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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郑凯侠、朱涵、李洁报
道 “张爷爷，感谢您让我实现了
求学梦。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将
来为国家贡献力量。”

“张爷爷，您好，我是您今年
资助的福建惠安（张如普当兵时
待过的地方）的贫困大学生。我
刚入校报到，写这封信向您汇报
我的近况。”

“张叔，我要结婚了，特意写
信与您分享这个好消息。没有您
的帮助，我走不到今天，如果有机
会，请一定要来成都参加我的婚
礼。”……

近日，宁波镇海蛟川街道石化
三建社区的退休党员张如普再次
收到了孩子们的感谢信，字里行
间，写着的是他30年的助学爱心。

1995年，张如普得知一个远
房亲戚家的孩子因经济原因无法
继续读书。“我感到非常焦急，因
为读书是件至关重要的事。”张如
普回忆，他多次上门劝说，并承诺

承担孩子的全部学费，这才让孩
子重返校园。如今，那个孩子已
经完成学业，并且有了一份不错
的工作。

起初，张如普的资助对象都
是亲朋好友介绍的，主要集中在
镇海。1996年，宁波市慈善总会
在当地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帮助贫
困大学生的消息。张如普迅速联
系了相关负责人，表达了助学的
意愿。

30年来，张如普累计捐款超
过78万元，资助学生122人。资
助对象则从宁波拓展到安徽、河
南、山东、福建、江西、内蒙古等
地，“希望能让那些来宁波求学的
学子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张
如普说。

“在宁波，捐资助学是一场
‘接力赛’。我所做的，不过是尽
我所能，哪怕只是微小的帮助，也
希望能为他人带来一些温暖。”张
如普这样总结自己的 30年助学

之路。
在张如普的记忆中，小金是

一个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
“小金是2011年收到宁波大学录
取通知书的，她出生于农民家庭，
我们俩很有缘分。”张如普一边翻
看信件一边回忆，“学费、生活费，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但上大学是孩子改变
命运的机会，不容错过。”了解情
况后，张如普立即汇去资助款。

在小金读大学的4年里，张如
普的资助从未间断。每逢假期，
张如普还会邀请小金一起聚餐。

“小金很优秀，每年都获得学
校的优秀学生奖。”聊起自己资助
的学生，张如普满脸的自豪。

张如普心中挂念的学生名单
中，像小金这样的还有很多，而且
一直在持续更新，但不变的是，张
如普始终初心如磐，让这些孩子
有学上、有书读，通过读书改变自
己的命运。

记者沈佳慧 通讯员邹舒然、
闫军报道 近日，在杭州西湖景区
举办的技能大师荣退和新认定技
能大师工作室授牌仪式上，西湖街
道杨梅岭村青年胡嘉俊上台接牌，
而他的父亲——西湖龙井炒茶大
师胡龙云，也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
了自己的荣退仪式。

新老交替，薪火相传，胡氏父
子“两个巴掌”炒茶手艺的顺利传
承，正是西湖景区高技能人才建设
成果的典型缩影。

铁锅里摩挲出茶香

2024 年夏末，西湖景区举办
了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新生代茶
人非遗技艺传承竞赛交流活动，
吸引了 190 名青年新生代茶人热
情参与，其中 46 人是“一年级新
生”，年龄最小的甚至还在读高
中。“前几年没有参加炒茶的学
习。去年夏天，心里那股想要学
炒茶的心就跟气温一样热火起
来。”学员孙思鹏笑着说，“作为
新学员，很紧张也很忐忑，但更
多的还是开心。通过和炒茶大
师、新生代茶人的交流，我对西湖
龙井的认识更多了，感情也更深
了。”在暑热未消的炒茶房里，年
轻人学着父辈的样子，搭着汗巾，
红着手掌，在铁锅里摩挲出龙井
茶香。

“当时有 14 家茶企和技能大
师工作室自发提供了公益性手工
炒茶技艺培训，不仅给有学习兴
趣的年轻人提供学习机会，还激
发了各派师徒间比学赶超的热
潮。”杭州西湖龙井茶核心产区商
会的负责人说，“集训结束后，谁家
的学生能获奖，是大家最为期盼的
事。”

从 2020 年 的 首 次 尝 试 ，到
2023年的342名学员顺利结业，西
湖景区的手工炒制技艺集训规模
迅速扩大。在集训中，学员们不仅
学习了炒茶的基本技巧，还深入了
解了西湖龙井茶的历史文化和制
作工艺。通过几年的努力，西湖龙
井茶的非遗技艺得到了有效传承，

