练
结束后，汪衍君仍沉浸在强劲有力
的音乐节奏中。他告诉记者，《劳动
号子——拉滚筒》是上世纪 60 年代
大陈乡农民造水库拉滚筒时，为了
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
的压力，而作出的吆喝声。

村干部“不务正业”来跳舞，或
许在一些人看来不可思议，而大陈
村正是借文化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农
村发展的新路子。

汪衍君高中毕业后曾上过文艺
班，参军后也是部队的文艺骨干，退

伍后做了 10 多年的生意。当他满
载乡愁回到大陈村时，却发现这个
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是当地
有名的“后进村”。

2005 年，汪衍君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上任后，他第一件事就是修
缮古民居、古巷道，挖掘村庄的历史
文化脉络。很快，村里办起一年一
度的麻糍文化节，吸引游客来参观、
品尝；成立腰鼓队、排舞团，丰富村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文化润物细
无声，村风、民风慢慢变好了；打牌、
赌博的现象基本绝迹了；村民之间
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脑袋富了，口袋也要鼓起来。
为了把在村里传承 500 多年的大陈
面推广出去，汪衍君牵头建起年产

5000 吨的面条厂房，既解决 100 多
名村民的就业，又增加村民收入。
同时，他还引进服装厂、养殖场等项
目，帮助更多的村民解决就业问题。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那
时，央视正在征集“全国十佳村歌”，
汪衍君灵机一动，请专业人士来村
里采风创作。一首《妈妈的那碗大
陈面》应运而生。2010 年，这首歌
登上央视全国村歌总决赛的舞台，
从此大陈村一唱成名。汪衍君也有
了“面条书记”、“村歌书记”的美称。

如今，大陈村的名声越来越大，
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人均
年收入今年预计超 12000 元。变化
翻天覆地，而汪衍君心中还有很多新
的蓝图：成立旅游公司，发展民宿经
济，让游客住下来聆听村里的文化故
事。

【党员心愿】希望更多的村干部
拧成一股绳，让村民的口袋、脑袋都
富有起来。

致富村歌飘万里
——记江山市大陈村党支部书记汪衍君

最美浙江人·百姓喜爱的村支书

汪衍君与汪衍君与乡里的村乡里的村
干部排练歌舞干部排练歌舞。。

郑积亮郑积亮 摄摄

治水拆违大查访大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