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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每逢周末、节假日，台州市各大公
共文化场馆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在那里，市民既能感受文化艺术的
滋养，又能享受贴心的文化服务。

而在不同的场馆，总能看到志愿
者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或热爱文艺，或沉浸书香，或
钟情文博，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传递
文艺力量，播撒文明种子。

他们忙着讲解导览、维护秩序、登
记整理……以满腔的热情、认真的姿
态，坚守在不同的服务岗位。

文化服务贴心

近年来，为了满足市民井喷式增
长的文艺需求，台州市文化馆准备了
多样化的文化展演和培训活动，同时，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组建“文化志愿者
服务联盟”，打造服务型、技能型等多
支文化志愿者队伍。

59岁的椒江市民陈爱军，担任“文
化超市”旗袍形体班助教已有4年。

陈爱军承担发通知、点名、组织
大家课前练习等工作。每次上课，她
都是第一个到教室；上课的时候，她
会用手机录下老师的示范视频，课
后 传 至 班 级 群 ，方 便 学 员 课 后 练
习；每期“文化超市”的结业汇演，她
要调动全体学员的积极性，鼓励大
家多多参与演出。

自担任旗袍班助教以来，陈爱军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协助管理班级上，
也多次放弃报名参加“文化超市”新课
程，“我们能享受这么好的公共文化资

源，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服务大
众。”陈爱军说。

热心肠的陈爱军，还是该馆的
服务型志愿者。她说，文化馆的活
动一般会在志愿者群提前发布，大
家都踊跃报名，有些活动的志愿名
额还需要抢，“在提供服务的同时，
还能欣赏到丰富的演出展览，何乐
不为呢？”

在台州市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
已有 391人，包含讲解志愿者、活动教
员、摄影志愿者等多个岗位。

39岁的林光通，爱好摄影、运动，
摄龄 4年，现为台州市摄影家协会、台
州市体育摄影协会等会员。他热心公
益，加入台州市志愿服务车队，有丰富
的志愿服务经验。

2019年，林光通偶然看到台州市
博物馆招募摄影志愿者的公告，便报
名参加了，“没想过，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能帮助别人”。

之后，林光通保持一月至少拍摄
一场博物馆活动的出勤率。为了满足
不同场景活动的拍摄需求，他每次都
是全副武装，一台单反相机，外加变
焦、超广角、中长焦“大三元”镜头，再
扛上三脚架。他就背着这套 10多公斤
重的拍摄装备，在会场来回走动，全方
位记录精彩活动瞬间。

今年 1 月，台州市博物馆办了一
场汉服秀大型活动。为了还原活动
现场，林光通还特地准备了无人机，
拍摄俯瞰全景照片。林光通说，在成
为博物馆志愿者之前，自己很少关
注文化场馆的活动，“通过这几年的
照片记录，我感受到博物馆活动内
容越来越丰富，参与者越来越多，氛
围越来越浓厚。”

服务质量提升

台州市图书馆拥有台州市民讲
堂、市民书友会、哈皮小书坊、真人图
书馆等品牌活动，且品牌活动周周有，
惠及广大市民读者。

一系列公共阅读服务持续高质量
输出，既有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全身
心投入，也有许多热心人士以志愿者
的身份参与进来，增进图书馆与读者
之间的交流。

市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志愿讲
师徐增杰，是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
工程学院的一名讲师。他还是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
学硕士。

徐增杰本人就是市图书馆的常
客，“之前参加过市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活动，觉得很有意义，后来看到图书馆
在招募志愿者，也想参与其中。”

他通过“真人图书馆”活动，开展
多期心理互动讲座，创新与读者一起
用涂鸦绘画的形式探索内心，获得不
错的反响。

此外，徐增杰还帮助搭建文化场
馆与高校交流的桥梁，在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团支部的支持
下，每年都有台职院的学生活跃在各
个志愿者岗位。

70 后哈皮小书坊荐读志愿讲师
王琪，有着中国经典阅读公益推广
人、中国摩西创新脑图签约讲师等多
重身份。

5年前，在朋友的推荐下，王琪加
入市图书馆志愿者队伍，每年都会出
席5-6期的童书推荐活动。

王琪告诉记者，准备一堂绘本课，
她需要提前一两周备课，挑选熟读童
书，并做好互动课件。

近期，市图书馆推出哈皮小书坊
线上童书推荐活动。王琪报名参加，为
小读者推荐《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等多
个绘本故事。

