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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记者 王朱敏

1983 年 9 月，徐金永出生在象珠

镇雅仁村。

村庄临溪，周围多山，用他自己的

话说，是真正的“山开头”。从小看着

父母干农活长大的徐金永，骨子里就

有着对农业的热爱。高中时看见大片

的农田荒废，他就生出了发展农业的

想法。大学报志愿时，徐金永报的专

业都与农业有关，最后就读于云南大

学，学习生物技术专业。

大学毕业后，徐金永进入中国最

大的玫瑰种植企业——昆明杨月季

园艺有限公司。他一心想要学习玫

瑰种植技术，准备回家乡创业。尽管

每个月只能领到 1000 多元，但他仍

任劳任怨地干。两年后，徐金永被提

拔为技术部经理。2009 年，他又出任

银川天地缘锦绣园林有限公司技术

部经理。

2010 年 3 月，徐金永辞去经理一

职，带着一身技术和满腔创业热情回

到了永康。2011年开始担任东城街道

朱明村村官，2012 年注册成立花解语

园艺场，并于同年当选朱明村党支部

委员。

今年 10 月，徐金永被评为永康市

十大杰出青年。10 月 21 日，他以唯一

一名在岗大学生村官的身份，作为浙

江省代表前往北京中关村参加中国青

年创新创业论坛，受到了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的接见。

这样一位听起来充满传奇色彩的

励志人物，会是什么样的呢？

记者见到徐金永的时候，他正挽

着袖子在基地里修剪火龙果枝，肩膀

还夹着手机在打电话。

“如果只是玫瑰叶子上长斑点的

话，你控制下大棚的湿度试试，现在温

差大，要是棚内湿度变大，玫瑰是很容

易生病的。”电话那头是江苏宿迁的大

学生创业者张易军，也在发展玫瑰种

植业，年初曾来找徐金永学习种植技

术，遇到技术上的难题，第一时间就打

电话向徐金永求助。徐金永在了解到

情况后，立马给他开出了“药方”。

挂掉电话后，徐金永又来到玫瑰

种植园。这两天刚从四川过来的大学

生张惠正在玫瑰种植园里学习玫瑰压

枝技术。

“这种发黑的枝条都要剪掉，过小

的花骨朵也要修掉，不然它们都会和

主枝争抢营养，影响玫瑰花的质量。”

徐金永一边示范一边给张惠讲解。

像张易军和张惠这样想要发展玫

瑰种植和现代农业的大学生并不少，

从徐金永创立花解语园艺场到现在，

三年时间里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6名

大学生到徐金永这里“拜师学艺”。徐

金永不仅为他们免费提供学习的机会

和场地，还成为他们创业时的技术顾

问。

“我希望引导更多的年轻人发展

现代农业，用科技和创新引领我国的

农业发展潮流。”徐金永说。

□记者 秦艳华

篆刻是方寸之间的艺术。在这方

小小的石头上，我市 80 后篆刻高手陈

振强苦心钻研 10 多年，通过自学篆

刻理论书籍、研读古今名家印谱，不

断提升修养，他的作品达到了自然浑

穆合乎法度，整齐流美富有生气的独

特风格，并多次捧回国内最高级别奖

项，填补了我市书法篆刻国展获奖的

空白。

近日，在静谧的紫微园一角，记者

见到了这位温文儒雅的艺术家。

在书香满屋的市书法家协会办

公 室 内 ，陈 振 强 像 往 常 一 样 埋 头 创

作 。 在 一 张 长 宽 各 2.7 厘 米 的 棉 纸

上，他用毛笔设计出印稿，然后将印

稿水印于石上，再一次描写之后才开

始篆刻。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要想把一

方印刻好，必须处理好字法即篆书、章

法、刀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要有合适

的印石配合章法。”提及与冷门的篆刻

艺术结缘，陈振强直言缘分使然。

高 中 时 期 ，陈 振 强 寄 宿 在 姑 父

家。某天翻出一块有刀痕的石头，便

偷偷带回家找出小锉刀，开始了“刀

石”生涯。当时，他正在练习硬笔书

法，知道一幅书法作品都会用篆书字

体刻的印章盖印。

此后，陈振强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学篆刻，常常把石头磨了刻，刻了又

磨 ，直 到 磨 得 不 能 刻 为 止 。 工 作 之

后，他买来专业的印石书籍和相关用

具，照着印谱描摹翻刻。那两年，他

坚持每晚两小时写字刻印，并熟读刘

江的《篆刻美学》，通过网上了解篆刻

知识。

不 知 不 觉 与 篆 刻 结 缘 了 10 多

年。从 2008 年起，陈振强开始更专注

坚守篆刻艺术，通过不断阅览篆刻理

论书籍，研读古今名家印谱，临摹汉印

及明清流派印风，以浙派印风为主要

创作方向，并逐渐形成了自然浑穆合

乎法度，整齐流美富有生气的风格。

2011 年，陈振强加入市书法家协

会，得到书协主席及书法界前辈的指

点，篆刻水平突飞猛进。过去两年内，

他13次入展中国书法协会主办的展览

赛事，4 次入展省书法协会主办的展览

赛事，其中一次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

好成绩，获奖和入展次数均创造了永

康和金华地区的纪录，成为我市乃至

浙中地区的篆刻翘楚。

2013 年，全国第七届篆刻艺术展

让他一举成名。在上万件作品中，他

的作品脱颖而出，一举摘得本次展览

会的最高奖，填补了我市书法篆刻国

展获奖的空白，同年再次获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铁人杯”书法作品

展最高奖。

“‘以书入印，印从书出’‘七分篆，

三分刻’的道理，说明要刻好印章，篆

书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要注

重文化、诗词、美学方面知识的积累，

不断加强传统文化修养，提高篆刻技

艺。”陈振强说，篆刻是一门考验耐心

的艺术，它不像书法作品可以一气呵

成，而是要花时间精雕细琢。

陈振强获首届全国青年篆刻艺术

选展一等奖的作品《莫道华溪小，直入

太平洋》，花了他 2 年时间。那是胡松

植的一首诗《水调歌头·华溪》中的句

子，因为喜欢其中的一句便开始构思，

但由于字形字数难以按常规排列，经

过2年思索之后才动刀，在比赛中这方

作品也得到了篆刻界老前辈的认可并

最终获奖。

“获评十杰青年不仅仅是荣誉，更

是种鞭策，作为我市书法篆刻界的一

员，有责任也有义务让篆刻文化更好

地发扬和传承。”陈振强说，与篆刻

相 伴 的 生 活 平 淡 而 满 足 ，现 在 除 了

定时给篆刻爱好者上课外，还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

为表彰和宣传在建设“两美永康”中做出较大贡献和业绩的
青年代表人物，树立永康青年创业、创新、创优的良好形象，由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团市委、永康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
市青联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永康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自7
月份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和广泛参与，共有

70 多名青年经组织推荐参评。通过人选推报、材料审核、参评
人初评、候选人公示、群众网络点赞投票、专家评审等多个环节
的评定，于上月评选出第五届永康市“十大杰出青年”10名、“优
秀青年”20 名。应读者要求，本报将陆续刊登“十大杰出青年”
事迹。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徐金永：引导更多年轻人发展现代农业

陈振强：填补我市篆刻国展获奖空白

徐金永在田间察看玫瑰的长势

陈振强埋头创作篆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