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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凡报道 灯光璀
璨，掌声雷动。近日，“为人民
歌唱”优秀职工歌手巡回演唱
会在余姚市工人文化宫火热上
演。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
更是余姚擦亮“工”字招牌、深
化“文化惠工”工程的一个生动
缩影。“这里为热爱文化活动的
余姚职工打造了一个新家园。”
余姚领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职
工歌手于海洋自豪地说。

自2024年4月迁入新址以
来，余姚市工人文化宫围绕“立
宫、强宫、兴宫、亮宫”四大抓
手，积极探索“一宫多点”的“1+
N”阵地建设模式，全力打造“职
工文化赶集”等多项特色工作
品牌，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文
体、服务活动90余场，惠及职工
1.5万人次，已然成为余姚职工
喜爱的文化“新地标”和节假日
活动的网红“打卡点”。

盘活阵地资源
织密职工服务覆盖网

“太极剑舞起来非常潇洒
飘逸，有一种君子风范，深受古
代侠客文人的喜爱。”夜幕降
临，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葛
顺根正在余姚市工人文化宫里
细心地向学员们介绍太极剑这
一传统运动。

近日，余姚市工人文化宫
开设的职工夜学课程点亮了余

姚职工的“夜生活”。据介绍，
文化宫秉持“职工需求在哪里，
就把阵地建到哪里”的理念，在

“1+N”阵地布局中，打造了工
人文化宫和“5+X”小三级职工
活动体系，包含5个乡镇级职工
活动中心、20个区域性（行业
性）职工活动站、5家企业文化
驿站、105家企业职工俱乐部、
230家职工书屋、10条职工健
康步道、2个健康主体文化公
园、遍布87家户外劳动者驿站
及13个片区服务站的基层网
点。这一布局精准落实了“阵
地联建、资源联享、活动联办”
理念，基本实现“15分钟职工文
化活动圈”的全域覆盖。

据悉，为规范乡镇级职工
活动中心运作，余姚市工人文
化宫还配套制定了《乡镇职工
活动中心运营管理工作绩效考
核方案（试行）》，从内部管理、
公共服务、财务管理、职工评价
出发，对服务指标进行细化考
核评价，并根据工作成效给予
相应补助，有效提升了基层阵
地的运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

立足两化运作
提升服务响应精准度

“过去参与活动偶然性强，
现在通过线上平台就能预约公
益课程和场馆设施，工余生活

安排得更加充实高效。”职工徐
丽的个人感受，展现了文化宫
以“两化”运作模式为轴心，瞄
准职工差异化需求，精细布局、
精准施策孕育出的服务新气
象。

去年1月，《余姚市工人文
化宫“两化”运作方案》出台，对
服务阵地开展“两化”运作的原
则、方式、程序和保障措施等方
面予以明确规范，并同步对文
化宫功能布局进行优化，打造
了集职工思政课堂、职工服务
中心窗口、户外劳动者驿站、劳
模（工匠）学院课堂、“五一”职
工书屋、乒乓球馆等多元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

在运作层面，余姚市工人
文化宫也进一步严格把控市
场准入环节，秉持公开透明原
则，积极引入优质社会资源。
例如，与余姚市新华书店合作
运营“五一”职工书屋，显著提
升了图书资源品质和阅读活
动的多样性；牵手余姚市乒乓
球协会合作运营管理乒乓球
馆，提升了场馆的服务水平和
赛事组织能力，以专业化的管
理和赛事组织能力，为职工带
来更优体验。这些合作丰富
了服务功能、实现了服务供给
的精准匹配，也切实让职工

“项目有选头、内容有学头、参
与有劲头”。

坚持品牌引领
激活创新发展原动力

从新春的“剪窗花、送‘福’
字、写对联”传统文化体验，到
三月的“体验烟火气”女神节系
列活动，再到常态化开展的室
内外文艺展演、普惠性文体培
训、送文化进基层、关爱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等综合性活动，“职
工文化赶集”已日渐成为余姚
市工人文化宫倾力打造的特色
品牌。今年以来，围绕“一宫一
品”工作，该品牌已先后吸引近
千名职工参与，营造了浓厚的
节日气氛和文化气息。

