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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上午，“传承胡公精神，当好时代新人”

主题活动在堰头小学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 23 个民族近 500 名学生合

唱《胡公之歌》，唱出了对“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先贤胡则的真挚感情，唱出了“读书志在圣贤，

为官心存君国”的人生志向。

著名词作家石顺义专程从北京来到我市，

参加了本次活动。听罢孩童的演唱后，石顺义

深受感动，他表示胡公文化对自己未来的文艺

创作产生了较大启发，相关作品已在构思当

中。同时，他希望孩子们能够以胡公为榜样，践

行胡公为老百姓办事的初心与担当。

去年，堰头小学 60 余名学生身着民族服饰

登上方岩，以敬拜胡公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成

长。当天，市胡公文化团队一行人在校园一角

看到了以胡公文化为主题的手抄报展示。一张

张稚嫩的儿童画，书写着廉政思想，描绘着胡公

生平，表达着对先贤的敬意。

“我们学校比较特殊，我们的学生来自23个

民族。”堰头小学校长马兰珍对记者说，一直以

来，堰头小学致力于实施民族融合教育，创建和

谐校园。在此基础上，学校将胡公文化引入课

堂，希望借助先贤文化，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多一

份对永康历史的了解，更多一份归属感。

据了解，堰头小学以创建“金华市清廉学

校”为契机，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崇廉、知廉、奉

廉”“我是小小清廉宣传员”等主题活动，通过班

队课、手抄报等形式，学习胡公精神，培育清明

校风、清净师风、清新学风，鼓励学生谦和好学，

奋发向上，从小立下宏志，做有用的人。接下

来，学校还将增设胡公文化馆，让胡公精神在学

生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

7月抵达平昌县后，章之瞳等

迅速开展了工作调研。在调研过

程中，他们发现因经费紧张，平昌

县仅有一座县图书馆，而且相对

落后、老旧，鲜有人问津。而白衣

镇作为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章之瞳等人认为在其中建设

一座文化书院，有利于丰富古镇

业态，建设文化新农村。

因此，永康·五峰书院项目

应运而生。“在建设过程中，我们

遇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难以想象

的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力和

财力不足。”在当地缺乏劳动力的

前提下，章之瞳等人自行设计好

书架、书桌、书椅的尺寸，委托家

乡的家具制造企业打造。

我市图书馆馆长徐关元对该

项目大为支持，帮助设计了书院

布局。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也

纷纷伸出援手，永康乡贤、上海

五 峰 书 院 创 办 人 吕 彪 捐 赠 了

5500 册图书，画家林建新、书法

家楼绍荣捐赠作品，书法家夏一

鹏为书院书写匾额⋯⋯据统计，

通过收购和捐赠等途径，永康·
五峰书院项目共筹到 1 万多册图

书。

“考虑到古镇旁有一座学校，

我们特意采购了一批儿童读物。”

章之瞳说，此外，馆藏图书中还涵

盖了健康养生、畜牧养殖类、农技

知识等方面的实用性读物，希望

这些图书能帮助村民扩展知识，

以此培养阅读兴趣。

万册书籍，崭新的书架、书

桌、书椅等陆续经长途物流抵达

白衣镇，在村民好奇的目光中，永

康·五峰书院搭好了骨架，挂上了

牌子，开始对外开放。

永康·五峰书院选址于禹王

宫右侧，过去，这里曾被用作汉服

体验馆、摄影工作室等，最后都因

为人气不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在多方努力下，装修车队开

进了景区，沉寂多年的古建筑又

将迎来新生。

当地首家乡镇图书馆出现在

平昌县的地图上。

今年，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永康鼓词，壮

大鼓词创、演人才队伍，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主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民间

艺术表演协会承办的第十二期永康鼓词培训班，

现向全市招收学员20名，培训班免费提供器材，

由永康鼓词传承人执教。

永康鼓词，俗称“唱古事”或“唱故事”，是金

华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它是一种说唱相间，以

唱为主，以纯正永康方言单口说唱、一人演唱多

角的曲艺形式，唱词押韵切意、通俗易懂，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2011 年，永康鼓词被国务院列

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随着老一辈鼓词艺人的离去和现代娱乐活

动的丰富，近几十年来，鼓词传承人人数量急剧

减少，永康鼓词整体发展呈萎缩状态。所幸近年

来，我市非遗保护中心以鼓词宣讲为平台，大力

抢救永康鼓词，激发创演活力，推动了永康鼓词

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我市培育了一批新生代

鼓词人才，并成立了一支鼓词宣讲队，以乡音传

递党音，传递乡村振兴成果，为这项传统曲艺赋

予新的活力。

报名从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报名热线

18458072006。

永康鼓词
第十二期
免费培训班招生

传承胡公精神
当好时代新人

昨日，我市文广旅体局援川干部章之瞳再次走进坐落在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
白衣古镇的永康·五峰书院。正值傍晚，院内灯火通明，书架旁围着几名好奇的村
民，还有几名学生捧着书专注翻阅。

平昌县是我市结对帮扶县，两地拥有别样的情谊。“半个多月前这里还处于闲
置，是永康、平昌两地许多人的努力催生了现在的书院。”永康·五峰书院项目发起
人章之瞳对记者说。

□融媒记者 高婷婷

□融媒记者 高婷婷

首家乡镇图书馆出现在平昌地图上

构筑农村文化高地，做好精神帮扶文章

位于方岩寿山坑的五峰书

院，是中国书院史上声名甚隆的

书院之一，也是浙江乃至全国人

文精神的重要象征。“千百年后，

五峰书院七家分院开到了上海、

杭州，第八家落户到曾同为‘永康

县’的平昌县白衣古镇，这不能不

说是一段奇缘。”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章锦水解释，南北朝、隋朝和

清代嘉庆年间，白衣镇还曾是永

康县治住址，被称作“永康镇”，与

我市可谓是千年情缘。

“我们也受到过许多质疑。”

章之瞳说，当地有些人问他，平昌

已经这么贫困了，为什么还要造

图书馆，还要开发旅游业？这些

有什么意义呢？

一连串的提问，让章之瞳意

识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结

对帮扶，不仅仅是在产业塑造、经

济转型上给予支持，更要在精神

上给予帮助，引导当地人转变思

想观念，提高对教育和文化的重

视，希望永康·五峰书院能为白衣

镇建设添上光彩的一笔。

中共平昌县委常委杨文彪盛

赞援建义举，同时希望平昌县图

书馆、白衣镇党委政府管好、用好

书籍，发挥最大的效能；希望“永

康”两地的人民通过这个文化的

桥梁，把握住千年情缘，常来常

往，加大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当

地乡村文化发展。

相隔 1500 多公里，一座古

镇、一座五峰书院，串联起了两地

的缘分。如今走进永康·五峰书

院，万册书籍井然有序地陈列在

眼前，一幅幅精美的字画悬挂在

白墙上，原汁原味的古建筑承接

着古与今，旧与新，记载着一段深

厚的情谊。从开放初期的冷清，

到现在不少村民会在茶余饭后走

进书院，享受一段惬意的阅读时

光，永康·五峰书院正在逐步成为

白衣镇新的文化高地。

跨越1500公里的精神文化帮扶

一座五峰书院联结浙川两地情

□融媒记者 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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