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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艺醒石柱

共富新火燃乡野

石柱非遗绽放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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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板铿锵，龙灯蜿蜒，千年古艺在六月暖风中苏醒。
6月13日，永康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的盛大帷幕，在这座被时光与

匠心打磨的“匠艺小镇”——石柱镇徐徐拉开。
永康锡雕的冷冽银辉、永康剪纸的千变万化、九狮图舞动时的虎虎生气⋯⋯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不仅展示了石柱镇在非遗传承与保护方面的丰硕成果，更彰显了其在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创新实践。

融媒记者 许诺 陈可睿

永康剪纸永康鼓词

当非遗的深厚底蕴与文旅的蓬勃活当非遗的深厚底蕴与文旅的蓬勃活

力相遇力相遇，，石柱镇的田野乡间便奏响了乡村石柱镇的田野乡间便奏响了乡村

振兴的动人乐章振兴的动人乐章。。

在池宅村在池宅村““共富工坊共富工坊””龙虾基地龙虾基地，，大人大人

和小孩坐在小板凳上和小孩坐在小板凳上，，化身化身““钓虾能手钓虾能手”。”。

随着钓竿和饵料被投入虾塘随着钓竿和饵料被投入虾塘，，一只只龙虾一只只龙虾

相继上钩相继上钩。。正在钓龙虾的市民陈先生向正在钓龙虾的市民陈先生向

记者展示了他的记者展示了他的““战绩战绩”：“”：“这边环境很好这边环境很好，，

视野很开阔视野很开阔。。我钓上来了好多只龙虾我钓上来了好多只龙虾，，特特

别有成就感别有成就感。”。”

据了解据了解，，池宅村党支部创新采用池宅村党支部创新采用““村村

集体集体++农户农户””入股模式入股模式，，打造打造300300亩稻虾种亩稻虾种

养基地养基地，，利用时间差实现利用时间差实现““一田三收一田三收”：”：三三

月放苗养虾月放苗养虾，，五月捕捞龙虾五月捕捞龙虾，，六月种植水六月种植水

稻稻。。农田得以充分利用农田得以充分利用，，不仅提升了土地不仅提升了土地

利用率利用率，，更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同时，，部部

分村民在基地就业分村民在基地就业，，收入得到了显著提收入得到了显著提

高高。。

““今年是我们共富工坊项目建设的第今年是我们共富工坊项目建设的第

四年四年，，全体村民积极入股龙虾基地全体村民积极入股龙虾基地。。这个这个

项目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项目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还营造了还营造了

团结和谐的村集体氛围团结和谐的村集体氛围。”。”池宅村党支部池宅村党支部

书记书记、、村委会主任池启高说村委会主任池启高说，“，“小龙虾配上小龙虾配上

老手艺老手艺，，真成了真成了‘‘金疙瘩金疙瘩’。”’。”

石柱镇政府门前的石柱镇政府门前的““非遗直通车非遗直通车””正正

驶向石柱村岩洽自然村的玉米田驶向石柱村岩洽自然村的玉米田。。翠绿翠绿

秆叶间缀着宝石般的白金玉米秆叶间缀着宝石般的白金玉米，，游客挎着游客挎着

竹编提篮穿梭田垄间竹编提篮穿梭田垄间。。种植大户摘下一种植大户摘下一

棒水果玉米棒水果玉米，，随后剥开苞叶随后剥开苞叶，，指着晶莹的指着晶莹的

籽粒说籽粒说：“：“这次非遗活动期间这次非遗活动期间，，我们玉米采我们玉米采

摘游揽客不少摘游揽客不少，，打响了水果玉米的名气打响了水果玉米的名气。”。”

据了解据了解，，此次玉米采摘游此次玉米采摘游，，让该种植大户让该种植大户

增收了近万元增收了近万元。。

鼓板声歇鼓板声歇，，龙灯蜿蜒归巷龙灯蜿蜒归巷。。66 月月 1515

日日，，永康市永康市 20252025 年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在石柱镇落下帷幕系列活动在石柱镇落下帷幕。。这场以这场以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让文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绽放新光彩””和和““融融

入现代生活入现代生活——非遗正青春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为主题的

盛会盛会，，不仅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不仅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成果护成果，，更展现了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更展现了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非遗保护的本质是让文化基因在非遗保护的本质是让文化基因在

