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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戌慧）眼下，消防安

全百日攻坚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仍

有部分房东十分“任性”，为私利拒不整改

消防安全隐患。近日，塘下镇韩田村某合

用场所房东陈某某因拒不配合消防执法、

殴打工作人员，被公安部门处以行政拘留

3 日的处罚。事发后，该房东对自己的行

为后悔不已。

这是近期塘下镇开展民房、居住出租

房及合用场所消防安全百日攻坚整治专

项行动的一个画面。自我市全面启动此

次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以来，塘下

镇高度重视，严密部署，结合辖区实际情

况开展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常态化消防安

全夜查、联合执法等行动，整治突出问题

隐患，实施硬件改造提升，强化智慧防控

措施，健全监管常态化、智控智能化的群

防群治体系，有效化解辖区消防安全重点

领域重大风险，坚决遏制亡人火灾事故发

生，确保全镇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同

时该镇以里北垟村、鲍二村、双凤社区、城

东社区、五林村等 5 个村社为试点，高标

准打造“通天房”式居住出租房、合用场所

改造提升示范点，并组织各村社网格员前

往各办事处示范点进行参观学习，交流与

分享整治经验，以点带面促进提升。

7 月 2 日，里北垟村成立消防安全百

日攻坚领导小组，下设指挥、排查、施工三

个小组，挂图作战，进一步推进出租房及

合用场所整治工作，同时邀请该镇消防

站、塘下办事处提供专业指导，于 10 天内

完成全部“通天房”式出租房和合用场所

整治提升，提前 3 天完成任务，居住出租

房整治率达 100%，合用场所整治率达

98%（其中执法 2 家），并初步建成整治示

范点。

日前，记者来到里北垟村，发现该村

居住出租房、合用场所整治效果实现“质

的飞跃”。据介绍，该村现有“通天房”式

居住出租房 80 家，合用场所 61 家。其

中，2 层（含）以上居住出租房外窗防盗

网、铁栅栏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均已拆除，且三层及以上居住出租房外

侧均已设置钢制室外楼梯，出租房、合用

场所内均配齐“四要件”，安装智能烟感报

警器等消防设备。“百日攻坚期间，村民们

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纷纷加入自改行

列。”据里北垟村驻村指导员瞿小微介绍，

部分村民一开始对拆除出租房外窗防盗

网、铁栅栏表示不理解，经过工作人员的

利弊分析、反复协调，村民们在综合考虑

有关情况之后便自发参与到“拆窗”行动

中去，还与工作人员合力为自家出租房加

装钢制室外楼梯。“村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不断提高，这对我们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十

分有利。”瞿小微说。

里北垟村出租房、合用场所整治只是

塘下镇全力推进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

的一个缩影。此次消防百日攻坚行动中，

该镇共需完成提升改造“通天房”式居住

出租房 3516 家、合用场所 4433 家，整治

工作量大面广。6 月 15 日至今，该镇“通

天房”式居住出租房、合用场所整改提升

已取得显著成效。

塘下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鉴于综

合考虑，该镇还在塘下大道、塘川街等重

要路段两侧居住出租房设置了逃生软梯，

这样设计既满足防火要求，又达到环境整

体美观。下步，该镇将把握时间节点，加

快推进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力争提前

完成整改任务。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张泽

杰 戴晓勉）日前，塘下镇组织相关办事

处、镇环保、综合行政执法及资规等多

部门开展联合行动，依法取缔了 5 家小

型非法废旧塑料颗粒加工点，切实保障

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

在罗凤办事处双凤与八水、中北村

交界处一加工点内，记者看到垃圾随意

堆放，操作现场十分简陋，电线无序乱

接，生产环境又脏又乱，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加工点停止

生产，并予以取缔。“这些加工点加工的

废旧塑料来源复杂、成分多样，加工过

程极易产生有毒有害废气和废水，再加

上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很大。”现场一名执法人员告诉

记 者 ，执 法 部 门 发 现 一 家 坚 决 取 缔 一

家。

在里北垟一家屡打不改的加工点，

执法人员同样拿出“四无执法”通知书，

并对加工点违法搭建的建筑予以拆除。

近年来，塘下镇持续推进对废塑料

加工等低小散污染行业的整治工作，关

停、取缔多家非法废塑料加工点，并联

合公安部门对屡教不改的加工点负责

人进行约谈教育、行政拘留。在高压打

击态势下，全镇废塑料加工行业整治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部分地区的废塑料加工现象