为了让线上绘本课更具生动，王
琪特地自学了视频剪辑，在每期的推
送课程中插入绘本小视频。

“我非常喜欢阅读，也喜欢和身边
的人分享好书。”她说，“市图书馆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公益交流平台。我会
继续坚持做好阅读推广工作，帮助更
多孩子培养良好的阅读兴趣。”

小小讲解员的风采

在市级文化场馆的志愿者队伍
中，有工作在各行各业的市民，有在校
大学生，还有青少年。这群孩子在参与

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不输大人
的精彩风貌。

2月28日下午2点，就读于台州市
白云小学六年级的王嘉艺，准时出现
在台州市博物馆“大地情怀”民俗馆的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区块。她身穿红色
马甲、头戴小红帽，还佩戴了工作牌，
面向参观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花
灯故事。

2017年，台州市博物馆在台州市
白云小学招募小小讲解员，爱好历史
的王嘉艺报名参加。

4年来，她在台州市博物馆留下来
很多精彩的志愿活动回忆。比如，第一次
穿上可爱的格格服为游客讲解；第一次
完成移动式讲解；逐渐掌握二楼“山魂海
魄”历史馆中，灵江之畔、章安古港、天台
之州、赤城潮涌四个板块的讲解，再拓展
到三楼的“大地情怀”民俗厅；第一次评
上“优秀小小讲解员”，并担任讲解员小
老师，为新晋小讲解员上辅导课……

王嘉艺的妈妈告诉记者，女儿非
常热爱这份“工作”，每个月至少参与
一次讲解活动。在现场，她总是主动上
前，为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

更让她欣慰的是，孩子参与志愿
活动以来，一直坚持阅读相关书籍，主
动学习历史文化知识。“这是志愿服务
活动带给孩子的正面引导，她不仅热
心公益事业，还爱上了学习台州历
史。”王嘉艺的妈妈说。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市级文化场馆志愿者群像

文化暖心，志愿为您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今年 1 月，台州发起外来务工人员
“留在台州过大年”的倡议。

34 岁的新台州人胡俊，是一位自
媒 体 人 ，专 注 公 益 拍 摄 ，先 后 开 设

“老城计划”“寻味台州”“手工匠人”
等专题。

看到这个倡议后，他心生想法，“能
不能拍组短片，细数‘留台过年’背后的
大不同”。

他组织了3支拍摄小队，先后前往台
州多地拍摄素材，最终创作出这部公益
短片“守”三部曲。

留在台州，他乡亦故乡

2月8日，三部曲的第一曲“信守”上线。
“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不回家过年”

“一个人在异地过年不能回家，心里会孤
独吗”“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对家
人说的话”，几组问题拉开序幕，步入4位
受访者的内心世界。

在台州 20 多年的保洁员陈女士，
每年都盼着春节回安徽老家，享受团
圆的日子。想到一年未见的儿子，她黯
然落泪。在椒江某创业园当保安的柴

先生，为了尽快赚够父母的医疗费，按捺
住归乡的渴望，选择留在台州坚守岗位。

当然，留在台州过年，他们也会有暖
心的记忆——

一位老家在东北的 80后老师，第一
次留在台州过年，老乡特地为她准备了
家乡美食酸菜猪肉馅饺子。

年轻轮滑教练小白，一年前从云南
来台州。春节，有学员家长邀请他到家吃
年夜饭，让他感到暖心。

因为你们，台州更加美

过年期间，第二曲“坚守”上线。这次，
镜头转向景区工作人员、饭店厨师、交通
警察、加油站工作人员、公交车司机……
在新春佳节里，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景区工作 5年，我已经好几年没
有回家过年了”“今年号召留台州过年，
我更要坚守岗位，保障市民的出行保
障”“春节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我做
厨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希望得到客户
的肯定”。

春节假期，他们用镜头记录这些奋
战在一线的工作者们。“舍小家、顾大
家”，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为假日里一道
独特而温暖的风景线。

留守孩子，都守着期盼

负责策划最终曲“留守”的蒋佳琪，
刚加入胡俊的团队不到一年。她回忆，2
月初，摄影小队来到仙居县田市镇柯九
思村，用了一天的时间走访村庄，随机对
5位青少年进行拍摄。

