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城市有了音乐，就如同一个

人有了灵魂。历年的“华溪春潮”春

节联欢晚会都会创作与永康相关的

歌曲，其中《一起上方岩》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这首歌曲最早以歌伴舞

的形式亮相于第19届“华溪春潮”，由

著名音乐家陈越创作，永康姑娘施王

照（如右图）演唱。这首歌不仅以其

悠扬动听的旋律深受大众喜爱，更承

载着无数永康人对故乡深厚的感

情。近日，记者联系上了施王照，与

她共同回顾那段难忘的经历及其背

后的心路历程。

青春旋律
唤起乡愁的深切回响
“走过了大山，走过了大川，最想

去方岩，那神奇的五峰，雄伟的天门，

魂绕梦牵，青春的足迹，迷人的风光，

紧紧地相连，飞扬的激情，年少的轻

狂，留在了方岩。”时光过去 21 年，施

王照还是能随时哼唱起《一起上方

岩》。对她而言，这首歌更像是一封

寄给过去自己的信，记录着她青春时

期的梦想与追求。

2004 年，15 岁的施王照第一次

登上“华溪春潮”舞台，彼时的她对歌

词的涵义还懵懵懂懂。“那时候还不

太明白歌词里‘一起去方岩’的意思，

只知道自己要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唱

好。”施王照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

及人生阅历的丰富，现在回头看看这

些歌词，才发现它们其实表达出了对

家乡深深的思念与眷恋。”从清华大

学本科毕业后，施王照赴美留学深

造，学成归来后在北京工作定居。

“‘那蓝蓝的天空，青青的山岗，可有

改变’，长期在外的游子对这句歌词

的感触更深。”施王照说。

谈及当年的演出经历，施王照记

忆犹新。在一次金华童声音乐比赛

中脱颖而出后，她获得了在“华溪春

潮”演唱《一起上方岩》的机会。为了

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她付出了很多

努力，不仅抽出大量时间进行练习和

排练，还要到外地去录音。当时，她

正面临考试，但为了这次演出，她请

了半个月的假。“幸运的是，父母也很

支持我，回来后我抓紧补了很多课。”

施王照回忆道。

排练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是温馨

瞬间。当年，因为家乡的小麦饼太美

味，还差点影响了施王照的演出。她

笑道：“我妈为了鼓励我好好演出，在

上台前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麦

饼。我吃了很多，在唱到‘和你一起

去方岩’这句歌词时差点打嗝，幸好

生生忍住了。”

历久弥新
共赏家乡文化盛宴

《一起上方岩》在“华溪春潮”舞

台上大放异彩后，深受听众喜爱，在

本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被广泛用

于各种文艺演出和宣传活动中，成为

永康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施王照很期待，今年能回家过

年，和家人一起观看这场文化盛宴。

“我是看着‘华溪春潮’长大的。

小时候，每年都会跟家里人一起在电

视机前观看节目。”施王照深情地说，

“‘华溪春潮’在我们永康人心目中的

地位，真的就跟央视的春晚不相上

下。它是属于我们永康人独有的‘精

神年夜饭’。”

融媒记者 吕笑佩 楼洁我和春潮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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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歌声穿越岁月时空
施王照：“华溪春潮”满载乡愁情愫

突破140万吨
同比增长14.5%

去年永康东站货物
到发运量创新高

本报讯（融媒记者 贾佳俊） 海铁联运作

为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有效提

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还为地方经济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2024 年，浙江交通集团永

康东站铁路货物到发运量突破 140 万吨，同

比增长14.5%，创历史新高。

目前，我市海铁联运驶入快车道，将揽货

触角不断向浙中内陆腹地延伸，依托“永康东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的优势，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海铁联运“永康模式”。海铁班列

由每周 1 列发展为每周 10 列常态化开行，形

成了以区域物流为基础、国际物流为重点的

良好局面。去年，该站实现海铁班列发送

27.36 万吨，同比增长 31.3%；化工品到达

17.68 万吨，同比增长 21.3%；五金原材料到

达 68.92 万吨，同比增长 7.8%；商品车到达

20311台，混装货物发送0.64万吨，散装水泥

到达1.08万吨，“五个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2024 年，我市出口业务增长迅猛，保温