出现反弹。

接下来，该镇将持续推进废塑料加

工行业整治工作，继续通过不定期明察

暗访、突击行动的方式，加大执法力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瑞安最早的陶瓷厂设在塘下

瓯窑属中国古代瓷窑。因主要分布

在古代东瓯国（现温州瓯江流域），故名瓯

窑，是浙江境内仅次于越窑的制瓷业集中

地。

西晋杜毓的《荈赋》中记载：“器择陶

拣，出自东瓯”，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

于陶瓷产地的记载；潘岳在《笙赋》“披黄

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中道出了瓯窑

生产的淡青色的瓷器即为缥瓷；清蓝浦

《景德镇陶录》中也说道：“瓯，越也，昔属

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

尚⋯⋯”作为温州本土瓷窑，瓯窑在我国

早期陶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自

东汉中晚期烧制出成熟瓷器，历经东晋南

朝、唐五代、两宋三次黄金发展期，留下一

批让文物研究者、收藏家和艺术家们都赞

叹不已的瓷器精品。

说起这些瓯窑文化，你是否很难将它

与塘下搭上边，更质疑它延伸的产业竟会

与塘下产生关联。

的确，塘下以汽摩配名扬天下，人们

由此也忽略了塘下的文化及其产业。其

实，早在 50 多年前，瑞安最早的陶瓷厂

——场桥陶瓷厂就设在塘下场桥五方村

（现龙翔寺地块）。

据原场桥陶瓷厂厂长吴金华介绍，场

桥陶瓷厂成立于 1975 年前后，归属公社，

以生产圆形开关、闸刀开关和熔断器等产

品为主，主要给温州塑料电器厂等周边企

业做配套，销往上海等地，生意十分红火，

工人日夜烧制，工厂也由原来的一个厂区

发展为两个，用地也扩至 10 亩，最多的时

候，工人达 150 多人，年产值可达 20 万

元，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户的就业问题，也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庄烈永的母亲曾经就是该陶瓷厂工

人，他从小就跟随母亲在陶瓷厂长大，对

手工陶瓷有着独特的情结，这也是他后来

选择学陶艺、建窑坊的原因之一。

1988 年左右，场桥羊毛衫市场兴起，

挨家挨户织起毛衣，加上陶瓷开关等简易

工业产品被市场逐渐淘汰等各种原因，场

桥陶瓷厂结束生产并搬离，这段历史也慢

慢被世人遗忘。

“遗憾的是，当时的窑址也未被保存

下来。”庄烈永说。

塘下重设瓯窑工坊传承技艺

旧窑址没被留下来，那就一起来建新

窑坊吧。2018 年，庄烈永在校领导的支

持下，在位于塘下镇赵宅村的瑞安市第二

实验小学内建起了瓯窑工坊。他说想利

用小学教师的身份，通过小孩和家长，潜

移默化地将瓯窑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

大。

庄烈永告诉记者，除了小时候在陶瓷

厂那段深刻的记忆外，真正让他疯狂爱上

陶艺的，是在一次大学学生作品汇报展

上。“当时一名副教授现场为画展创作、捏

制陶艺小泥人助兴，我当场就被那几个小

泥人生动的形态给吸引了，就想着将陶艺

作品这一立体的艺术融入到自己主修的

国画专业中。”他说。

2008 年，庄烈永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前往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艺术设

