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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一的棕编蛇俏皮可爱

棕榈叶在她手中“开花”
棕编是以棕榈叶为原料编制的

工艺品，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像往

年一样，永康棕编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黄丽绸也创作了蛇年

棕编作品。2月6日，记者来到位于

城区园丁东路的黄丽绸棕编工作

室，她正忙着制作蛇年创意棕编。

将“2025”融入作品
“蛇年到了，与蛇相关的摆件比

较受欢迎，我就动手制作了一些。”

说着，黄丽绸展示了几条大小不一

的棕编蛇。小一些的高约 10厘米，

大一些的有 20 多厘米高，这些棕编

蛇都仰着头，一副精神抖擞的模

样。棕榈叶天然的色泽让这些小蛇

看起来栩栩如生，而大大的眼睛更

为它们增添了几分俏皮与可爱。

“编一条小蛇需要 40 分钟到

50 分钟，这种小蛇很受孩子们喜

爱。至于大一些的蛇，制作时间就

长得多，要1天到2天。”黄丽绸说。

“2025 年是蛇年，蛇的形象具

有很大的塑造空间，我就将‘2025’

这一数字融入作品中，通过蛇身的

弯曲巧妙地呈现出来。”黄丽绸一边

向记者讲述她的设计思路，一边拿

出自己的新年作品展示。

黄丽绸介绍，棕叶编织从选材

到后期精制作都十分讲究，需要挑

选品相良好的棕榈叶，经过煮、晒、

熏等步骤，再用穿刺、折叠、穿插和

打结等方法创作作品，最后进行修

饰加工，才能确保作品完美。

热衷传承棕编技艺
除了制作棕编作品，黄丽绸还

热衷于棕编技艺的传承与发扬。

“我去参加非遗展示活动时，许

多人对棕编艺术很感兴趣，听到他

们的赞叹，我也感到十分自豪。”黄

丽绸笑着说。

自 2015 年起，通过“棕编进校

园”等一系列活动，黄丽绸还担任起

了手工老师的角色，将棕编技艺悉

心传授给孩子们。

“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并传承棕编这项宝贵的传统文

化。”黄丽绸满怀期待地说，“同时，

也祝愿大家像充满活力的蛇一样，

在生活的道路上自由穿行。”

融媒记者 任昕科 胡洛伊 张晨冉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笑佩 通讯员 李

凯颖） 近日，市公安局唐先派出所接到市

民谢先生的紧急求助，称其父亲于当日下

午3时外出购物一直未归，家人多方寻找未

果，担心其发生意外。

据谢先生介绍，其父亲今年 44 岁，身

体状况欠佳，近期刚从贵州来到唐先镇龙

山村与其同住。当天下午，父亲外出时未

携带手机，导致家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谢先生及家人在附近搜寻数小时无果后，

才报警求助。

接警后，民警贾凌昊迅速展开行动。

他将警力分为两组：一组负责走访排查，以

谢先生家为中心进行“地毯式”搜寻；另一

组则调取周边监控视频，追踪谢先生父亲

的行踪。经过近2小时的搜寻，民警仍未发

现其父的踪迹。此时，距离谢先生父亲走

失已过去5个小时，情况愈发紧急。

为加快搜寻进度，贾凌昊立即调派派

出所无人机组增援，并联动市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警航中队，利用无人机扩大搜寻范

围。当晚，监控调查组传来重要线索：谢先

生父亲曾出现在东永二线白莲塘路口，并

朝城区方向行走。这个方向距离谢先生家

约4公里，为搜寻工作提供了关键方向。

根据这一线索，贾凌昊带领无人机组

和走访排查组迅速前往相关区域展开搜

寻。经过数小时的不懈努力，次日凌晨3时

许，无人机组在东城街道西竹园村路口发

现了仍在行走的谢先生父亲。贾凌昊立即

上前询问情况，发现其因长时间行走已显

疲惫，神志有些迷糊，但身体并无大碍。稍

作休息后，贾凌昊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经了解，谢先生父亲在走失的 12 小时

内，独自一人走走停停，步行距离长达 10

公里。看到父亲平安归来，谢先生激动不

已，连连向民警道谢：“真是太感谢了，幸亏

有你们帮忙，不然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情。”

此次成功寻人，得益于警方高效的联

动机制和科技手段的运用。无人机组的加

入大大提升了搜寻效率，为及时找到走失

人员提供了有力支持。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家中有老人或身体欠佳者外出时，应尽

量陪同或确保其携带通信工具，以防类似

情况发生。

男子走失12小时
无人机显神通寻回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2 月 5

日，在象珠镇象珠四村广场上，伴随着阵阵

铿锵的锣鼓声，一条由几十名少年舞动的

迷你板凳龙蜿蜒游动，时而盘旋，时而翻

滚，拉开了“在浙里 过大年”主题文艺活动

序幕。

紧接着，锣鼓表演《吉祥赛马》点燃了

全场观众的热情。铜钱棍《好运来》、婺剧

《十里长亭》、舞蹈《精忠报国》等节目相继

登场，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乡村文化的

魅力，共同勾勒出一幅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的美好画卷。

“活动很精彩，我特意带着女儿一起来

看。”现场，身着传统服饰的苗族群众陶莲

说。活动不仅为大家送上一场精神文化盛

宴，也是新老永康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

动体现。

活动还设置了观众展示环节。一些新

永康人和各民族群众主动登台表演节目。

来自贵州遵义的宋永峰小朋友上台演唱了

歌曲《平凡之路》，引来阵阵掌声。

象珠四村村干部介绍，举办此次活动，

旨在丰富村民与留永过年的新永康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

在浙里 过大年

象珠四村举办
主题文艺活动

在唐先镇，一位名叫施李旭的

手艺人以其精湛的泥塑技艺，为蛇

年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艺术色彩。2

月 5 日，记者探访了他的工作室，见

证了这一匠心独运的创作过程。

金色作为主题色
寓意财富和吉祥
施李旭手中的蛇年泥塑栩栩如

生，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他对艺术

的热爱和追求。他告诉记者，制作

泥塑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尤其

是蛇这种肢体纤细的动物，更是对

技艺的一大考验。为了支撑起蛇的

身体，他在泥塑中加入了铁丝。铁

丝与彩泥之间的贴合度是个难题。

为此，他巧妙地加入了一层锡纸，增

加摩擦力，使彩泥能够更紧密地贴

在铁丝上。

谈及泥塑的色彩和造型，施李

旭表示，今年是蛇年，与“金蛇献瑞”

的主题不谋而合。因此，他选择了

金色作为主题色，寓意着财富和吉

祥。在造型上，他还融入了如意、福

袋、中国结、金元宝等元素，希望以

此传达出对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

事如意。

将美学的理念
传递给更多孩子
除了艺术创作，施李旭还有一

个更为深远的梦想——将美学的理

念和艺术追求传递给更多的孩子。

3 年前，施李旭选择回到乡镇

开设画室，就是希望能为身边的人

带来福利，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

触艺术、了解艺术，从而爱上艺术。

施李旭特别注重激发孩子们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他鼓励孩子们从

自己喜欢的主题入手，给予他们一

个基本的方向，然后让他们在这个

基础上自由发挥，画出自己心中所

想。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让孩子们

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乐趣，在无形

中提升了他们的艺术涵养。

融媒记者 董碧冰 卢俊龙
见习记者 应溯

施李旭在创作泥塑作品

金蛇献瑞 栩栩如生

他以精湛技艺为蛇年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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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绸在制作棕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