整个“红五月”期间，余姚
籍著名画家董芷林先生依托董

芷林余姚工作室在文化宫举办
了“嘉年缶韵——董芷林师生
书画小品展览”和书画公开讲
座，为“红五月”职工文化赶集
活动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余姚市工人文化
宫着力做优做强“姚工学堂”公
益培训品牌。聚焦“健康之美、
劳动之美、文化之美”，持续开展
涵盖文体艺术、传统文化、健康
养生、球类运动、舞蹈健身等内
容的春、秋两季系列活动。据统
计，“姚工学堂”一年来已累计培
训职工超过5000人次，并通过

“走出去”战略将优质课程送至
园区、企业和社区门口，通过不
断延伸的服务触角，持续扩大文
化宫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见习记者贾馨然报道 “文
化宫的课程要靠抢，基本上都
是‘秒没’，太火爆了！”“没想到
我都快50岁了还能站上舞台，
也算是圆了年轻时候的舞蹈
梦！”……近年来，跨越了半个
多世纪的衢州市工人文化宫频
频“出圈”——从承办全国性赛
事到组建职工艺术团，从送课
进企业到擦亮城市文化品牌，
这座承载几代工人记忆的文化
阵地，正以崭新姿态融入城市
发展脉络，成为衢州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流量密码”。

赛事IP让城市文化破圈

“前几天和家人来商场，发
现有篮球比赛，非常精彩，我们
看了好一会儿。原来篮球赛不
是只能在电视或者场馆里看，
而是我们出门就能遇到的热
闹！”浙江御福缘食品有限公司

职工周晓杰兴奋地说。前不
久，衢州市首届职工体育季·第
六届“劳动杯”全市职工篮球赛
在衢州鹿鸣银泰广场激情开
赛，市民们纷纷驻足观看，为职
工球员加油助威。

“把赛场搬进商圈，不仅为
赛事带来人气，还为商圈注入
了活力，也让赛事成为市民共
享的文化盛宴，为城市形象增
色添彩。”衢州市工人文化宫主
任郑铁军说，这样的“创新办
赛”并非首次。去年，衢州一场

“国字号”赛事惊艳全国。“衢州
烂柯杯”全国职工围棋大赛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吸引8.8万棋
迷参与线上对局，对局数达
103万场；线下34支队伍、近
200名选手齐聚衢州，将衢州

“围棋圣地”的标签推向全国。
配套的围棋嘉年华、非遗体验、
南孔文化展示活动，也让参赛

者与游客沉浸式感受衢州的文
化特色。

“今年，文化宫将继续‘加
码’，一方面举办第二届‘烂柯
杯’全国职工围棋大赛，助力衢
州世界围棋圣地建设；另一方
面依托四省边际区位优势，助
力开展‘衢黄南饶’联盟花园城
市美食争霸赛暨南孔美食消费
节、四省边际职工篮球邀请赛
等。”郑铁军说，这些赛事将把
衢州美食、文旅、非遗资源串联
成线，通过赛事IP化、品牌化运
营，让衢州的文化符号进入全
国职工的视野。

让普通职工站上“C位”

“没想到像我这样的普通
职工，也能站上舞台，展现自
己！”47岁的徐丽苹是衢州大润
发超市的一名中式面点师，如
今是衢州市工人文化宫舞蹈团

的一员。今年，衢州市工人文
化宫的一则纳新启事点燃了职
工的热情：“下班后切换‘艺术
家模式’！衢州市职工艺术团
等你入列！”短短一周便吸纳了
30余名职工，组成了由西洋管
弦乐团、舞蹈团、筝乐团、诵读
团等构成的衢州市首个职工艺
术团。

