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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陈亦

炜）3月18日上午，桐浦镇组织召开青年

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座谈会，聚焦返乡青年

在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与问题，

为家乡与返乡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

梁。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乡村CEO、家

庭农场经营者、农村青年电商人才、返乡

创业大学生等30多名就业创业青年代表

齐聚一堂，叙乡情、谈创业、谋发展，共话

乡村振兴。

会议就当前的就业政策、人才引进政

策、就业创业贷款扶持等内容进行解读，

邀请广大青年人才积极投身家乡产业建

设热潮，贡献青年力量。随后，浦西村乡

村CE0陈培培、竹丝镶嵌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孙建闯、南南农场负责人杨新新、收

获农场负责人杨杨、大路村年轻党员夏徐

徐、温州卓芸诗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坚

等青年人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他们返

乡创业的心路历程、宝贵经验和深刻体

会，生动讲述了一个个扎根农村、服务家

乡、追逐梦想的奋斗故事。

返乡青年不仅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还踊跃发言，从乡村振兴、文旅

融合、人才引育等方面对桐浦镇的发展提

出了意见建议。大家话成长、谈收获，分

享看到的家乡变化，表达建设家乡、服务

家乡的强烈愿望。

“你了解桐浦吗？”“做好回乡创业的

准备了吗？”“在乡村如何做到面包与情

怀的兼得？”会上，桐浦镇党委书记徐慧

敏接连抛出多个问题，引发返乡青年人

才的思考与讨论。针对这些问题，徐慧

敏从多个方面介绍了桐浦镇近年来的发

展成就，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产业的多

元化发展以及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等，

一幅幅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家乡新图景，

让在座青年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家乡的变

化与发展潜力。她鼓励返乡青年人才，

要一如既往地保持对人生的热情、对事

业的热爱、对学习的渴望，积极参与家乡

建设，利用政策优势、金融支持，借助镇

村搭建的平台，做好产销对接，找准企业

出路，创造流量价值，打造地方特色IP，

助力更多人就近就业。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是靠人。此

次座谈会充分调动青年人才对家乡的关

注，更好凝聚人才力量，助推桐浦镇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该镇将常态化

开展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活动，通过政

策对接、技能培训、资源整合等方式为创

业青年纾困解难，全力打造青年创业“加

油站”。

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身体微微下

蹲，重心移到右脚，左脚向左迈开半步

……”3月18日18时30分许，桐浦镇老

年学校热闹了起来，来自桐浦镇太极社团

的20多名中老年太极爱好者早早集合，

一起练习太极拳。

学习特长，增长技艺，陶冶情操，老年

学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家门口”

的老年学校学习，充实闲暇的退休时光，

这正是桐浦镇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

明新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强化老年教育，通过优化

阵地平台、引进专业团队、丰富活动形式等

方式，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将移风

易俗引领的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

作为桐浦镇老年学校的发起人，长期

从事一线教育工作的郑蓓蕾深知当地老

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以前老人

们常常跟我说，他们羡慕城里的老年人能

跳广场舞、学书法。我就想，为什么不能

把这样的机会带到乡村呢？”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郑蓓蕾利用

周末和晚上的时间，走进各村的文化礼

堂、篮球场甚至公园，开展流动驻点教

学。这一新颖的课程形式得到了老年人

的热烈响应，课程名额常常供不应求。

流动驻点教学丰富了各村老年人的

业余生活，但缺乏固定的教学场所、稳定

的师资力量等因素制约了其发展。为破

解难题，桐浦镇启动创建老年学校工作。

经过实地调研，该镇选定大路村原桐善小

学作为老年学校办学点，与村文化礼堂共

建共享，并配备供学员休闲娱乐的百姓大

舞台、文体广场等场所。

2023年，桐浦镇老年学校正式成立，

教学场所从原来的闲置边角地“搬”到面

积1000平方米、设施设备齐全的全新场

所，新增舞蹈室、书画室、室内外舞台、健

身室等多个功能教室；同时还通过“1+N”

的方式，创新打造一个中心校区加两个分

校区的模式，打造“15分钟学习圈”，让教

育资源辐射整个桐浦镇。太极、书法、识

字等课程吸引了大量老年人参与，开启了

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中老年太极班是热门课程，现已开设

3期，累计培训学员100人次。随着学员

队伍的逐步壮大，桐浦镇太极社团应运而

生。每天晚上，太极社团定时定点开展训

练和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学员水平，并动

员他们积极参加各类太极赛事，展现乡村

老年人的风采与活力。在2024年的“商

城杯”第七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中，

桐浦镇太极社团从140多支参赛队伍中

脱颖而出，荣获团体赛金牌。

从无所事事的闲暇日常到充实多彩

的学习生活，一场悄然进行的移风易俗变

革正深刻影响着桐浦老年人的生活方

式。对此，作为太极社团团长的叶荣感慨

万千：“以前我们村很多老人，闲下来时除

了打牌，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啥。现在每天

不练一会儿太极，浑身都不自在。”

