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塘下镇“永光杯”第六届青

年歌手大奖赛举行。

塘下镇妇联、塘下镇摄影协

会联合举办女摄影爱好者摄影作

品展。

张金国再获《温州年鉴》菱华

奖摄影赛金奖，获奖作品《和谐》在

温展出。

塘下镇中考成绩喜人，3名

考生进入全市前十名，重点高

中上线率达36.9%。

第六届上海国际青少

年钢琴大赛银奖获得者塘

下姑娘徐佩佩上海奏响《帕

凡舞曲》。

塘下人编撰

《塘 下 乡 村 文

化》。

塘下农民摄影再次享誉

全国，7人作品夺得1金3铜8

优秀。

瑞安首个侨联文

化礼堂落户塘下。

“燎原”杯足球赛

决出4强。

70岁的塘下镇侨联主席董德

申从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归侨侨

眷代表大会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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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微微

塘下是个民间文体组织众多的地
方，纵观 2013 年，这些民间组织文艺
活动亮点多、成绩佳，塘下摄影人捧回
不少摄影奖；塘下文人忆当年老街，将
很多人带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感
叹塘下的发展变化之快；莘莘学子奋
发向上，创下 5 年来瑞中上线率和重
点高中上线率初级中学中考最好成
绩；温州首个城市文化综合体“瑞安市
青春 168 文化产业园”总体创意方案
正式确定，2014年为全市人民送上文
化娱乐大餐⋯⋯盘点这一年文化事件
的关键词，或许你能从中找到与自己
生活、情感息息相关的点滴。

激活文化 守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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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文艺活动
2013 年的塘下教育，从中考成

绩的公布开始，本报就一直给予较

多关注和报道。10 月本报开始推

出“特色教育在塘下”栏目，连续报

道了塘下十所学校的特色教育，如

鲍田中学的摄影、塘下一中的体育、

鲍二小学的剪纸、塘下二中的健美

操、实验二小的陶艺、龙翔高中的美

术、罗凤中心小学的儿童阅读、塘下

中心小学的校本课程、瑞安二职的

数控以及塘下镇幼的阅读活动⋯⋯

6 月，塘下镇初级中学中考取

得可喜成绩，来自塘下一中的陈林

可、罗凤中学的徐益子及场桥中学

的项白絮 3 位考生分别以裸分 659

分（第二名）、653分（第六名）、652.5

分（第九名）进入全市中考前十名。

2013 年塘下镇参加中考考生

1550 人，重点高中（瑞中、十中和塘

下中学）上线人数为 572 人，重点高

中上线率达 36.9%。瑞中公费录取

分数线为637.5分，塘下镇各初级中

学（包括瑞中提前招、瑞中公费生及

瑞中定向生）上线学生共 66 人。其

中，鲍田中学 26 人、塘下一中 17

人、罗凤中学 10 人、场桥中学 8 人、

塘下二中4人、海安中学1人。瑞中

上线率和重点高中上线率创塘下镇

5 年来初级中学中考最好成绩，塘

下教育学区列直属、安阳教育学区

之后，稳居全市第三。

9 月，塘下实验小学工程（原名

中心区实验小学）投入使用，正式开

始招生。同月，塘下镇召开第 29 个

教师节庆祝大会，表彰一批 2012 年

度荣获瑞安市级以上荣誉的先进教

师，记者走近部分先进教师，了解他

们的教学历程，展现了塘下优秀教

师的风采。

塘下民间文体组织协会众

多，各类文体活动自然就多，摄影

协会多次组织会员采风创作，塘

下摄影人的摄影作品展频频拿

奖，体育运动协会、俱乐部等多次

开展友谊联赛，带动全民运动。

2013 年 10 月，“缤纷长三角·
浦东新场杯”长三角地区摄影邀

请赛颁奖暨摄影展开幕式在上海

浦东新区新场镇举行。该展为第

15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群文

活动和 2013 年浦东文化艺术节

系列活动之一，在江苏省、浙江省

摄影协会和文化馆的推荐下，邀

请了塘下镇、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唯亭街道等具有摄影特色的镇

街与新场镇一同参与，共收到来

自三地摄影爱好者的摄影作品近

千幅。塘下镇获得一等奖1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24

名，同时还获得优秀组织奖。

2013 年，由塘下镇团委联合

本报塘下新闻部、镇文明办、镇摄

影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绿洲

豪庭”杯 2013 首届最美塘下城市

摄影大赛，共收到124幅以塘下人

居环境、城市建设、人文风俗、自

然风光等为题的最美塘下城市元

素作品，经过专家评委多轮挑选，

最后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20名。

塘下镇第六届青年歌手大奖

赛拉开帷幕，吸引了近百名选手

报名，参赛歌手中年龄最大的 42

周岁，最小的才刚满 16 周岁。塘

下镇青年歌手大奖赛是面向塘下

镇音乐爱好者的歌唱才艺比赛，

是塘下镇最具规模的歌唱品牌项

目，也是塘下镇最具影响力的比

赛。

2013 年 11 月 8 日记者节当

天，塘下张金国成人书法班的学

生和实验二小的老师们邀请了驻

塘下的3家新闻媒体有关人员，举

行“庆新中国第 14 个记者节书法

现场交流会”，20多人现场书写以

“记者”为题的内容。

关键词：乡土文化

“每一片土地都有标志性方位。

如果让我推荐，塘下哪个方位最该去

走走？我一定会推荐：塘下老街。”塘

下文人倪亮的一篇《一条老街里的塘

下》见报后，让很多塘下人回忆起当

年老街的生活场景，老街的变化见证

了塘下的发展和变化。

民间向来不缺“高手”，这中间

不乏收藏爱好者，本报连续报道了

多个塘下收藏界的收藏者，藏品有

老式相机、邮票、印章等，另外民间

还有众多草根文人，他们发挥自己

的所长或者兴趣为塘下文化事业

的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塘 下 镇 文 联 主 席 李 大 水 用

方言创作了一首环保顺口溜《保

护环境 人人有责》，提倡人人要

保护好环境。在这个顺口溜里，

不仅叙述了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河 道 的 变 化 ，也 阐 述 了 环 境 变

差、河道变黑的主要原因，并提

出了一些整治环境的方法，希望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做好环保小

事，他还经常出现在环保宣传主

题 晚 会 上 ，向 市 民 宣 传 环 保 理

念。

另一位普普通通的企业主，

自嘲是“小学毕业的半文盲”，但

他爱塘下的点点滴滴，10 余年来

不辞辛劳，收集各种资料编撰了

《塘下乡村文化》，弥补了塘下尚

无一本乡土文化书籍的缺憾。

关键词：文化产业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文

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配套齐全

的塘下体育公园、高品位的青少

年培训游乐区、多功能的电子商

务中心和产业会展中心⋯⋯2013

年底，塘下镇在中心区计划开建

的温州首个城市文化综合体项目

——瑞安市青春 168 文化产业园

总体创意方案正式确定。

这是塘下镇停建政府大楼后

打造的综合文化服务阵地，该项

目占地 57 亩，配套绿地 104亩，总

投资 5000 万元，瑞安日报有限公

司负责项目定位及创意策划，计

划2014年6月份竣工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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