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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瑞蓉/文 陈立波/图

正月里，瑞安各地传统习俗多多：曹村有花灯，陶山有拦垟福，仙降有会市⋯⋯在塘下，里北垟村米塑

殿会不能不提。

今年 2 月 26 日是农历正月十一，该村迎来一年一度的米塑殿会活动，村民在戏台前摆放年糕、斛食和

糖果等，敬奉乡里先贤，祈福新年。

村民齐参与
米塑殿会传承民俗文化

据了解，里北垟村米塑殿会活动有着

600 多年历史，相传始于明代，与“徐府侯

王”徐震有关。徐震，北宋时瑞安义翔乡

人（今泰顺县下洪乡）。宣和二年(1120

年)方腊起义，进攻瑞安，徐震带兵抵御时

壮烈牺牲，享年 57 岁。后人为他建“忠训

庙”、举办殿会活动，作为纪念。

每一年殿会，重头戏便是做“斛”。

“斛”是村民的习惯说法，其实就是用一个

个小米塑作品拼接成的大作。

殿会前一天晚上 18 时许，热心村民

就聚集在村文化宫，开始做“斛”的准备工

作。他们将淘过的米倒入炊具开始炊米，

待大米炊熟，便倒入石臼内，捣制成米塑

的原材料。围观的村民看得心动手痒，纷

纷加入捣制队伍。

原材料捣制完成，被端上文化宫二楼

的大堂。在这里，10 来位米塑艺人已经

等待许久。

揉、搓、捏⋯⋯在他们娴熟的捏制后，

一个个“馒头桃”、“扁桃”米塑相继成型。

随后，一副造型精美别致的“佛手”也制作

完成。

22 时许，355 个“馒头桃”准备完成，

进入最后一个步骤——拼接。一个个“馒

头桃”被一根根细细的竹签拼接成“斛”的

各个部分，等待第二天的殿会活动。

次日，热烈的乐器声拉开了殿会活动

的序幕。青壮村民一同将昨夜赶制好的

半成品抬起，立在文化宫二楼大堂内，搭

成一个3米多高的“斛”。

此时，在外等待良久的村民进入文化

宫，将自家的年糕、水果和糖果等摆放在

戏台前，敬奉乡里先贤，祈愿新年风调雨

顺。

“殿会传承多年，供奉的意味渐渐变

淡。我们主要想通过这样的活动传承米

塑艺术，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里北垟村

党支部书记董海寅说。

百岁老人守护“非遗”
培养众多米塑弟子

在做“斛”人员中，董则骥的身份很特

殊：今年已经 101 岁高龄的他在村里德

高望重，也是村里所有米塑艺人的“师

傅”。

现在董老先生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他手指灵活翻动，揉、搓、捏⋯⋯不一

会儿便做出一个饱满的“馒头桃”。当晚，

他还用米糕做出十二生肖的形状，赠送乡

亲。

在瑞安的传统民俗中，老人办寿宴、

新屋落成时的“抛梁”仪式、小孩“对周”等

都要用到米塑。董则骥耳濡目染这项传

统手工艺，加上天赋过人，年纪轻轻便能

参与“斛”的制作，至今已经 80 多年。经

过村里米塑艺人的指导，董则骥“巧手”名

声渐显。

如今，米塑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董

老先生开始寻找“接班人”。他说：“这是

从古传承下来的手艺，是我们的历史，以

后还要把它传下去。”

