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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闻
“

”洪

□ 市直 潘旺峰

松阳县大东坝镇蔡宅村的豆腐工
坊，采用“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入
股+合作社参建”的模式运营，将一片小
豆腐做成了一个大产业，不仅为蔡宅村
带来了每年 5万元以上的稳固村集体经
济收入，还带动大东坝镇石仓片区 600
多位村民“家门口”就业，帮扶 64户低收
入户人均增收 1.2万元。当地大豆种植
面积也从零星分散的 50亩扩大到集中
连片的 750亩。如今，每年来豆腐工坊
旅游、研学的游客达 1万多人次，豆腐工
坊带动大东坝镇豆腐全产业链增值
2000多万元，“小豆腐”托起了乡村共富
的“大梦想”。（据《丽水日报》）

传统豆腐制作加工，要完成浸泡、
磨豆、过滤、煮浆、点卤、定型等 10多道
工序，加工完成后，地处偏远乡村的加
工户还得赶大早挑着一两屉豆腐沿村
售卖，碰到行情差的可能还有剩余，只
能再继续进行深加工，或炸或卤或腌制
成豆腐泡、豆腐干或豆腐乳，如此辛勤
的劳作，却只能换取微薄的收入。如
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豆腐加
工制作开始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特别
是年轻人的视野。

地处偏远乡村的蔡宅村豆腐工坊是
如何将豆腐加工做成一个富民的大产
业呢？笔者以为，蔡宅豆腐工坊的成功
之处至少有三个“小妙招”值得思考和

借鉴。其一依托毗近石仓古民居的地
域优势，借助传统村落旅游项目的兴
起，为豆腐工坊引来了可观的人流量和
销售量。其二巧妙将传统豆腐加工工
艺打造为非遗文化技艺，并与当下热门
的亲子游、研学游等相结合，吸引小朋
友或者城里人参与豆腐制作工艺体验，
同时还成功开发了具有农家风味和特
色的豆腐宴，有效延长了豆腐的产业链
和价值链。其三搭上电商销售的新模
式，将线下销售搬到了“线上”营销，加
上严格稳定的泡豆腐品质和产品包装，
迅速打开产品销路，从根子上解决了产
品的出路问题，开拓出大市场。

俗话说，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当前，全省上下正在铆足力量
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区建设，丽水承
接着国家和省委对丽水的全方位关心
和支持，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因
势利导、借势借力，发挥丽水得天独厚
的环境优势，在丰富的山林资源、水域
资源、农产品资源产品上做大做深做实
产品价值提升文章，如在茶叶、香菇、雪
梨、田鱼等农特产品，在缙云土面、海溪
粉干、安仁鱼头等地方美食，在皇菊、黄
精、处州白莲、铁皮石斛等处州草本丽
九味上面，多动“小脑筋”、多想“小妙
招”，将丽水的资源优势、产品优势有效
转化为价值优势，做出“大产业”，撑起

“共富梦”。

共富“大梦想”需要思想“小妙招”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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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生活的基础，是幸福的源
泉。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劳动教育的价
值不会改变。

播下爱劳动的种子

□ 市直 一言

据本报报道，最近我市校园劳动教育
基地格外热闹，各校纷纷组织开展劳动实
践活动，形式多样的劳动课程让学生们亲
近劳动、感受劳动、学会劳动，培养其成为
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在龙泉，市民族中学举办“首届水稻
收获节”，通过劳动实践教育课程，让同学
们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美好，培育艰苦奋
斗、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在缙云，东方
学校“书香菜园”村校共建劳动教育基地
正式启用，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翻土、
识种、撒种，饶有兴致。在遂昌，第三中学
老师以“做中学”的形式，指导同学们以苹
果、梨、红萝卜、绿黄瓜等水果蔬菜为材
料，雕刻自己喜欢的作品，拼摆设计各式
盘饰，让学生们在动脑动手的实际操作
中，获得丰富的劳动体验，学得劳动知识
与技能……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设置渐
进式课程、丰富劳动课形式，引导学生在

