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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婧

近日，“长三角名家百家书法精品邀请展”暨“岁稔时
康——全国长三角明清书学研讨会”在台州书画院举办。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书协、江苏省书协、浙江省书协、安徽省
书协共同主办，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台州市
书法家协会承办，台州书画院协办。

作为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的一项重要活动，本次展览
汇集了沪苏浙皖一市三省老一辈书法名家的 100件精品
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抒发了书法家们对
党和国家的感激与热爱。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书协主席赵雁君表示，此
次参展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长三角书法界的标杆和旗
帜。“希望这次活动能成为致敬前辈、启迪后辈的借鉴学习
平台，增进四地书法界观念碰撞、艺术互鉴，拓宽年轻人的
创作视野，引领长三角书法创作新风，为长三角书法界注
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开幕式后，“岁稔时康——全国长三角明清书学研讨
会”紧接着举行，由入选作者与大家分享论文的写作角度
和研究成果。

据了解，为大力促进长三角书法史学研究，进一步传
承弘扬江南文脉，此次研讨会论文皆由主办方向全国征稿
而来，凡明清时期长三角区域（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的书法流派、书法家、地域书风、时代书风、书学理论以及
有关长三角区域的书法鉴藏、书法教育等研究文稿均在征
集之列。而此次论坛共有23个省市作者应征，165篇论文，
经过评审，共有 30篇论文入选，其中 5篇被提名为优秀论
文。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针对明清以来江南书法的发展进
行重新梳理和研究，为当前如何更好地推动长三角文化发
展一体化提供借鉴与启示。

研讨会现场还来了不少书法爱好者。
李牛是江苏师范大学的研一学生，她表示，自己从准

备美术艺考后开始接触书法，平时在学校主要以实践为
主，很少参加类似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可以开阔视野，
多和大家交流交流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

来自椒江的书法爱好者周荷花说，自己虽然练习书法
不久，但是非常热爱书法。“一开始就是为了消磨时间，但
时间久了，发现学习书法不仅只是为了写更好看的字，书
法更是一种艺术。”

在练习的过程中，周荷花也对书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每个人的审美点不一样，写出来的字结构、深浅也不
一样。一幅作品，行书有深有浅，代表的就是书写中时间流
逝的过程。和音乐一样，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也是有节奏感
的，可以从二维、三维、四维角度分开去欣赏。”周荷花还
说，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专业性的学术研讨会，颇有感触，

“如果以后研讨会现场，还有书法大家在现场泼墨挥毫，我
们可以观摩一下，就更好了”。

长三角名家百家书法精品邀请展暨岁稔时康——全国长三角明清书学研讨会举办

本报见习记者卢珍珍

时光荏苒，“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
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已经流入台州人的血液，成
为一种城市精神。在行业里拓荒，在时代间跨越，大陈
岛垦荒精神一直绵延着，如同一种养分，滋润着各行各
业的人在工作中盛放如花。

这一次，我们找到四位讲述者，来听听他们的行业
垦荒故事。

从无到有
夏晓雅 台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和垦荒精神一样，我们去武汉抗疫，也是一次从
无到有的过程。”

夏晓雅，这个 1996年出生的天台女孩是台州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也是我省首批援鄂医疗队
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没有太多顾虑，这只是医务人员的使命。”院里下
发通知，夏晓雅就报名了。

2020年1月28日，跟随浙江省援鄂医疗队，夏晓雅
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开展救治护理工作，护理对象是
病区3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

武汉的冬天特别冷，这是夏晓雅的最初印象。艰苦
的抗疫环境，更是加深了这种寒意。“我们所住的酒店，
刚去时什么也没有。”院感专家便将酒店的各个区块划
分成污染区、清洁区等。

但对夏晓雅来说，严密的防护装备，就是一次挑
战。第一次上岗是夜班，按惯例，第二天早上夏晓雅要
给患者抽血。三层手套，外加多层护目镜，让她的工作
并不能顺利开展。“手的灵敏度降低了，抽血总是失败，
后来才慢慢习惯。”

更多时候，夏晓雅是患者的心理寄托。
“听说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他们就很放心。”在病

区，夏晓雅成了患者的亲人，除了日常护理工作之外，
偶尔还会陪他们聊天。

一位阿婆要出院了，向夏晓雅用手摆出了一个爱
心的姿势，这份感动，留在了她的心里。

“现在我还是在重症科工作。”日子恢复到往常，夏
晓雅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去抗疫的事，我们已经很
少提起。”但她能感受到这次出征带来的改变，“相比以
前，我对待病人更加耐心。”

医务人员的工作，忙碌是常态。“我们科室，承担了
现在部分疫苗保障和接种的任务。有些人夜班后本来是
要休息的，但也被派去保障。”夏晓雅说，大家没有怨言。

“去武汉后怕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夏晓雅并没有
迟疑，“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工作内容其实是
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让更多老百姓脱贫致富
李威 台州市“四好农村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路是一座城市的血脉，每延伸一段路，便能激活一
部分人的生活。