当代血管中延续当代血管中延续。”。”石柱镇副镇长胡玉丽石柱镇副镇长胡玉丽

说说，“，“下一步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推动我镇将持续推动‘‘保护根基保护根基

更实更实、、创新活水更畅创新活水更畅、、惠民成色更足惠民成色更足’’三三

大举措大举措。。唯有让非遗扎根现代生活场唯有让非遗扎根现代生活场

景景，，才能让其真正才能让其真正‘‘活活’’下去下去，，进而进而‘‘火火’’起起

来来。”。”

非遗，在石柱镇绝非博物馆中沉默的

展品，而是融入街巷、浸润日常的蓬勃生

机。

活动中，永康鼓词悠扬的曲调回荡在

金银老街的凉亭。鼓词艺人施霄贞的手

指在鼓板上翻飞，沙哑嗓音牵引着台下男

女老少的心弦。她唱的不止是古书里的

忠孝节义，更巧妙地融入了邻里互助、村

规新风的现代篇章。当唱词涉及孝老爱

亲的内容时，人群里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与热烈的掌声。“以前是大家坐在树下一

边听鼓词一边乘凉，今天我们围坐在凉亭

里听鼓词，氛围很好，很惬意。”陈老伯说。

非遗市集内，手作体验区人头攒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康剪纸代表性传承人俞

彬琳身边围满了好奇的游客。她粗糙的手

灵巧翻飞，红纸簌簌落下，一幅精美的图案

便渐渐在指尖显露出灵动的雏形。看着孩

子欣赏时专注的模样，一位母亲由衷感慨：

“没想到这老手艺这么有趣。孩子看了半

天，比打游戏还入迷。”这生动的互动，不

仅让传统技艺得以传递，更在无形中将乡

土文化的魅力悄然根植于心。

如今在石柱，非遗已从被仰望的“遗

产”，变成了村民生活里可触、可感、可参

与的“身边物”，成了带来欢乐与归属感的

精神源泉。

非遗的生命力，根植于系统性保护与

创新性激活。石柱镇以“建档守护人、体

验引活水、云端拓新途”三大举措，构筑起

传统技艺薪火相传的立体生态。

走进石柱镇文化站，一组档案柜无声

地诉说着小城的文化基因——打金打银

工艺、永康肉麦饼制作技艺在泛黄纸页与

数字影像的交融中，凝成一部厚重的《石

柱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自 2013 年

以来，石柱镇完整收录了 2 项代表性项

目、3 位传承人的技艺实录。同时，该镇

还通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提供资金补贴、传习场所等方式，鼓励其

开展授徒传艺活动，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成长。

当非遗档案在库房中静述历史，金银

老街已化作非遗传承的活态试验场。在

古韵悠长的金银老街上，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多家金银器展示店铺，琳琅满目的传统

金银工艺品静候游人品鉴。据了解，石柱

村还不定期组织资深手艺人，开展打金打

银技艺展演体验活动，让游客不仅能近距

离观赏精湛的传统工艺，更能亲手体验锻

打、錾刻等制作过程，感受非遗的独特魅

力。

据了解，打金打银体验活动期间，游

客仅需购买纯银的银器，便可免费体验熔

银、锻打、錾刻纹饰等全流程首饰定制，一

小时左右便可带走专属信物。沉浸式体

验让非遗从橱窗展品蜕变为可造、可感、

可流传的生活艺术品。

2024 年被列入“永康非遗体验基地”

的浙江伟丰肉食品有限公司，正以永康非

遗美食肉麦饼为内核，串联起两头乌猪全

产业链，构建起“技艺传承—品牌孵化—

电商赋能”的振兴闭环。

在“伟丰食品”抖音号直播间，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付美贞指尖翻飞，

将秘制两头乌猪肉裹入面团。她边演示

边讲解技巧，传授肉麦饼制作技艺，并提

供 包 装 设 计 、品 牌 运 营 等 配 套 课 程 。

2022 年至今，该直播间销售额超 2860 万

元。不止如此，付美贞还积极参加农展

会、非遗日等活动，通过线下联动推动肉

麦饼与农旅、研学、物流等产业的融合。

十八蝴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