这支“职工造星团队”的背
后，是衢州市工人文化宫“群众
文化群众创”的理念。去年，

“中国梦·劳动美”2024年衢州
市职工书画摄影大赛，征集到
作品1000余件，其中125件优
秀职工作品在衢州市文化馆
（美术馆）展出，让普通职工的
艺术作品登上了专业展馆的殿
堂。

“我们不追求专业院团的
高门槛，而是让普通职工站上
C位，让文化服务真正‘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郑铁军
说，今年，职工艺术团将继续发
力，计划全年组织、参与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不少于10次：开展
职工子女专场、产业工人专场
等特色公益慰问演出活动；适
时结合重大节日，举办文艺专

题汇演，用“职工演、职工看”的
方式传播劳模精神。

送文化进企业

“没想到在公司也能学茶
艺！”作为一名00后，衢州极电
电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职工黄
敏超对文化宫开展的衢州市茶
文化“进企业”活动赞不绝口。

“活动现场不仅有茶艺师们的
茶艺展示，还有茶文化市集区
和茶文化互动区，好喝又好
玩！”黄敏超说。

“这次‘茶文化进企业’让我
们眼前一亮！希望未来工人文
化宫能开展更多类似活动，给职
工带来更多文化福利。”衢州极
电公司相关负责人点赞道。

茶艺师走进企业工厂传授
点茶技艺，书法家为物流企业
工作者送上非遗剪纸与美好祝
福……去年，衢州市工人文化宫
组织书法、围棋、茶艺等具有衢
州特色的“送文化进企业”活动
10场次，已服务职工2000余
人。今年，衢州市工人文化宫将
持续开展“点单式”服务，通过企
业点单、工会送单的方式把课程
送进车间，用文化浸润人心。

■陈公炎

初夏的金华，草木葳蕤，万物竞发。《金华两头乌猪产
业发展促进条例》在这生机勃发的时节应时而生。

一

金华“两头乌”猪被誉为“中华熊猫猪”。
“金华猪，头尾黑，中间白（躯干部分），俗称两头乌，

其肉甘、温，无毒，补虚羸，益五脏。”李时珍《本草纲目》的
记载，为现存较早且确切提及“两头乌”猪相关特性的文
献记录。清代相关文献记载更为丰富翔实，《金华县志》
中载有：“冬至时，取乌猪之后股，以竹盐层层交叠腌制，
待三伏之日开坛取用”；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亦赞叹道：

“金华火腿，必选用两头乌之后腿精制而成，其香可穿云
透雾，其质如凝脂般细腻。”

如今，在位于金华婺城区的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
场，科技与自然奏响和谐的牧歌。这个国家4A级景区，
集养殖观光、科普研学、会议团建、美食体验、亲子趣玩、
网红打卡于一体。周末的“金猪十八道”餐厅，弥漫着幸
福的烟火气。

二

《条例》将古老工艺与珍稀猪种的血脉纯正牢牢绑
定。

两头乌猪博物馆里，VR设备正带着孩子们穿越时光
长廊。他们的小手在空中捕捉着虚拟的火腿切片，比较
古今腌制工艺的演变。这种跨越六百年的对话，让我想
起《条例》实施细则中那些温暖的承诺，“熊猫猪”IP正带
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

我也想起饲养员小林展示的影像：两千多户养殖户
的笑靥在屏幕上绽放，他们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新生的猪
崽，眼角的沟壑里流淌着增收的喜悦。《条例》就像一座虹
桥，连接着实验室的基因测序仪和农家院里的橡果饲料，
让科技之光照亮每个朴实的梦想。

三

晚风徐来，携着九峰茶园的清韵，又糅合着百年火腿
工坊的陈香，在鼻息间交织成独特的金华印记。“让古老
智慧焕发新生”的箴言，此刻在智能化生产线的金属光泽
中获得了完美诠释。

夜色渐深，智能猪舍的照明系统悄然切换成琥珀色
的柔光。猪儿们安卧在特制的生态垫上，感受着地面传
来的恒温暖意。此间的每一处细节都暗藏玄机：新风系
统模拟着穿堂风，湿度控制器维系着最舒适的相对湿度，
就连喂食器的倾角都经过流体力学精密计算，确保每一
粒饲料都落在最恰当的位置。