计，师从缪松兰教授，并跟随国家级技能

大师占绍林研究陶瓷材料，同时他还与当

地一些有缘人一起开起陶艺工作室。之

后，他又前往龙泉等地拜师学艺。学艺之

路很辛苦，他遍尝各种失败滋味，先后

“烧”掉了数百万元，才逐渐掌握瓯窑的烧

制技法。

“我想把这种烧制的技艺传承下去。”

庄烈永说，两宋之后，龙泉窑兴起、繁荣，

瓯窑逐渐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是瓯窑在因

循守旧中丧失了生命力。只有不断创新、

不断吸引年轻人加入瓯窑队伍，才能让瓯

窑技艺和文化得以传承、发展，于是，他选

择在校园建起窑口、开设瓯瓷培训班。他

说，孩子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有时还会给

他带来很多惊喜与灵感。

庄烈永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还要在

塘下建瓯窑研学基地、小型瓯瓷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塘下的瓯窑及其

文化。目前，瓯窑研学基地选址、小型瓯

瓷博物馆建设都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塘下瓯瓷参展长三角文博会

日前，记者走进塘下瓯窑工坊，工坊

内木桌上数十件造型各异的盖碗、杯子、

壶、盘子、罐子、花瓶分外引人注目⋯⋯这

些作品全手工制作，散发着瓯窑古韵之

味，素色之美，诠释着陶艺者的匠心独

运。手艺人庄烈永正在一边熟练地捏制、

雕刻瓯瓷作品，为 2011 年元旦“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个人瓯瓷展做准备。

“这个器皿叫‘觚’，古代用于饮酒的

容器，圈足、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

现为喇叭状，我按照器皿形状，创作成了

一个可分离独立使用，也可组合在一起的

器皿。”庄烈永随手拿起一个由 3 个独立

部分组成的陶瓷器皿介绍道，近期他正尝

试把古代经典器皿创作成多用途、适合现

代审美的瓷器制品。

在庄烈永看来，瓯瓷要传承下来，还

必须在传统技艺和文化精髓中进行创

新。多年来，他不断创新、摸索，在古代经

典器皿中找发展的突破口，将多种传统技

艺跨界融合、在传统技艺中加入现代元

素，让传统的非遗技艺制品更具实用性和

时尚感，适应现代人生活、走入寻常百姓

人家。

努力终有收获。近年来，庄烈永多件

作品获奖，他带领的团队创作了许多适应

发展需求的瓯瓷文创产品，代表塘下、瑞

安参展温州国际时尚文化产业博览会、长

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吸引了大批

国内外客商眼球，也让塘下非遗文化及产

业站上新起点，奔向更广阔的未来。

人物名片

庄烈永，1978 年出生于塘下，瑞安市

第二实验小学教师，专注于瓯瓷艺术创

作、文化研究及瓯瓷文化产业开发。现为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温州市瓯窑

学会理事，温州市工艺美术师，瑞安市工

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手艺人庄烈永：

瓯窑与塘下、瓯窑与我的故事

编者按：文化是历史的见证，是人民智慧的象征。作为“中国汽摩配之都”的塘下，目前正扬起文化发展之风，召集本土文人成立乡土文化研究会，深

入挖掘民间文化，修建历史文人纪念馆，举办民俗活动等。今日起，本报推出“塘下文化”栏目，通过记者走访文人、专家及手艺人，带您了解塘下的人文历

史、乡土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见证塘下文化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记者 陈异俗/文 通讯员 魏帅/图

在塘下有一名教师，十多年

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利

用业余时间到处学艺，重建塘下

瓯窑工坊，传承家乡瓯窑之火。

日前，记者走进塘下瓯窑工坊，

探访这位手艺人——庄烈永，听

他讲述塘下与瓯窑、瓯窑与他的

故事。

执法有力度 整改出实效

塘下镇多举措推进
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

对出租房进行停电执法对出租房进行停电执法 安装钢制室外楼梯安装钢制室外楼梯

塘下镇取缔
5家废塑料颗粒加工点

扫一扫，了解瓯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