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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俗话说，热在三伏，7月15
日正式入伏，绵延40天的三伏天就此开
启。盛夏里的浙江，有哪些特别的风
景？高温下的芸芸众生，又有什么样的
酸甜苦辣？本报今起推出特别策划“融
媒联连看·2024盛夏十二时辰”，聚焦每
个特定时辰中的夏日故事。第一期关
注：子时的横店影视城。

子时，正是深夜23时至次日凌晨1
时，大多数人已进入梦乡。夜色如墨，
子时的东阳横店明清宫苑影视拍摄基
地，室外气温在28℃至 30℃，相比白
天，已下降近10℃。

深宫一角，几盏LED大灯打在窗
前，将“侯府”室内照得亮如白昼。虽已
夜深，但这里正在拍摄一场室内的日
戏，十几位群演在现场执行导演沙哑的
嗓音中迅速站位，开始拍摄。

很快，几幕画面取景完毕，接下来
该拍室内的夜戏了。灯光师将LED大
灯稍微调暗，道具大哥搬来沉重的烛
台，点上蜡烛，摇曳的烛火中，大红幔帐
高挂，喜庆的床单、棉被，窗棂上红色的
喜字和窗花，显示这是一处“婚房”。

这是记者探班古装短剧《主母荣
华》拍摄现场看到的场景。

要说夏日子时在横店拍古装戏是
什么体验？那绝对是一场“烤”验！

且不说密不透风的窗棂、炙热的烛
火与采光灯，光是演员身上厚实的服
装，就让人立刻汗流浃背了。

“女主是这里穿得最厚的，光衣服
就有里衣、水衣、底袌、中袌、外披5层，
另外，裙摆也有4层。”服装老师指指坐
在床榻上的女主，只见姑娘头戴霞冠，
上衣紧身的设计和蓬松的下摆，让她愈
发显得“仙气飘飘”。

女主名叫觅七，1994年出生，来自
西安。小姑娘活泼可爱，在场间休息镜
头拍摄不到的时候，觅七会大大咧咧地
掀起裙摆露出双腿透气。

“他们会根据剧情需要，搭配不同
的服装。”觅七说。

夏天拍古装戏，不仅镜头前的演员
难熬，镜头背后，很多剧组工作人员的
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汗水打湿演员妆容，一幕戏结
束，化妆师就要给演员不停补妆、粘头
套等。拍戏的每一天，化妆师是整个剧
组最早起床的那一批，“一般至少提前1
个半小时为演员化妆”。

拍摄现场，钻来钻去的灯光师也很
少得空，他们抬着灯头和反光片子，一
会钻到床底下，一会爬到凳子上，不停

地寻找角度为镜头找补环境光或者底
子光，身上的短袖就湿得如同水里捞出
来一样。

凌晨1时30分左右，现场拍摄结
束，随着演员、导演等陆续离场，场务开
始收拾现场，无论是搬运大件的床、桌
子等各种道具，还是清理场地，都是很
累人的活，他们也是剧组里雷打不动最
晚下班的存在。

不过，夏天拍戏，也有福利，比如那
满满一大桶冰凉又解渴的冰镇绿豆汤，
只要你喝得下，可以随便享用；又比如，
隔三岔五就会有主演或者导演、制片的
朋友来探班，人家一般不好意思空手
来，人手一份的冰饮果茶又妥了。

“这也是我们喜欢来横店拍戏的
原因，这边配套很齐全，我们只要人过
来就行。”《主母荣华》剧组制片人、00
后王哲告诉记者，这部剧7月7日在横
店开机，他和90后导演蒋含笑两人7
月5日从西安来到横店，两天时间，就
组建起40多人的队伍，包括演员、置
景、美术、道具、服装、化妆、灯光、场务
等，还有各种摄影器材、灯光车辆等租
用事宜。

尽管是临时组建的队伍，但专业性
毋庸置疑。这些天《主
母荣华》剧组的拍摄十
分顺利，预计8天就能
在横店杀青，王哲感慨，

“横店是真正地‘带着本
子来，带着片子走’。”

