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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竹子、一把篾刀、一双巧手，经过
剖、压、捻、穿、插、拼装、上色等20余道工
序后，一组可爱灵动、萌趣十足的杭州亚
运会吉祥物“江南忆”跃然眼前。

近日，在江山市峡口镇王村村，衢
州市民间工艺大师、衢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江山创艺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王振富展示着他创作的竹编版杭州亚

运会吉祥物，精湛的竹编技艺令人拍案
叫绝。

王振富今年 78 岁，从 17 岁时开始学
篾匠，经历了传统篾艺的兴盛与衰败。
为了传承竹编技艺，王振富日夜思考如
何创新竹编技艺，将竹编与时尚设计、时
代风貌、本土人情相结合，从单纯的工具
制作向观赏竹编艺术品发展，让竹编制

品更具时代活力。2022 年，王振富把创
作的目光聚焦到杭州亚运会，他有一个
想法：把手中篾丝变成充满时代活力的
亚运会吉祥物。

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由三个
卡通人物组成，分别叫“琮琮”“莲莲”和

“宸宸”，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王振富凭
借想象，一边创作一边琢磨，一件作品耗

时20多天，非常考验创作能力。
提起为何要创作这组竹编制品，王振

富说，他想用自己的才艺献礼杭州亚运
会，为家门口的盛会出一份力，“如果有机
会的话，我希望这3个竹编吉祥物可以拿
到亚运会上去展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竹
文化。”

拍友 单一迪 摄影报道

高顶大棚内绿意盎然，密密的瓜
藤下藏着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甜瓜，阵
阵香气扑鼻而来。

“来尝尝我们的瓜甜不甜！”在台
州市三门县浦坝港镇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的美红甜瓜基地，负责人林美红利
落地切开一个白皮甜瓜递给记者，一
口下去绵软香甜，颇有几分冰淇淋的
口感。

美红甜瓜基地面积3000亩，辐射
面积10000余亩。林美红种植甜瓜已
有十余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大
户。“我们的品种、品质都是首屈一指
的。”林美红骄傲地说，目前她们正在打
造甜瓜共富工坊，助力实现乡村共富。

近年来，三门县与浙江大学、浙江
省农科院、宁波市农科院等科研单位
密切合作，组建了“省级专家＋县镇农
技干部＋科技示范户”的甜瓜产业技
术团队，在基地内开展甜瓜新品种、新
技术的研究和示范，每年引进甜瓜新
品种40余个。

据了解，甜瓜产业是三门县农业的
主导产业之一，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三门甜瓜有着优异的品质。近年
来，三门县把“鲜甜三门”建设作为推进
全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把甜瓜产
业列为“一果一瓜一叶一花”四大重点
打造的主导产业之一。全县常年种植
面积2.6万亩，总产量超5万吨，总产值
达4亿元，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成为
浙江省甜瓜主产区和全国西甜瓜产业
重点县。 本报记者 李震宇 俞碧寅

拍友 陈玲玲 摄影报道

村文化礼堂陈列着王振富创作的100余件竹编制品。村文化礼堂陈列着王振富创作的100余件竹编制品。

在亲手种植的竹林里，王振富就地取材，砍伐毛竹准备竹编材料。

小甜瓜创出大产业

巧手编出“江南忆”

林美红种植甜瓜已有十余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大户。

基地员工正在调试大棚内的智能补光系统。智能化管理，让甜瓜大棚尽显科技范。

甜瓜也走上了电商直播之路，不少回乡的农创客用一方小屏幕带动产业出圈。

王振富的小院中，千姿百态的竹编制品妙趣横生，这组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是他目前最满意的作品。

竹编所用竹丝有严格要求，根根都要达到厚薄均匀，宽窄一致。竹编所用竹丝有严格要求，根根都要达到厚薄均匀，宽窄一致。

在三门县浦坝港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在三门县浦坝港镇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一个个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一个个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三门小甜瓜在这里长成为致富大产业三门小甜瓜在这里长成为致富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