年轻一代对茶文化的认识和感情
也日益加深。

登台亮相

让传统涌起新时代的浪花，需
要一个让年轻人登台亮相的舞
台。近年来，西湖景区充分发挥
区域特色资源优势，以年轻人手

工炒制技艺集训、大师工作室建
设、新农人重点培育为抓手，逐
步完善人才建设体系。从 2018
年开始，西湖景区开设“大师讲
堂”系列课程，邀请大师工作室
领衔人讲解多年工作经验，传授
个人绝技绝活。以胡嘉俊为例，
现在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技能
大师工作室”的金色牌匾后，也培
养起了新生力量。

短短几年间，西湖景区通过政
策宣传、走访指导、技能培训、举办
竞赛等“组合拳”，培养出一批又
一批爱茶、学茶、懂茶的技能人
才。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有 17
家茶产业相关的技能大师工作
室，5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10名
市级乡村工匠名师、4名市级非遗
传承人。

年轻一代正在茶村崭露头
角。如今，越来越多的省市大赛
中，活跃着茶村青年的身影。近
几年新生代们喜报频传：2023
年，2名西湖景区选手荣获“2023
浙江省十大龙井茶手工炒制能
手”称号。2024年，2名西湖景区
选手荣获“杭州市十大龙井茶手
工炒制能手”称号；1 名西湖景区
选手荣获“永川秀芽杯”全国茶
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
2 名西湖景区选手在杭州市农业
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红茶）
竞赛中双双荣获二等奖，实现了
绿茶技能人才在红茶领域的首次

“破圈”。
西湖龙井茶产业的行稳致远，

还需要更多高水平产业人才。接
下去，西湖景区将继续做好技能人
才队伍的新老传承，接续推进西湖
龙井茶文化薪火相传，让更多年轻
人登台亮相。

通讯员李玲报道 2024 年，传
承千年文脉的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
胥山村格外热闹：“元旦”时，美食游
乐嘉年华连嗨5天；“五一”时，露营
地、民宿火爆迎客；夏季时，桨板、皮
划艇项目每周末爆满；“国庆”时，打
铁花等非遗表演、网红美食、无动力
乐园等吸引游客1.77万人……这背
后隐藏着一位乡村运营“魔法师”。

“在乡村也要Office Lady（白领
女性）一下。”笔者在胥山村见到了一
副都市丽人打扮的梁芬。“原来想着
来降维打击一下，一年多来还真挺
辛苦，你看我都变老了。”梁芬笑着
调侃，透露出属于湖南人的“辣”和
豪爽气质。大学她选择到广东读
书，毕业后又到大上海闯荡，先后
就职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从事国
际航运行业。其间，她还主动选择
沉淀，脱产一年在英国留学读硕
士。

2014 年，梁芬跳出企业，自己
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在运营、管理
企业的同时，她一直保持着清醒头
脑，积极在她认为的朝阳行业“试
水”。2016 年，她入职一家上市公
司，担任文旅板块投资总经理。在
走南闯北中，她实地考察、调研过上
千个村庄，足迹遍布全国，也练就了

“火眼金睛”和一身运营本领。
原来高薪的她，为何选择来到

南湖区的乡村？“在2019年的时候，
我在原上市公司接洽业务时接触到
了大桥镇，后来因为疫情等原因，我
也沉下心来思考，扎根原生态的乡
村会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梁芬坦
言，大桥镇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诚意
邀请，也是她下定决心接手胥山村
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期我把嘉兴比较有特色的

乡村都走遍了！”2023年10月，她成
立了嘉兴源舍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与胥山村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始
大展拳脚。也是从那时开始，她当
起了周一到周五在南湖区，周末回
上海的“候鸟”。

“我们一同致力于胥山‘编剧村’
的打造，以艺术产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灵魂。”梁芬笃定地说。在充分
调研、规划后，一项项缤纷业态投
入建设、运营，一个个亮点纷呈的
文化活动也持续“破圈”，也助力胥
山村一次次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
刻”。