“看到老人们的变化，我感到特别欣

慰。”郑蓓蕾说，“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我们不仅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还要动员他们成为移风易俗的积

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让文明新风尚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眼下，桐浦镇的移风易俗工作并未止

步，除了开设老年学校，该镇还结合“红色

星期天”志愿服务，新建了大路村老年食

堂，与公益组织合作，为老年人提供优惠

餐食。同时，该镇社

工站引进专业团队，

开展量血压、理发、

洗脚等便民服务，让

爱老敬老、和谐邻里

的良好风气在桐浦

生根发芽。

本报讯（记者 金汝）日前，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发布了《关于授予2024年度为中国

红十字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人奖章

奖牌的通报》，其中，瑞籍旅法华侨郑品海

被授予“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

1958年，郑品海出生于瑞安陶山，高

中毕业后进入当地工商管理所，负责市场

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郑品

海下海从事药材、电线等生意，事业风生

水起。1991年，他和爱人蔡建霞应亲戚之

邀，远赴法国创业，将服装生产和批发生

意做得有声有色。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当

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公益事业，多次组

织华侨侨胞参与讨论会和商业论坛，帮助

他们提高法律意识，拓宽经营视野，提升

商业竞争力，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在打拼事业的同时，郑品海不忘回报

祖国、反哺家乡。2004年，郑品海夫妇捐

资 32 万元用于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2006年，他们向浙江省农村扶贫基金会捐

资20万元；2016年，他们又向市红十字会

侨爱分会捐款100万元，用于社会慈善事

业。此外，他们还连续多年参与我市“资

助困难学生上大学”和“百子圆梦”助学项

目。在母校碧山中学，他们捐资230多万

元用于教学楼修缮和器材购置。在家乡

陶山，他们出资建造了海霞桥，极大便利

了沙州、下浦两村村民的出行，同时，还在

洲前村修建海霞慈善楼，作为老年活动场

所……这样的善举，对于郑品海夫妇来说

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累计捐

赠1000多万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如今，郑品海还担任法国华人进出口

商会永远名誉会长、瑞安市侨爱红十字会

会长等职务。他说：“我虽然在海外做生

意，但不能忘了家乡，忘了本。能为家乡

做些实事，我感到无比欣慰。”

本报讯（记者 项颖 通讯员 钟晨晨）近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3

人上榜，其中包括温州市采成蓝夹缬博物馆

馆长王河生，他是温州地区首位蓝夹缬技艺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王河生的入选，为温州蓝夹缬技艺传

承注入了新的活力。”马屿镇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王河生入选不仅是对他个人技艺和努

力的认可，更是为蓝夹缬技艺传承与发展树

立了新的里程碑，激励更多人投身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

王河生是一位在蓝夹缬领域深耕多年

的乡村工匠，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

践行者。他从业经历丰富，最初在原瑞安县

马屿工艺厂做学徒，凭借努力成为染缬车间

主任。他在1989年入党并荣获浙江省新长

征突击手称号后，前往北京投身传统染色服

务业，积累了深厚的行业经验。

2008年，王河生毅然返乡，创办瑞安市

马屿靛青专业合作社，还担任马屿镇净水村

党支部书记。2009年，他成立温州市采成

蓝夹缬博物馆，专注蓝夹缬相关项目。在他

的努力下，该博物馆成为蓝夹缬浙江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工坊的建设主体，集展览、交

流、培训、体验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平台，年接

待游客2万多人次，带动周边100多名农民

增收。

王河生研发的蓝夹缬技艺系列衍生品荣

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银奖等多项荣誉，

他本人也荣获2021年度温州市“瓯越非遗最

佳传承奖”。作为王氏染坊第10代传人，他

精通靛青染料炼制技艺和传统染色技艺，并

致力重现彩色夹缬，携手中国丝绸博物馆，编

写多部教材，为蓝夹缬技艺传承发展贡献力

量。此外，他成功掌握已淡出温州百余年的

红花天然染料核心技艺，制作的红花饼广受

好评，作品《绀地花树双鸟纹》五彩夹缬荣获

2022年浙江省博物馆文创大赛金奖。

如今，王河生还在教育领域发光发热，

担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

体学院企业导师、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特聘专家等，将蓝夹缬技艺传授给更多

年轻一代。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已拥有7位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涉及木活字印刷技术、

温州鼓词、蓝夹缬技艺、藤牌舞等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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