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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勇 邵象富）11 月 24

日，“蔗美好·很陶山”瑞安市第三届陶山

甘蔗文化旅游节在陶山甘蔗园开幕，邀请

市民游客感受美丽乡村的魅力，现场陶山

蔗农载歌载舞，大家一起欢庆丰收。

开幕式上举行了“瑞安陶山甘蔗”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标仪式、甘蔗王擂

台赛决赛评选以及甘蔗王竞拍等活动，陶

山镇镇南村甘蔗家庭农场沈治伍选送的

甘蔗夺得“甘蔗王”称号。外场的活动也

丰富多彩，《共富花仙子送“甜”快闪》《对

画大自然》写生活动、草坪露天音乐会、研

学等活动，吸引市民来蔗里美丽乡村打

卡、寻梦诗歌田园之旅。

此次陶山甘蔗节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节庆表达方式也更加“年轻”“甜蜜”：“情

绪甘蔗机”消除烦恼、甘蔗王国巨物打卡、

甜蜜的“多巴胺市集”，每晚还有不同主题

的篝火音乐会，带大家停下脚步，漫步甜

蜜陶山。

作为“温州甘蔗之乡”，陶山甘蔗种植

始于1000多年前，因皮薄松脆、味甘醇厚、

品质上乘，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近年来，

陶山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

甘蔗产业转型升级，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和证明注册商标，获评农业

农村部“名优新特”农产品、浙江省首批名

优“土特产”。如今，陶山全镇甘蔗种植面

积已超4500亩，年产值突破亿元。

陶山甘蔗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才回到

农村，投身到甜蜜事业中。依托片区化党

建联建机制组建的陶山“蔗”里共富工坊，

推动了当地电商、农文旅联动发展。目

前，陶山已有线上线下加工销售企业60多

家，甘蔗专业合作社22家。今年陶山甘蔗

亩产值近2万元，比5年前翻一番。

本报讯（记者 蔡佳佳 蔡自祥）11 月

24 日上午，曹村进士旅游文化节暨田园

生活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田园、音乐、

非遗、美食⋯⋯从吃喝玩乐到文化活动，

每个场景都能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进

士第一村”的文化精神风貌。

走进曹村田园综合体，在稻草搭建的

舞台上，伴随着乐队的演奏，歌手抒情的

歌声萦绕在稻田之间。沿途的田园市集

里售卖着糯米贴、鱼丸、奶茶等美食以及

手工花艺等文创产品。现场，不少游客驾

驶着造型可爱的观光车一边欣赏田园美

景，一边拍照打卡。湖岭镇中心小学的师

生们趁着好天气，也在此处开展研学活

动。“我第一次来曹村，对这里印象很好，

风景很不错，建筑也非常好看。”湖岭镇中

心小学学生卓紫煊说。

在彩色自行车道上，骑行爱好者们正

在开展骑行活动。“曹村环境很好，我们一

帮骑行者经常在这里活动。拍拍照、玩一

下，很舒服。”骑行爱好者季飞鹏说。

曹村进士旅游文化节暨田园生活艺

术节，涵盖了田园生活艺术季、牧歌躺平

音乐节、泰安国潮市集、解压鲜氧生活节

4 个活动板块，设置了耕读广场、梅龙书

院、及第门等 6 个沉浸式打卡点。在泰安

国潮市集，木活字、无骨花灯等非遗项目

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打卡体验。

据了解，曹村镇依托“千年古镇、浙南

粮仓”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曹村进士文化

为底蕴，融合域内耕读文化、花灯文化、宋

韵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曹村魅力的

文化市集活动——“曹村田园市集”，并开

始了一期一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今年以

来，曹村田园市集共举办了 6 场不同主

题、不同形式的创意市集，包括摊上共富

“筝”趣市集、进士小龙虾烟火市集、宋潮

市集等，多种类型的主题市集在文旅融合

进程中发挥指引作用，成为提升文旅消费

能级、促进消费内循环的“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贾洁楠 王晓阳）11 月

25日晚上8时许，随着浪潮般的掌声在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响起，瑞越

版《琵琶记》进高校巡演活动画上圆满的

句号。6 天来，瑞安市越剧团的演员们带

着青春版《琵琶记》走进省内 7 所高校，为

高校师生献上一场场戏曲视听盛宴，巡演

每到一处都赢得满堂喝彩，取得巨大成

功。

6 天，7 所高校，7 场演出，近 4000 名

观众，瑞越版《琵琶记》完成了在年轻人群

中的“出圈”之路。这几天，各大高校学生

的朋友圈纷纷被《琵琶记》刷屏。有的学

生晒出自己与演员的合影：“挤了半天终

于拿到演员的签名，还合影啦！”有的学生

观后发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三言两语不

曾揭开几分全貌，触碰原剧方能体会一段

人生。”有的人为现场的观演氛围点赞：

“舞美、音乐⋯⋯整场戏看下来真的很震

撼。”更有其他高校的学生在帖文下发出

连连羡慕：“咱们学校什么时候才有这种

活动呀？”