孩子们不约而同提到“希望爸爸妈
妈能回家”。“这些孩子的内心，很渴望得
到亲人的爱护。”蒋佳琪说。

到晚上，拍摄任务结束，拍摄小队没
有急着收工。他们拿出提前准备的玩具、
烟花等，和孩子们玩耍互动。

最后一期视频，安排在元宵节前
推出，呼吁在外忙碌的家长们，“待春
暖花开，疫情好转，抽时间回家看一看
孩子、老人。”蒋佳琪说。

（本文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公益短片“守”三部曲

细数留台过年暖心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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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日，台州市音乐
家协会开展的建党100周年台州市优秀创作歌曲征集活
动启幕。

据介绍，此次征集活动对报送音乐作品的风格、题
材、形式不限，要求围绕“建党100周年”主题，立足台州，
放眼全国，赞美祖国秀丽风光、地域风情、人文历史，反映
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广大人民的理想追求。作品
内容要积极向上、具有时代气息，旋律新颖优美、具有较
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易于普及传唱。

上送作品的词曲作者中，至少有一位为台州籍或
在台州工作、生活的新台州人，年龄、职业不限。作品
需为近年创作，未在台州市音协相关书籍中刊登过，
不得侵犯第三方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此次征集活动至3月31日结束，以县（市、区）音协和
市音协二级学会为单位，统一报送市音协。4月，市音协组
织专家对报送作品进行筛选，结果将通过台州市音乐家
协会服务公众号公示。入选的创作歌曲通过多种渠道宣
传，鼓励各地在文化下乡、文化走亲等惠民服务中演唱推
广，提高作品传唱度。

即日起至3月31日，市音协开展
建党100周年优秀创作歌曲征集活动

音乐创作爱好者
赶紧来参加

本报记者林 立

沉香，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它看着很高深，很高雅，很高级。但如果你靠近它、品

味它，就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去。
古人认为，香既是沟通人与神、敬奉先祖的媒介，又

有怡情养性、启迪才思之妙用；既是袪秽致洁、美化居室
的妙方，又是养生疗疾、袪疫辟瘟之良药。

中国用香历史可追溯至春秋之前，唐盛时期，调香、
熏香、评香已成为高雅艺术。宋代香文化达到鼎盛，《梦粱
录》记载：焚香、点茶、挂画、插画，四般闲事，不适累家。

古人用香又以沉香为上，“沉檀龙麝”四大名香，沉香
居首位，历来被视为敬神、礼佛、品闻、药用等最理想的香
材。至明清，部分雕刻作品以沉香木为材，沉香雕刻艺术
初步发展，但因野生沉香资源的稀缺，传世罕见。

高雅的光环，让沉香神秘莫测，但只要了解它的本
质，也就没有距离感了。

沉香其实是四种特定科属的植物树汁的异化物，一
般需 30年以上的成树，遭遇过刀斧、雷电或虫蚁伤其树
干，创口缓慢痊愈，出现结香。

沉香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
老挝、柬埔寨、泰国及我国海南、广东、广西、香港等地。自
古，海南沉香因特有的品质和香气，区别于其他惠安系的
沉香而自成一系，也称琼脂、崖香。

看完这些文字资料，现在，台州市博物馆还提供了一
个近距离了解沉香的机会。

2月27日至3月29日，在台州市博物馆四楼展厅，有一
个乘物游心——沉香雅集展。由安徽沉香博物馆——徽州
三雕代表性传承人郑尧锦先生带来的系列沉香展品、沉香
木雕，将让大家品味到这一高雅材料的清雅滋味。

探寻一次沉香，也许能为你的生活，开启别样的仪式感。

鼻翼轻嗅，探寻生活的仪式感

去台州市博物馆
看“沉香雅集展”

近日，路桥区路北街道举办“走进中国戏曲，弘扬传
统文化”专场演出。演员们献上了《梁祝》《何文秀》《陆游
与唐琬》等20多个精彩节目，让观众现场感受中国传统
戏曲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陈伟华 通讯员林汝秋摄

日前，来自松门、箬横两镇的戏迷，聚集在温岭市松
门镇松东村文化礼堂进行了一场戏曲展演。演出在越剧
大联唱中开始，戏迷们依次登台，表演了《珍珠塔》《莫愁
女》《红楼梦》《玉堂春》《追鱼》《五女拜寿》等选段。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摄

“文化超市”旗袍形体班教学现场。

市博物馆志愿者拍摄活动图片。

市图书馆的图书分享活动。

市博物馆小小讲解员为参观者提
供讲解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