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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万人次观看 6组选手晋级
“金彩银行杯”方言主持人大赛首场比赛圆满收官

8月5日晚，晋级选手林莹莹等人

正在为复赛做准备。日前，永康市

“金彩银行杯”方言主持人大赛首场

比赛暨“农创客点亮乡村”前仓专场

比赛在前仓镇大陈村精彩开赛。包

括她在内的6组选手成功晋级。

比赛当晚，来自全市各镇（街道、

区）的15组农创客选手用永康方言介

绍家乡土特产，赞美乡村新面貌，吸

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除了现场

观赛，线上实时直播同样火爆，观看

人数达8.8万人次。

此次大赛由市融媒体中心、市农

创客发展联合会主办，永康农商银

行、前仓镇人民政府、芝英镇人民政

府、浙江紫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市慈善总会永康农商银行分会、

永康市升晟食品有限公司支持。

伴随着主持人激情的开场白，比

赛拉开帷幕。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

自信昂扬，用“永康腔”展现农创客风

采。他们各具风格、创意十足的临场

表现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选手付美贞以永康肉麦饼为主

题，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赛

后，她依然心潮澎湃：“方言主持人大

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

更多人了解到永康方言的魅力。肉

麦饼是我们永康的特色，我觉得用永

康方言来介绍肉麦饼，挺有趣的。”

比赛中，选手施益双带着梅花鹿

走上舞台，用永康方言分享养殖经

历。她说：“我和丈夫从 2013 年开始

养殖梅花鹿，从 32 只梅花鹿起家，现

在农场已有300多只梅花鹿。”

这场充满乡音乡风乡趣的方言

主持人大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

好评。市民谢海女说：“得知方言主

持人大赛首场比赛在大陈村举行，我

吃完晚饭就赶紧过来看比赛了，选手

们的表现很精彩，永康话说得很地

道，为大家点赞！”

评委们根据选手们的表现进行

了严格评审，从语言表达、内容创新、

舞台表现等多个方面对选手们进行

综合考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

比拼，林莹莹、童晓璨、付美贞、楼梅

菊、施益双、刘成莉、朱鸿博等 6 组选

手成功晋级复赛。

比赛还推选出了 5 名“农创客点

亮乡村·和美乡村推荐官”，分别与大

陈和美乡村先行片区的大陈、后吴、

荆州、塘头、石雅结对，前仓镇领导现

场向农创客选手发放结对聘书。

除了火热的比赛，现场周边的农

创集市也一样“热”起来了。肉麦饼、

茶叶、蓝莓酒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深受

广大市民的青睐，让大家大饱口福。

融媒记者 王佳涵 卢斌

比赛现场

在芝英镇黄龙村下畈自然村，有

一位七旬老人酷爱写诗。截至目前，

他花了 8 年时间创作了 3000 余首诗

歌，并将作品发布在短视频平台，受到

很多人喜爱。

老人名叫应世福，年轻时在江西

念书，一直非常喜爱文学。2016 年，

他开始尝试写打油诗，表达对社会的

关注与对生活的热爱。最初，他只是

有感而发写两三句。后来，他用心体

会生活，感悟越多，写得就越顺手。

“岩下老街景象新，游人涌动喜盈

门。风光秀丽引鸾凤，古老街区聚大

神。”这首诗名为《岩下老街游记》，是

应世福在“五一”期间游岩下老街时写

的，赞美老街焕新颜，绽放新活力。

应世福在生活中处处留心，有了

灵感就随时记录下来，写好之后还要

反复打磨修改。他写的打油诗没有华

丽的辞藻，不求平仄对仗，但通俗易

懂。他说：“每创作一首诗，我便觉得

很有成就感，心情也十分愉悦。”