董老先生的儿孙出国工作，无意学米

塑。他便在一年一度的米塑殿会上寻找

手巧之人加以指导。虽然没有正式的拜

师仪式，但受过指导的人都尊董老先生为

“师傅”。

里北垟村举办
民间传统殿会祈福新年

百岁老人带徒做斛食

百岁老人董则骥在做斛食百岁老人董则骥在做斛食

殿会现场

客运忙
塘下就业仍受新居民青睐

近期，回乡过年的新居民陆续来到塘

下，或回归工作岗位，或寻找新的工作。

在塘下三运公司，新居民从一辆辆大客车

下来，提着大包小包，慢步走出车站。

2 月 28 日，天气晴好，塘下三运公司

门口人头攒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带

着对新年的期许和对塘下的认可，在塘下

开始新一年的打拼。

张阿姨一家三口经过近一天的颠

簸，在三运公司下了车。放下东西，3 个

人不约而同地伸了伸懒腰，“车上坐了一

天，还带着几十公斤重的腊肉和猪油，感

觉骨头都要散了。”

张阿姨一家是贵州人，已经在塘下

打工好几年，今年决定再到塘下工作。

“我们在塘下待久了，对这里很熟悉，工

作也会好找一点。”她说。

在众多新居民中，李小姐有点鹤立

鸡群。她只身一人，轻装出行，神情淡

定，偶尔拿出手机回复消息。记者上前

一问才知道，她是第一次来塘下，正在等

待妹妹来接站。

她原来在广东从事家具销售工作，

每个月挣 4000 多元。“我的家人都在这

边，他们都说塘下好。”她动了心，今年决

定来塘下找工作，如果收入和广东差不

多，就和家人一起留在塘下。

来自四川的陈小姐还没从长时间的

旅途疲劳中缓过劲来，“前天早上 5 点钟

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才到。”

她告诉记者，身边的老乡基本来温

州 打 工 ，瑞 安 仙 降、塘 下、飞 云 各 地 都

有。她说：“我来塘下工作好多年了。这

里的经济比老家发达，打工虽然辛苦，但

每 年 能 赚 几 万 元 回 家 ，总 比 待 在 家 里

强。”

她说，今年是自己的本命年，希望多

挣点钱。

招工难
用工招工出奇招

随着新居民陆续来到塘下，当地企业

展开了招聘大战。韩田村飞凤路路口人

流量大，每年新春时期众多企业在此招

聘人才，这里自发形成一个人才市场。

28 日 上 午 ，不 少 企 业 摆 出 招 聘 摊

位。许多新居民手拿各种招聘单，不时

在 招 聘 板 前 驻 足 细 看 ，找 寻 心 仪 的 岗

位。企业招聘者也卖力宣传，争取早日

招到满意的工人。

“我们公司有食堂，不是对外承包

的，自己招厨师，买菜钱平摊，放心又好

吃。”浙江天岳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招聘人

舒冬冬看到几名求职者驻足，大声宣传

公司政策，细数一项项福利。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新居民对工作

待遇的要求高了，一些普通的待遇已经

不能吸引他们。招工越来越难。”舒冬冬

说，今年公司要招 30 人，但正月初八开

始到现在只招了 12 人，“元宵节前后有一

个返工高峰期，希望那时能招到人。”