“做中学”“学中做”，既提供了丰富的劳动
机会，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身体
在场”的劳动要比简单地做一些分散的、
无意义的动作或单纯从事艺术活动、观光
旅行更有意义和价值。因为劳动是具有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丰富教育功能
的综合性活动，特别是“劳其筋骨”的体力
劳动，更能让学生体会到劳动的不易、见
证劳动的成果、形成对劳动的积极情感，
深刻认识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改变对劳力者和技
术技能岗位的歧视与偏见，树立“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正确观念，拒
绝做“眼高手低”的躺平族、啃老族、空谈
族，最终为促进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振
兴我国的实体经济和建设技能型社会筑
牢价值根基。

现实中，一些家长一边苦口婆心地告
诉孩子，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却一边又
指着路边的环卫工人、农民工等劳动者，
对孩子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他们一
样。”这样的劳动教育，能在孩子心中播下
一颗正确的劳动种子吗？

劳动是生活的基础，是幸福的源泉。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劳动教育的价值不会
改变。劳动课作为一门课程，需要家长、
学校、社区和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文件要
求，提高认识、创造条件，让孩子多参与一
些实质性的、全过程的、有一定强度的、身
体在场的劳动，比如完整独立地承担洗衣
做饭、照护家人等家庭任务，参加一项干
农活、工地务工、产品制造等生产劳动，加
入体验保洁、快递、商超等现代服务业劳
动等，相信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一定会收
获满满、感受良多并受益终身。

核心观点

丽水元
素融进越剧
《绿水青山》，
应该说是一
种新的元素
为越剧添彩，
使整部戏有
了更多的新
鲜感，更吸引
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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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丽水“搬上”戏曲舞台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由市委宣传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共同出品，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
剧团）倾情演出的越剧《绿水青山》，10
月 30日在丽水大剧院汇报演出。

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而精心创作出来的舞台艺术作品，该
剧把丽水创新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印迹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
体，以越剧的表现形式把“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艺术化。剧
中，云和梯田、松阳老屋等“丽水元素”
被艺术化呈现，丽水是被搬上了“戏曲
舞台”。

丽水曾被多次搬上舞台，收获颇
丰。

戏曲有着庞大的受众群，而丽水也
有非常吸引人的存在，比如优质山水、地
方特产与文化元素，两者一结合，必定是
一加一大于二，先让戏曲生命力倍增，由
此又可以把丽水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提
升丽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丽水发展吸
引各种要素，激发各种动力，最终，丽水
的发展前景自然越来越好。

越剧在浙江一带很有群众基础，喜
欢的人不少，丽水元素融进越剧《绿水
青山》，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元素为越剧
添彩，使整部戏有了更多的新鲜感，更
吸引人观看。看的人一多，对丽水的宣
传当然也就更有利，对丽水的旅游业发
展就大有好处。当然，这样的宣传还会

产生隐性的作用，比如吸引投资者以及
资本进入丽水，比如激发丽水人的自豪
感奋斗激情，最终都有利于丽水在方方
面面不断进步发展。小小一台戏，作用
不容小觑。

把丽水“搬上”戏曲舞台，需要用好
“外援”。必须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剧
种并不在丽水本土，需要把目光放得远
一些，用好“外援”，借助各种剧种的影
响力借助人才的技术能力，把丽水元素
传播出去，把丽水故事讲好，如此，才能
更好作用于丽水发展。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是国内外闻名
遐迩的演出团体，致力于越剧舞台艺术
表演、戏曲影视摄制、戏曲文化产品开
发等。丽水与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
越剧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其中联
合打造的越剧音乐诗画剧《牡丹亭》参
加了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重
大活动演出；共同打造原创历史文化名
人传记——越剧《张玉娘》，并亮相国家
大剧院，荣获浙江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越剧《绿
水青山》也已获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现
实题材创作工程、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
金 2021年度资助项目、浙江舞台艺术重
点题材扶持项目。相信，借助他们的实
力，丽水这次一定可以收获更多。

当然，戏曲舞台有很多。除了越剧
舞台，还可以再开拓思维，把丽水搬上
婺剧舞台、京剧舞台、黄梅戏舞台，让更
多人熟悉丽水，那就更好了！

一言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