“塘边漫步赏晨光，恋鸟依人靓丽

妆。碧水清波鱼可见，舒心环境利安

康。”这首诗是应世福早晨在塘边散步

时创作的，赞美生态环境优美、乡村面

貌日新月异。

不仅打油诗写得得心应手，应世福

还擅长拍视频。遇到有趣的事物，他就

拿起手机拍视频，并创作一首诗，一起

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他已发布了近

3000件作品，收获了800多名“粉丝”。

“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风雅乐

事。写诗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我几乎每天写一首诗，感触多时

还会多写几首，日子也过得非常充实。

我要用诗歌记录生活，传递正能量，让

晚年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应世福说。

融媒记者 王佳涵

七旬老人8年作诗3000余首
生活充实又诗情画意

最近，笔者的一个同事因参加一家

机构举办的线上 0 元视频剪辑直播培

训，一步步陷入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他

交了数千元学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

报，又不能退学费，结果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近年来，线上学习的普及程度越来

越高，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衍

生出一些乱象。部分所谓的培训机构

利用消费者急于学技、创业的心理制造

吸引人的“蛋糕”，打着“0 元培训”的旗

号，声称可以短期速成、让财富增值。

许多人信以为真，报名掏钱参加学习，

结果上当受骗。

当 前 ，有 不 少 人 ，为 多 学 一 点 知

识，多掌握一些技能，多赚一些外快，

提高生活品质，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一些线上机

构举办的“0 元培训”，因急于求成，慷

慨解囊，掉入陷阱，损失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

据笔者观察，“0 元培训”的广告大

都夹杂在微信的文章之中，五花八门，

比如 0 元学拍摄剪辑、0 元学书法、0 元

学易经、0 元学炒股、0 元学写作⋯⋯

笔者曾经参加多次“0 元培训”，前期

套路一般是这样：某机构开设的 0 元 5

天视频剪辑培训，让添加“老师”微信

之后就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晚上开始

上课。

前面几天课，主播蜻蜓点水似地介

绍视频剪辑的基本知识，更多时间都在

吹嘘短视频带货和直播带货到底有多

赚钱。课程进行到后几天，主播就把主

要精力花在了兜售其 2980 元的付费课

程上。

群里很多报名的人自称是退休、失

业、在职人员等，对于一些暂时拿不出

钱的学员，主播甚至还给出了分期付款

的方式，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托。从第

三天开始，对方看到你没有花钱报名，

便每天从早上 7 时多到次日凌晨 1 时多

持续给你发信息，其间还发了一条长消

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到了第六天，

对方干脆把 2980 元的价格降到 1980

元，变着法子劝笔者报名。

对方这种先以0元就能学会某项技

能为诱饵吸引学员上课、入群，然后再

以某种虚假、夸张的话术来诱导学员购

买其付费课程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做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也有相关禁止性规

定。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只会掉害

人的陷阱。如何预防掉入“0 元培训”陷

阱？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警

惕，擦亮眼睛，“浅尝辄止”。

学习之前，你就要把这种“0 元培

训”视为一种可疑的陷阱和诈骗伎俩，

不管主播如何吹嘘，如何诱导你购买课

程，只要对方提出交几千元学费，你就

要及时停止，捂紧腰包，就不会误入陷

阱。

如果做到这条，一切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因为坚持这一条，笔者曾经参加

过多种“0 元培训”，但没有一次被骗。

如果做到这条，就不会出现后面的投诉

举报、权益维护等问题。

切莫掉入
“0元培训”陷阱

□黄田

丽州漫谈

8 月 1 日，由市融媒体中心、市文

联主办，市戏曲协会协办的柳忠先生

《永康大话》首发仪式在喜盛宴会中

心举行。

首发仪式现场，我市文学艺术界

的老前辈、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广大

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柳忠

新书发布的精彩时刻。杨倪忠、舒启

华、周跃忠、项瑞英、王平等我市文艺

工作者，从作品的主题、背景、意义等

多个角度，用生动的语言和铿锵的语

调，分享着阅读的感悟与收获，引发在

场观众的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大家纷纷表示，《永康大话》是一本兼

具学术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好书。

挖掘永康文化印记，守望时代精

神家园。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

承永康本土文化非常重要。柳忠潜

心钻研、多方积淀，历时4年心血完成

《永康大话》。此书的问世，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不仅为地方语言

文化领域填补了空白，更为挖掘和探

寻永康历史及风土人情，全面而深层

次地研究和宣传永康，推动永康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柳忠在首发式上分享道：“《永康

大 话》一 书 是 我 从 2020 年 年 初 到

2024年元旦，四年来在永康电视台华

溪频道所讲的大话的整理。全书共

15 万余字，分为地名大话、名人大话、

其他大话三部分，搜集了永康民间从

远古到民国时期的各种传说、故事。

基本上每篇大话结尾都道出了大话

的中心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演绎了

对忠、孝、节、义等社会伦理道德的宣

扬。”

方言维系的不仅是乡音和乡愁，

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读

《永康大话》，不仅能感受到柳忠无限

的家乡情怀，还能体会到永康人共有

的乡土印记，不论走到哪里，都难忘乡

音乡语，一句永康话，便是家乡人。

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林平说：“永

康人文底蕴丰富，文脉深厚绵延。要

继续加强对永康文化的挖掘整理、开

发利用，用好乡音力量，打造本土文

化精品，深入实施‘文润永康’工程，

推 动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繁 荣 发

展。”

当天还举行了赠书仪式，柳忠向

市融媒体中心、市文联、档案馆、图书

馆、文化馆等单位赠送《永康大话》一

书。

融媒记者 王佳涵

守望乡音 记住乡愁

柳忠先生《永康大话》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