记者询问了多家企业，发现今年招

工仍然困难，除了目前返工人数较少的

原因，职工待遇仍是困扰各企业招工的

难题。

为此，各家企业在招工时“奇招”频

出：有的在招聘板上重点标出薪资待遇，

列出各项福利；有的展示公司娱乐活动

照片，突出公司文娱生活丰富；有的注明

“夫妻档”可获得更多补贴。更有甚者，

直接将招聘板摆在公司用车上，试图以

“空间”扩大影响。

记者在众多摊位中，发现浙江瑞星

化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摊位并无特殊之

处，却总能招到人。一番询问后，招聘负

责人季守章说出了秘诀：老员工介绍一

名新员工入职，可获得 1000 元奖励。

季守章介绍，这几年公司生意向好，

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 5 月份了，岗位需求

越来越大，在招工难的情况下，公司推出

这项政策。

“今年公司的需求是 200 名工人，目

前已经招了 100 多人，百分之七八十是

老员工推荐来的。”他说，这项政策也帮

助公司留下了更多的老员工，去年 80%

的老员工选择留下，比前年有所增长。

此外，提升工资也为企业在招工市场上

带来了竞争力，例如普工工资就从时薪

13.5 元提至 14.5 元。

开工早
企业生意向好

新居民陆续返回塘下，而不少塘下

企业已经进入正常的生产状态。记者了

解到，由于订单比较理想，这几天许多企

业已经开工，积极谋划新一年的发展计

划。

日前，记者走进嘉利特荏原泵业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员工几乎全部

到位，车间一片繁忙景象。该公司工会

女执委、宣委尹晓梅告诉记者，公司今年

生意兴旺，按目前的排单量，即使今年不

再接单，订单也足以支撑到年底。

据了解，该公司有员工 400 多人，已

于 2 月 23 日正式开工。上班第一天，老

员工马上投入工作，新员工则接受职工

培训，了解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及今后的

工作环境。

该公司迅速进入生产状态，得益于

每年只有 2%至 3%的员工离失率。

“今年农历正月初八开工，在塘下企

业中属于早开工的，但这并没有压缩员

工的休息时间。”尹晓梅介绍，公司重视

员工劳逸结合，工作时间与放假时间均

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同步，实行双休制，一

天工作 8 小时，周一至周五加班有加班

费，周末按双倍工资计算，正式员工享有

5 天年休，工龄 10 年以上享有 10 天年

休。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劳逸结

合才能带来高产值。”尹晓梅说。

增强员工归属感也是企业留人的关

键。每逢节假日，该公司会发放相应的

福利，还经常组织旅游、聚餐等活动。“活

动多了，员工待着有意思了，自然愿意留

下。”尹晓梅说。

本报讯（记者 林瑞蓉）节假日是“四

风”问题易发多发的风险期。春节前后，

塘下镇纪委开展了 5 次正风肃纪专项督

察行动，督察人员到各办事处及其所辖行

政村明察暗访，对 5 名违纪人员作通报批

评处理，对1人作书面检讨处理。

2 月份以来，该镇纪委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作风建设部署要求和习近平总书

记纠正“四风”问题重要指示，开展正风肃

纪专项督察行动，进一步推动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落地生根，确保节日前后风清气

正。

督察人员发现，各单位作风效能建设

情况总体较好，大部分机关干部和村干部

履职到位，遵守纪律，但是也存在个别人

员上班期间纪律意识淡薄等现象，如上班

时间玩游戏、看视频等。镇纪委对违纪人

员做出相应处理。

下一步，镇纪委将进一步从严落实监

督责任，实行常态化监督、定期检查、临时

抽查、明察暗访等多种监督检查手段，坚

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并

加大通报曝光和惩处力度，推动全镇机关

作风建设常态化、规范化。

塘下镇春节前后开展5次
专项行动严肃干部作风

作风效能建设情况总体较好

本报讯（记者 陈立波）2 月 23 日，八水村第二届“和美家园”

座谈会举行。

本次座谈会以“家风正、家教立、做好人”为主题。与会人员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家庭、家教、家风的部分论述，聆听“当

好家长、引导家庭教育”专题发言。随后，原温州日报纪委副书

记张锦奎、市文明办副主任陈福春、老干部林国光、崇德书院义

工蔡克顺、八水孝德学校老师陈继玉、八水村退休教师张国华等

分别畅谈家庭教育，与大家分享心得。

下午，与会爱心人士慰问困难村民张某某的母亲，并为这位

93岁老人送上了八宝粥等慰问品。

八水村举行第二届“和美家园”座谈会

■记者 林瑞蓉

金鸡报捷去，玉犬迎春来。春节已经过去，返工潮到来。新居民

长途跋涉，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安静的车间又开始有序而繁忙的运

作；人才市场里人头攒动，招聘者与应聘者交流各自的信息⋯⋯

塘下是我市工业重镇、经济重镇，众多企业的“一年之计”已经展

开新篇章。

招工出奇招，企业开工早

塘下企业
狗年力争“一旺到底”

招聘者向应聘者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