夜半时分，在横店拍古装戏——

灼热大灯下，汗湿五重衣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共享联盟·东阳 陈 勇 陈柏安 通讯员 凌 畅

扫一扫 看视频

深夜的横店，古装短剧《主母荣华》拍摄现场。 共享联盟·横店 单冠定 摄深夜的横店，古装短剧《主母荣华》拍摄现场。 共享联盟·横店 单冠定 摄

本报永康 7 月 15 日电 （记者
沈超 共享联盟·永康 陈晓苏 吕笑佩）

“于帆同学已经完成报到，学校为他
制定了专门的暑期辅导计划。”15日，
永康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主任黄大
足高兴地说，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
和帮助下，于帆的学费、生活费等都
有了着落，他完全打消了退学的念
头。

和于帆结对的星月集团副总裁胡
定坤，拿出1万元请学校代为保管，用
于其学习生活开支。胡定坤还与永康
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将
承担于帆父亲的医药费。

医院也传来好消息，7月13日，于
帆父亲已转入康复科。“他有基本的生
活自理能力，我们将帮助他开展康复
治疗，力争恢复劳动能力。”永康市第

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胡江飙
说，为减轻于帆的后顾之忧，科室组织
人员帮助于帆父亲买饭，给予力所能
及的照顾。

在于帆身边，点滴爱心正在汇聚成
大爱暖流。黄大足透露，报到当天于帆
几乎什么都没带，“懂事的他向老师打
听去哪采购生活用品比较实惠，但热情
的老师、同学直接让他列了个需求清

单，全都帮他搞定了。”
前几天的采访中，于帆曾向记者透

露了一件担心的事：自己原先租住的房
子在二楼，怕以后照顾父亲不方便，想
请记者帮忙找个一楼的房子。对此，他
居住地所在的古山镇政府也有了回音：
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帮助下，已经找到合
适的备选地点，等于帆有时间，他们就
一起去看房。

学校为于帆制定辅导计划，其父转入康复病房

学费生活费都有了着落，他打消退学念头
连续报道

7月15日，随着一年中最热
的三伏天到来，杭州小营街道传
承了47年的最美凉茶摊如约出
摊。如约而至的，除了老邻居上
城区茶研会的“邻里茶坊”，还有
去年就在各个凉茶摊忙碌的志愿
者，其中最小的志愿者是正在过
暑假的小学生。孩子们的到来，
让这份爱心扩散延续。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拍友 李承文 吴一凡 摄

这杯凉茶
延续47年

（上接第一版）
面对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

富裕新任务，之江大地上擘画的科技特
派员答卷仍在书写续篇——从个人科
技特派员向团队、法人科技特派员拓
展，从服务农业延伸至支持二产三产。
2023年，浙江发布《科技特派员服务和
管理规范》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规范

和引导科技特派员服务和管理，为全国
输出科技特派员工作“浙江标准”。

2023年，在浙江省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 20 周年之际，浙江省科技特
派员代表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总书记在信中对我省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看到回信后，俞旭平的兴奋和激
动难以言表。如今，他作为淳安县中
药材产业团队科技特派员的首席专

家，继续带领中药材团队躬耕乡野。
和他一样，一批又一批科技特派员前
赴后继，把技术种在土地里，把论文写
在田野上。

浙江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以来，累
计派出各级科技特派员超过3.9万人
次，推动农民增收超63亿元。新的种
子不断播撒，新的希望仍在萌发。

科技特派员成为科技富农的“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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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派员日记
重点结对村：泰顺县泗溪镇玉岩村
手里拿着南阳桥文创模型，站在玉岩村的南阳桥边，来自泗

溪镇九峰中心小学的12名学生开始了研学奇妙游。南阳桥文
创产品是我为玉岩村创设的第一款村礼。

我第一次来到浙南山巅的玉岩村时，就被这里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秀美的山水风光所打动。玉岩村有800多年历史，据传
是北宋名臣包拯后人聚族而居的古村落，拥有“包氏宗祠”和“南
阳桥”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我惊叹于村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为它没有被更多人知晓
而惋惜。如何深入挖掘和利用古村文化资源，怎样发挥我们网
信办的优势，让藏在深山的古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是我作为
文化特派员亟需思考和破解的问题。