本次巡演不仅让《琵琶记》在年轻大

学生群体中强势“出圈”，更在不少国外

留学生的心中播下喜爱中国戏曲的种

子。瑞安市越剧团团长蔡丽雅表示，要

抓紧准备英文版字幕，让外国友人也能

无障碍地理解剧情，全方位感受中国戏

曲之美。

这 6 天的巡演，也是令瑞安市越剧团

的每一位演职人员“痛并快乐”的难忘经

历。“白天赶场，晚上演出”的巡演，让演职

人员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辛苦，这几天的

杭州冷热交替，包括男主角蔡伯喈扮演者

吕佳容在内，不少演职人员感冒，但依旧

带病坚持，尽量不影响演出。看到观众们

的热烈反响，演员们的“幸福感”也是前所

未有的，每场演出结束谢幕后，演员们都

被观众们簇拥着，久久不能离场。“看到这

么多学生上台献花、合影、要签名，我感觉

越剧真正被年轻人群体接受了，特别幸

福！”吕佳容说。

“瑞安守正创新，对传统戏曲进行新

叙述、新解读、新样式，推出新编《琵琶

记》，让年轻人近距离感受越剧之美，不断

扩大了传统戏曲的受众范围。”导演倪东

海说。而《琵琶记》作为对外展示“瑞安有

戏”的窗口，还将不断向全世界展示瑞安

这一千年古邑的文化魅力。

本报讯（记者 贾洁楠）11 月 23 日至

25 日，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在成

都隆重举行，由瑞安亿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策划设计，以“版权赋能·助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温州馆在版博会上

精彩亮相。此次温州馆展品选取版权作

品中转化率高的作品进行展示，我市奥光

动漫股份有限公司、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应邀参展，展示瑞安版权文化与产业融

合的丰硕成果，彰显瑞安作为千年古县的

深厚文化底蕴。

木活字印刷术是瑞安人很熟悉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木活字与版权有什

么联系？来到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的木

活字，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受邀参展的毕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寿淼说：“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木活

字，而是经过改良创新的木活字版权作品，

兼具美观性和文化性，年轻人也非常喜

欢！”据他介绍，该公司以中国活字印刷术

非遗体验，木活字文创旅游纪念品为主，融

技、艺、学、创、玩及国学研学于一体，现拥

有活字类商标、专利、版权达 50 多个。本

次博览会上展出了《木香四季》《活字魔方》

《四大发明组》《龙凤百家姓》等 10 多件版

权作品，有的趣味十足，有的唯美典雅，吸

引了许多人驻足观赏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特地为本次展

会制作了活字印刷版权作品《木香瑞安》，

引用唐代的雕版技艺与宋代的活字印刷

术，两者相融而生；上面刻有描写飞云江

的诗句“俯仰两清空，舟行明镜中。蓬莱

定不远，正要一帆风”；东瓯古色隆山塔，

亦精雕刻于高档木料上；中间用世界非遗

木活字雕刻的“天瑞地安”呈祥瑞之气。

现场的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木活字这一

非遗文化，这不仅受到客商的喜爱，还吸

引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报道。

“我们本次带来的每一件产品都是

‘爆款’！比如这款科学罐头电路大师积

木，共拥有 20 个版权作品登记证书，自上

市以来，累计销售26.9万套。”奥光动漫展

位负责人蔡琳拿着本次带来的全新产品，

热情地向现场客商介绍。这款科学罐头

电路大师积木不仅通过大颗粒积木拼搭，

培养孩子动手能力，还通过炫动遥控、百

变造型、红外传感遥控等增强趣味，让孩

子在玩中学习电路知识，科学构建创造

力。现场，奥光动漫展位还陈设了各大版

权保护 IP 拼图、逻辑思维盒、投影故事机

等 90 余件新型版权产品，琳琅满目，引人

驻足。

作为一家集儿童益智玩具、教育玩具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儿童玩具品牌

运营企业，瑞安奥光动漫股份有限公司重

视版权登记与保护，获 2022 年度全国版

权示范单位，而版权创新和保护也为奥光

动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企业发展动力。

截至 2022年，该公司共取得《版权登记证

书》1000 余件，版权转化率达 80%以上，

版权转化值达5亿元。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

作，版权保护工作走在全省县域前列。荣

获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地）的瑞安市溪

坦工艺礼品文创街区有工艺礼品规上企

业 6 家，工艺礼品企业 80 多家，手工作坊

200 多家，年总产值达 6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我市企业和法人取得国家版权局、

浙江省版权局各类版权作品登记证书达

10400 多件，仅 2022 年完成版权作品登

记申报达 3200 件，版权登记数量呈井喷

式发展。

6天走进7所高校

瑞越版《琵琶记》实力“圈粉”大学生

展示版权文化与产业融合丰硕成果

瑞安版权作品惊艳亮相国际性博览会

有吃又有嬉

曹村进士旅游文化节
暨田园生活艺术节举行

蔗美好·很陶山

第三届陶山甘蔗文化旅游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