“路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感。”从2016
年开始，李威见证了这种幸福感的提升。

最贫困的，都在边缘。“要共同富裕，我们就要把路
接到老百姓家门口。”“四好农村路”的建设，不仅提供
了交通支撑，更美化了乡村，带动了乡村的产业发展。

“当一条路接到旅游区，这种改变是很大的。”玉环
景区的一位老板告诉李威，自从环岛美丽公路打通之
后，自家景点的客流量增加了三倍。

“以前名不见经传的潘家小镇，现在成了网红小
镇。我们当时就是把路建好，激活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他们主动把旅游产业搞起来了。”路通到门口时，老百
姓脸上的笑脸，让李威体会到这个岗位带来的成就感。

台州的“四好农村路”建设，在全国都有名气，其中
的天台寒山和合环线还被交通部评为全国十大最美农
村路。

把路建到老百姓门口，需要苦干、实干。一直以来，

资金、土地，都是造路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李威
他们绞尽脑汁。“我们的资金筹措模式，就是让省里补点、
市里奖点、县乡挤点、村里筹点、乡贤助点、项目拼点。”

除了建好公路，如何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公路，
也是一门学问。“我们把乡贤、党员、群众动员起来，通
过授予农村公路命名权、广告权等，探索培养了农村公
路的‘穷养’模式。”

每条美丽公路的背后，都是一群愿意扎根农村的
干部。“人才更重要，我们要培养公路的守夜人，培养有
情怀的守夜人，这种情怀比钱都重要。”

“十年前造路，是让老百姓出来。五年前造路，是要
求公路美化起来，产业、旅游兴旺起来。将来，我们还要
管理好公路，让老百姓得益于完善的公路设施。”这是
李威的理解。时代在变迁，造路在继续，创新也在继续。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自行编制的《美丽公路建设指
引》《美丽乡村路建设技术口袋书》成了行业指导用书。
台州美丽农村路建设经验，更是多次受到中国公路学
会、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的邀请，进行宣讲。

跨越
徐永明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管理部副总经理

缝纫机，一个由皮带传动的机械运动，却在台州人
手中玩出了花。

作为行业的拓荒者，杰克一直在创新。
今年 40岁的徐永明，在缝纫机行业工作 22年，并

拥有16年的研发经验。小到一个结构的改进，大到全新
产品的开发，他充分体会到创新所带来的改变，“一个
产品的研发，甚至就是一个时代的跨越”。

包缝机的研发过程，在徐永明印象中，尤为深刻。
2011年上市的包缝机，告别机械式，正式进入电脑

化，实现了自动缝纫、自动剪线、自动抬压脚的全过程。
“一开始以为按照设计做出来就好了，但到客户手中时
发现了很多问题。”新产品投入到市场试用时，立马受
到了客户的质疑。“新产品的线经常松、经常掉。”为此，
徐永明经常一个星期就跑一次市场，反复摸索。

虽是研发部门，但从前期供应商的零件供应、工厂
生产，到后期的客户维护，徐永明几乎全程跟踪。“很多
人认为，工匠就是坐在冷板凳上，日复一日研究，但新
时代的工匠，要做的更多。”

“很辛苦，但是也很幸福。”直面客户的需求，让徐
永明每次设计产品时，有了客户思维。“做产品，除了对
技术的把握之外，还要理解客户。”那一年，徐永明获得

了公司的“重大产品开发贡献奖”。
但时代在变，以个人能力为主的研发时代，已经成

为过去。“以前的研发更强调个人能力，个人思维决定
产品的的成败。”徐永明说，“一个产品设计出来，可能
出现无法生产，或者售后不好维修等问题。”

2016年开始，杰克采用 IPD（集成产品开发）流程系
统，它强调跨部门团队的合作——这又是一次跨越。

“相比以前，我们的技术方案风险要小，服务要方便，生
产要便捷。整体效率，反而变高了。产品到客户手中，问
题会更少。”

创新，跨越，这是徐永明一直在追逐的事。“我们要看
到五到十年后，缝纫机的变化、服装的改变，如何在未来的
服装领域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

海岛上的文艺之花
黄再青 玉环文化馆退休党员

当迪斯科音乐响起，黄再青带着一群妇女跳起了
舞——很难想象，在上世纪80年代，妇女们愿意从家里
走出来，跳着舞走进文艺活动。而这，是黄再青的主意。

黄再青，94岁，玉环楚门人，从玉环文化馆退休之
后，一直投身于基层文艺事业，“妇女也是半边天，我要
发动她们去参加社会活动”。

“一开始只有老人跳，后来医院的、银行的、学校的
人都跟着跳。”她们从村里开始跳，跳到镇上，跳到城区
大街上。跟随她舞动身体的人，从十多个到了上百个。

过春节的时候，她号召文艺爱好者一起办晚会，用
唱歌、跳舞、舞剑、小品等多种方式，宣传民俗、民风。

“第一场大家都拒绝拿票，第二场就爆满。”她们的专场
演出，开始到处巡演，甚至演到了海岛。

“我后来调到居委会，那文化宣传方法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从家庭出发，搞好了家，才有国家的和谐。”根据
平安家庭、文明家庭、和谐社区的标准，黄再青想出新点
子。她在九月九重阳节这一天，举办表彰大会，表彰那些
婆媳关系好的家庭，用照片记录，放在宣传栏上。