深入乡村的秘诀，无外乎“多听多问多走”。以调研开路，为
摸清村里的文化家底，我跟着村书记围绕村里的两个“国宝”细
致调研；前往被称为“玉岩八景”的自然景观实地走访；走村入户
精准排摸村民的文化需求。渐渐地，我对于村里的文旅发展有
了初步想法。我打算通过“五个一”的举措，即“一套村标、一本
村志、一套村礼、一首村歌和一台村晚”来打响乡村文旅品牌，深
度挖掘玉岩村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传承近千年的乡土文
化也是古村发展的根与魂。如何利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和文化
资源做大农文旅产业？前期调研时，种了40多年茶的老农包松
科告诉我：村里有300多亩茶园，但因为缺少包装和文化内涵，
好茶却卖不了好价格，大多以茶青形式低价销售。为提高茶叶
附加值，我们以文化赋能，将玉岩村的历史故事融入茶产业，目
前已推出第一批包装设计。而我们试水打造的南阳桥文创产
品，将古廊桥设计成积木、拼图等模型，将廊桥宣传保护与研学
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带动文旅人气。

一个人的力量太小，要深度挖掘玉岩村的农文旅底蕴，我还
会用好“娘家人”资源，发挥省委网信办在网络文化方面的优势，
在“E路玉岩”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玉岩守望”网络公益活
动、网络扶贫助农行动等基础上，开展网络文明建设、网络国际
传播等举措，邀请网络文化协会、新媒体达人来村里，充分展示
乡村文化资源，以文化之光点亮玉岩村，让古村“触网”，走向更
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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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共享联盟·洞头 苏煜晗
王静霞 陈宣锟 记者 赵琛璋 通讯员
王俊）配合无人机运送，连日来，位于温
州市洞头区霓屿街道的洞头诸湾
（EOD）红树林蓝碳保护开发示范基地
内，工作人员正忙着投放1.2万只生态瓦
缸，为下个月进场的青蟹提前安家。

“此次开展红树林生态增养殖试
验，目的是提高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进一步提升红树林蓝碳保护开
发示范基地的综合性收益。”洞头区海
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
程师李昌达表示。

据介绍，选择生态瓦缸养殖方式将
青蟹作为增养殖的首样物种，一方面是
瓦缸损坏易于清理，不会淤塞海域；另
一方面，采用“一缸一蟹”养殖，青蟹以
红树林生态系统天然附生物和鱼类为
饵料，无需人工饲料，其排泄物还能为
红树林生长提供肥料。

“采用人工搬运得从红树林区域穿
林而过，而且滩涂区域淤泥很深，一个
缸重五六十斤，搬运起来十分困难。”李
昌达介绍，为确保红树林湿地整体生态
环境稳定，瓦缸采用无人机运送，“一台
无人机每天工作8小时，可运送300只
瓦缸，整体搬运费用仅为人工搬运的四
分之一。”

无人机搬来上万间“单身公寓”
洞头红树林将迎新住户

无人机运送生态瓦缸。
共享联盟·洞头 苏煜晗 王静霞 摄

本报柯桥 7 月 15 日电 （记者
金燕翔）15日上午，绍兴市柯桥区第
十七期新生代企业家“双传承”示范研
修班开班，由各镇街、局办推荐的30名
重点企业接班人或者创一代开启了为
期一周的专题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
班成员平均年龄仅33岁，其中10名新
生代企业家还受聘成为柯桥区首批营
商环境体验官。

民营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取决
于企业家的整体素质。近年来，柯桥区
高度重视企业家队伍建设，自2009年
以来连续举办企业家培训班，累计参与
人数达到680余人。

“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新
生代企业家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
柯桥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培训班学员来自纺织、机械、贸易、

建筑等多个行业。今后一周内，这批新
生力量将集中进行理论学习、现场教
学，不断完善自我、实现更好发展。

为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当天柯桥
还发布了营商环境体验官工作制度。
今后，该区将每两年选聘10名新生代
企业家代表担任营商环境体验官。在
任期内，体验官将通过蹲点调研、政企
互动等形式，近距离感受政府职能运行
情况，并立足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我们做企业的，对营商环境的变
化最敏感、最直接。”在受聘成为首批营
商环境体验官后，柯桥区墙布商会会
长、1985年出生的马列钢认真地说，