杯、休闲用品、厨具用品和电动工具等产品保

持较高增长，同比增长超 20%。依托货物全

程“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

的海铁联运，企业“跑得少”、货物“跑得快”，降

低物流成本2000万元以上。在“公转铁”运输

结构调整的机遇下，永康东站持续提升运输服

务效能，不断改善“硬设施”和“软服务”。车站

整合“三线”资源，破解运能“瓶颈”，新增 8、9

到发线，有效解决货运增量股道运用困难的问

题。同时，推行协作单位“货装一体化”管理，

实现装卸作业安全和作业效率提升，全面提升

车站安全管理水平，推动作业规范化。

在未来的发展中，铁路部门将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运输效

率；加强与海运、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的协同

配合，形成优势互补、高效衔接的综合运输体

系；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加强与国际铁

路组织的合作，推动海铁联运迈向更高水平。

1月1日，市益心同行社工服

务中心的 40 多名志愿者来到西

城街道塔秀村一处果园，帮助困

难果农采摘红美人柑橘。当天，

志愿者们共采摘、销售红美人柑

橘超 1500 公斤，解了农户的燃眉

之急。 融媒记者 胡东来 摄

爱心助农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玙铮） 1

月 3 日，由市市场监管局设立的永康

市计量便民服务站在铃川路（原许码

头果菜市场第 1 号）正式揭牌启用。

该服务站免费提供电子秤、出租车计

价器、血压计、压力表等计量器具检

定服务，打通了民生计量服务“最后

一公里”。

此前，该局在市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大厅开展电子秤便民服务试点的

电子秤检定服务，现已搬移至该服务

站，检定服务时间从原来的每周五变

为工作日全天。

针对个体经营户，该服务站免

去了繁琐的网上申报送检流程，只

需在现场登记信息，便可“即送即检

即取”。此外，该服务站将上线“电

子秤快检系统”，通过电脑录入数据

并自动判断，一旦检定合格，系统会

自动打印二维码合格标签，检定合

格电子证书将通过短信形式发送至

市民手机，真正实现办事“只需跑一

次”。

市民如果需要检定血压计、压力

表等除电子秤外的其他计量器具，可

将器具送至服务站，由服务站工作人

员送至市质量技术监测研究院进行

检定。检定完成后，工作人员会通知

市民前往服务站拿取。

记者了解到，该服务站还是市质

量技术监测研究院的对外服务窗口，

市民可在此进行门类产品、轻工理

化、机电产品等相关业务的咨询。

从试点到专点专设，从一个工作

日到工作日全天候，在民生计量服务

工作上，我市将持续“看见百姓需求，

回应百姓诉求，完成百姓要求”，全力

提升市场计量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保

障商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市计量便民服务站揭牌启用
免费提供计量器具检定服务，服务时间为工作日全天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1月2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日前公布了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主题街区名单，方岩镇岩下老街非遗主

题街区榜上有名。

方岩镇非遗项目数量众多，有国家级 2

项、省级 4 项、金华市级 10 项、永康市级 12

项，是名副其实的“非遗之乡”。其中，以岩下

老街为主舞台举办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方岩庙

会最具代表性。

为保护文化遗产，恢复老街风貌，2008

年开始，方岩风景区管委会启动景区综合整

治和岩下老街修复提升工程，植入文化展览、

文化创意、非遗传承、匠人手作，引进高端民

宿、特色餐饮、茶楼咖啡等业态，着力深度挖

掘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体验板块，将“新

场景”与“老实景”相结合，打造游购娱融合、

食宿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区。

目前，岩下老街建有方岩纸花艺术馆、非

遗五金生活馆、非遗展演文化广场等，入驻国

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人、省级 1 人、

金华市级 2 人，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和传承

教学工作。2024 年以来，从年初元宵迎灯，

到七夕节非遗市集，再到方岩庙会、国庆节非

遗展演、重阳节打罗汉、方岩半程马拉松沿途

非遗展演等，上百场非遗活动在岩下老街开

展，精彩纷呈，频频登上国家、省、市新闻媒体

和各大网络平台。截至目前，岩下老街游客

突破60万人次，成为金华新晋网红打卡地。

岩下老街入选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