远处，保种场的轮廓在月色中若隐若现，那里封存
着原始的遗传密码。而《条例》就是一位睿智的守夜人，
既守护着实验室里的液氮基因库，也照拂着乡野间的传
统养殖。2000余户养殖户舒展的笑纹，9万头出栏量创
造的经济价值，都在诉说着这部开创性法规深沉的情
怀。

■王乐天

天气闷热无比，时雨时晴，不觉已到了杨梅成熟的季
节。于是，每天街上就有三三两两的商贩，他们挑着一篓
篓又红又紫的新鲜杨梅，吆喝着沿街叫卖，令人垂涎欲
滴。

杨梅紫红，果肉如丝，呈放射状包紧果核，看起来像
一颗血丹，色泽诱人。拈一颗汁液酸甜的杨梅送入嘴中，
轻轻咬开肉里红嫩的骨肉，那密密麻麻、饱满的肉柱上分
泌出的无限鲜汁，既生津止渴，又滋润肺腑，酸甜交融的
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与其他水果相比，杨梅是最具江南风情的水果，从树
苗落地开始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盛产）需要七至十
年的时间。而它的“孕期”也显得特别漫长，可真正产果
的日子却非常短暂。乡间有俚语：“夏至杨梅满山红，小
暑杨梅要出虫。”从芒种时的杨梅初熟，到夏至时的杨梅
红紫，再到小暑的告别芳华，不过一个月的光景。此时
节，江南的枇杷下市后，杨梅便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水果市
场的C位。一只只竹篮里，盛满玛瑙般的红果子，上面盖
着几片新鲜的杨梅叶或者蕨叶，有一种清新之感。

到目前为止，尽管大棚种植技术日臻成熟，但鲜见有
可以反季节种植的杨梅，足见其生长条件之苛刻。我想，
杨梅正因为有了这种传统的品质，才能独立地保持其与
众不同的个性。

令人遗憾的是，杨梅作为时鲜的佳果，虽然外表晶莹
剔透、圆滑可爱，但其保质期极短。它上市的时间是端午
和夏至前后，正是南方的梅雨季节，即使侥幸躲过雨水、
被成功采摘的杨梅也极易滋生果蝇，保存不过几日，且口
感明显变差。它纤弱娇贵，尽管现在的保鲜技术不断提
升，但杨梅仍然不能进行长期的保鲜，因此除了浸酒、酿
酒、冰冻杨梅、糖腌制成杨梅干、蜜饯，加工成果酱及罐头
食品外，一般都在本地直接出售鲜食。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每年各地都会举行各式各
样的杨梅主题文化节，做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
章。青山朱红，开启一段“梅”好时光，并以“梅”为媒，穿
插安排了“杨梅王”评选、挑战杨梅“大胃王”、杨梅采摘、
杨梅知识竞答等与杨梅相关的系列文化活动，增强了游
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娱乐性。

近年来，为了能及时让远在异地的亲人们和旅居海
外的华人们品尝到家乡的新鲜杨梅，国内的很多机场专
门为杨梅单独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速递”业务，朝发夕
至，尽管运费昂贵，人们还是愿意舍得花上这笔钱。因为
这饱含着乡亲们对游子的浓浓亲情、牵挂和思念。在他
们看来，这种感情是无价可寻的。

了不起的工人文化宫

以文化浸润人心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衢州市工人文化宫三招实现“出圈”又“出彩”

“中国梦·劳动美”2024年衢州市职工书画摄影大赛展陈现场。

衢州市首届职工体育季·第六届“劳动杯”全市职工篮球赛比赛场景。

多维推进“文化惠工”
优质资源“向民而行”

余姚市工人文化宫成为职工喜爱的文化“新地标”

为古老“金猪”立规

夏至杨梅满山红

“为人民歌唱”优秀职工歌手巡回演唱会走进余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