“我将积极做好政企沟通的桥梁，将企
业的声音、诉求及时反馈给政府管理部
门，助推柯桥区营商环境建设向更高水
平迈进。”

柯桥营商环境体验官上岗
首批10名新生代企业家受聘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暑期无人照看问题，德清县教育局、县妇联、县总工会等部门将
“爱心暑托班”开进社区、企业，除课业辅导外，还开设手工制作、体育活动等公益课程，惠及
双职工及新业态职工家庭1500余户。图为7月15日，德清阜溪街道“博爱·假日家”小候
鸟暑期托管班的“夏季防溺水”课程现场。 共享联盟·德清 王力中 摄

（上接第一版）
我们清晰地看到，浙江的书法不仅

仅包括墨迹和碑志，还有大量存留在出
土文物上，简牍、铜镜、青铜器、陶瓷器、
砖瓦等载体上的作品也相当丰富，具有
鲜明的地域特色。

据统计，《浙江书法大系》收录海内
外馆藏单位书法作品3000余件，高清
图版共计5000余幅，更值一提的是，其
中有400余件新发现的珍贵书作。

“让人耳目一新。”中国美术学院书
法学院副教授钱伟强觉得这也是本书
最大的特色，“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披
露。”比如，西泠印社藏未出版的朱彝
尊、汤尔和、吴士鉴、马叙伦、丰子恺、朱
家济、王福庵等名家精品。

更新，不仅仅是资料的更新，也是
观念的刷新。

“以往的认知里，大家总觉得浙江地

区在先秦到秦汉时期的书法资料比较
少，那个时期的东南地区属于比较边缘
的位置，文化也相对落后。”协助中国美
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曹锦炎完成
《浙江书法大系·先秦秦汉卷》的整理研
究工作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石连
坤刷新了认知，“我们发现两汉时期浙江
地区的书法还是很丰富的，无论是石刻、
简牍、砖文、镜铭等，其他地区具备的书法
形态我们基本上都有。对‘乌程汉简’深
入研究之后，还收获了不少惊喜发现。”

石连坤介绍，乌程汉简是汉代乌程
县署遗留的实物，从西汉初期延续至东
汉晚期，前后跨越四百余年，里面的字
体和书体非常丰富，“我们对此也有了
新的认识，新的字体在不断孕育，多种
字体并行的同时又互相影响。在当时
的社会中，各种字体是同时存在、一起
使用的，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

书写方式或者书写规则。”

汲取精神，才是恒久的铭刻

人们常说，纸寿千年。纸能历经千
年而不损，书法也一样。

力透纸背的，不仅仅是印迹，也是华
夏历史中丰富的演变和传承。记住书法
背后的文脉和精神，才是一种恒久的铭刻。

《浙江书法大系》不仅仅是呈现书
法作品，它集图录和研究为一体，以图
说史，以文解图，由各分卷主编撰写3
万字以上时代专题研究综述，系统梳理
每个时代分期的浙江书法脉络。

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朱艳萍说，
它汇集了书法学、历史学、文字学、考古
学、出版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也能辐
射更多不同学科和方向的研究。

沈浩说，书法类的很多作品都和文

物紧密关联，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文物
局相关专家提供了很多帮助；涉及大量
高清图版的呈现，他也就此咨询研究出
版理论和实践的专家……

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文
化形态。世界上有书法的文明并不多，
更鲜有像中国书法一样兼具艺术性的同
时，还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流变。“书法
从中国人文大传统中滋长而出，书法史
也是文章辞华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书
法通达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伟大经典。”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说。

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还
能看到什么？当然，流连笔墨宝卷，我们
能感受书家笔力的精微和内心的丰富，而
这皇皇16册书卷则是有着更为厚重的深
意——在浙江的各个断代上，眺望全国，
看见文化的演进、社会的变迁，汲取那些
流溢于点画之间的时代的精神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