“除了紧抓节点开展活动，我
们还开展了艺考培训班、戏剧疗愈
等多元艺术类活动，也与胥山村紧
密配合，做好著名作家、编剧黄亚
洲‘文艺村长’带来的各项文化资
源服务。”回顾一年多走过的路，梁
芬对胥山村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她和团队的布局下，露营地、
咖啡馆、民宿等业态已打通串联，约
40亩的生态农场等更多规划项目也
在紧锣密鼓地落地中。通过艺术产
业的注入，各项“毛细血管”业态实
现运营“闭环”。在传承悠久文脉、
风俗和保留原生态自然风貌的同
时，将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让胥山村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
魅力。

如今，梁芬的乡村运营版图持
续扩大，已先后与南湖区凤桥镇联
丰村及上海地区的多个项目签署运
营合作。谈及未来目标，她志向远
大：“文旅产业将迎来爆发期，我们力
争新一年公司营业额破亿元。也希
望通过努力，编织一幅文化复兴与乡
村振兴的画卷，打造多个全国化的艺
术乡村样板。”

永康铜匠父子

连续14年
捐资助学上千万元

我们都是“茶的传人” 乡村运营
“魔法师”

镇海退休老党员

30年捐资助学
逾78万元

通讯员许健楠报道 14年，
先后惠及 4 所学校 2000 多名学
生，捐资助学上千万元，这是永康
父子程朱昌、程育全交出的慈善

“成绩单”。“父亲一直教导我，我们
赶上了好时代，要懂得感恩社会，
尤其是要帮助更多孩子读好书。”1
月4日，在接受采访时，现年66岁
的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永康程氏
铜艺第六代传人程育全说。

近日，永康市方岩初中举办了
一场程朱昌、程育全奖学金发放仪
式。父子二人来到现场，为64名
优秀学生及教师颁发了教育基
金。多年来，无论日晒雨淋，他们
都会赶到学校，亲手把奖学金发到
学生手中，并勉励大家要努力学
习，将来回报社会。这一次来，程
朱昌已是96岁高龄。

这一颗善良的种子，同样播撒
在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师范学院（前
身是金华师范学校）、永康中学、方
岩小学的校园里。这4所学校，都
是程朱昌的母校。

程朱昌是金华师范学校1947
届校友，他曾是一位人民教师，也
是一位老铜匠。退休后他与儿子
程育全一同打拼，创办了浙江神
雕雕塑工艺集团有限公司。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资助
母校，共捐赠100多万元。2011
年，为了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他
设立了“程朱昌助学基金”，该基
金旨在帮助品学兼优的困难学
生。

2012年，永康中学百年校庆
之时，程朱昌、程育全父子曾与浙
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原常务副院
长胡锡乾，一起捐建了价值30万
元的永康中学首任校长胡侯锡铜
像。

在一次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程朱昌回忆起自己在母校念书的
情景：“当时国难当头，学生没有
一本完整的书，所用教材都是老
师临时编出来的，由一张张纸拼
凑起来。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母校老师传授我们很多知识，教
我们做人的道理。”

在程朱昌的求学时光里，有
一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有一次
在课堂上，也许是因为饿得两眼
昏花，他发现黑板上的字越来越
模糊，看不清了。于是他举手报
告老师，老师拿出了自带的饭菜，
给他吃了两片猪肝，他渐渐感觉
眼睛看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心生
感动。“两片猪肝”的故事，程朱昌
一直铭记在心。他说，这辈子都要
感恩教育，感谢母校。“我年少时家
境贫寒，条件艰苦，深知困难学子
的不易，如今有能力反哺社会，愿
意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得到帮助，
以此激励学生胸怀大志、刻苦奋
进。”程朱昌说。

2021年，永康市人民政府授
予程朱昌、程育全父子“慈善教育

家”称号。程育全传承了父亲的铜
雕技艺，成为一位知名的工艺美术
大师。2023年，他接到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邀约，历时近5个月，
以铜艺技术完整复原了战国戎人
车舆，使得这件被岁月侵蚀的文
物，以铜雕的形式“重生”。它在甘
肃省博物馆一亮相，就引起广泛关
注，游客争睹“战国豪车”风采、打
卡留念。2024年，他成功仿制了
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
乙尊盘。

“于我而言，需要做好传承，一
是传承好家风，捐资助学，助人为
乐；二是传承老手艺，把传统文化
守护好。”程育全说。

受捐助学生给张如普写的信。张如普翻看自己的捐赠证书。

程朱昌、程育全父子参与捐建
的永康中学首任校长胡侯锡铜像。

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