如今，老人居住在玉环长者公寓，在唱跳都不大方
便的年纪里，她又想出用乐器合奏的方式，开展文娱活
动。一颗文艺之心，始终如一。

一件事，黄再青做了一辈子。“党有什么需求，我们
就想方法，方方面面去落实。相比战场上牺牲的人，我
做的这些都不算什么。”

潜移默化般，黄再青的子孙后辈们，也大多与文艺
结下了不解之缘，各自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行业里拓荒 时代间跨越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
则不强。一座城市亦然。没有精神的城市就像没有灵魂
的人偶，城市精神的培育和提炼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
必然选择。而人作为文化重要的承载体，在城市精神的
培育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上世纪 50年代，467名青年响应“建设伟大祖国的
大陈岛”的号召，满腔热血登岛垦荒，书写了一段大陈
岛从满目疮痍到生机迸发的蜕变历史，也孕育了“艰

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
荒精神。

时光的车轮滚滚前行，历史洪流并没有湮没这段
艰苦的岁月，党和中央也始终牵挂着大陈岛和垦荒队
员。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专程登上大
陈岛考察，提炼解读大陈岛垦荒精神,提出建设“小康的
大陈、现代化的大陈”的伟大号召。赋予台州大力弘扬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重任。此后，他还先后两次给大陈岛
老垦荒队员和老垦荒队员后代回信，强调要大力传承
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

如今，大陈岛已经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岁月，“艰苦
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 16个字，始终
高高镌刻在大陈岛凤尾山顶的石碑上，在台州改革发

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彰显了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感
召着台州人民砥砺前行。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台州把建设现代
化湾区作为新时代的垦荒，把大陈岛垦荒精神升华为
台州城市精神。16字“垦荒精神”凝练有力，塑造了台州
特色鲜明的城市气质，继续为台州的新垦荒事业提供
强大的精神支撑。

伟大精神不断传承

弘扬垦荒精神，引领新时代台州发展是一项系统
性、全局性很强的工程，需要在深入研究阐释、大力宣传
教育融入上下功夫，使其迸发更加耀眼的精神之光，推

动学习贯彻城市精神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2020年 4月，为深入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谋深谋实台州在浙江新目标新定位下的发展战略,市委
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三立三进三突围”为“十四五”和台
州更长远发展提前布局。其中在精神层面，台州以垦荒
精神立心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台州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同年7月底召开的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再次强调对
标浙江“重要窗口”建设，要走深走实“三立三进三突
围”新时代发展路径。会上提出，“要挖掘好这座精神

‘宝库’，让垦荒精神在人人心底散发光芒，打造台州城
市精神的‘新坐标’，彰显台州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在中
国精神谱系中不断放大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亮度。”

在新的时代下，纵深推进大陈岛垦荒精神理论研
究，凝练升华大陈岛垦荒精神价值内涵，尤为必要。

2017，台州启动首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理论研讨会，
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2018年6月，在第二次理论研讨
会期间，台州市级研究机构——大陈岛垦荒精神研究
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展示台州城市精神和红色文化的
重要窗口，也是大陈岛垦荒精神传播的重要基地。去年
6月，第四届大陈岛垦荒精神理论研讨会首次走出台
州，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
共同探讨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也
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到大陈岛这颗东海上的明珠。

2018年 7月，台州大陈岛干部学院正式授牌，面向
全国党员干部开展以大陈岛垦荒精神教育为特色的
党性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2019年4月，台州专门召开
部署会，并下发《台州市传承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并
升华为城市精神实施纲要》，从理论研究阐释、文艺精
品创作、主题教育实践等五大行动入手，推动城市精
神落地……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理论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化。在
今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台州市第五届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中，更是提出要坚定不移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

如今，在台州各主要入城口、城市街道、乡村宣传
栏，随处可见“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这 16个字。台州正通过深化宣教阵地建设、深化标
志标识打造等主题宣传方式，奏响传承弘扬的舆论主
旋律，为城市筑心立魂。

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垦荒人。要坚持“垦荒精神立
心”，始终把“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作为时代的最强音，铁肩担当、奋勇争先，唯实惟
先、善作善成，以垦荒之志、垦荒之力，一步一步将梦想
照进现实。

本文参考《台州以垦荒精神立心 引领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大陈岛垦荒精神的升华,为台州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为城市筑心立魂，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大陈岛垦荒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纪念碑。。杨杨 辉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