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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佳味

削竹篾、扎骨架、编龙头……这几天，第四代云和

板龙舞非遗传承人张启天手上动作不停，一只竹制龙

头骨架渐渐成型。

今年76岁的张启天，是土生土长的云和人，小时

候村里经常做龙灯，耳濡目染，他对龙灯制作产生了浓

厚兴趣。从1981年开始学习制作龙灯，有着40多年板

龙制作经验的他，手艺之精湛，闻名四里八乡。

他对记者说，云和板龙是根据龙的传说形象制作

的，“龙骨”以条状木板制作，所以称为板龙。云和板龙

舞最早可追溯至元末明初，至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

在云和，每年春节迎龙、舞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很

多人从小参与，成为一种情怀。“我们用舞龙的形式求

得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张启天说。

“我们白龙山街道的祥龙，整体设计由张启天把

控。为彰显祥龙特色，这次换上了用在汽车上的照明

灯，在夜间灯亮时龙眼会更加炯炯有神。”白龙山街道

高胥村村委会主任林乐文说，今年是龙年，舞龙活动也

特别隆重。元宵节当天，这条别名“白龙山祥龙”的板

龙，是张启天和他的团队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单是龙

身就有128节，加上龙头和龙尾，长度达300米。

张启天说，云和板龙制作工序考究，特别强调龙的

精气神，糅合书法、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和扎制编糊

工艺于一体，表现手法丰富，包括锯、捆、扎、糊、画等

20多道工序。

“做龙头的竹篾必须挑选10米长以

上的竹子，毛竹韧性要好，中间不

能断，也不能有结，用它做出来

的龙头骨架，才能活灵活

现。”从选材到加工，张启

天都亲力亲为，在每一处

细节上把好关，还邀请

当地有名的篾匠师傅

一起上山，挑选最好的

毛竹做龙头。“每道工

序都马虎不得。”张启天

说，最难制作的是龙的嘴

巴，每一颗牙齿都要分

明，既要有立体感，又要有

弧度。

“画龙的每一笔都有讲究，下

笔不能太重，不然会把纸画破，也不能

太轻，否则颜色会不均匀。”张启天说，龙是游走在云

端的，因此龙身上布满了各种形状的云图案，其造型及

色彩极为丰富。为了让龙灯文化传播得更远，他还对

龙灯进行了改良和创新。比如，在龙身和龙头上采用

LED装扮，使舞龙更加炫彩夺目，同时免去火烛隐患。

2005 年，张启天参与扎制的云和板龙在丽水国

际摄影文化节龙狮大会上，荣膺“处州第一龙”称

号。2022年3月，他扎的“梯田祥龙”，美不胜收，为云

和梯田创建全国5A景区添光加彩；当年端午节期间，

“瓯江蛟龙”表演震撼亮相，游弋在水面上的巨龙，通

过央视节目，惊艳了全国观众。近年来，张启天还为

崇头镇梯田游客中心展厅扎制板龙，用于展示云和板

龙文化。

40多年来，因为技艺精湛，每年春节都会受邀制

作云和板龙。手上的老茧又粗又厚，见证了他对云和

板龙技艺的热爱和传承。如今，许多村民慕名前来跟

随张启天学习扎龙技艺，这让张启天欣喜不已，“更多

的人参与到传统龙灯文化的传播当中，扎龙技艺定能

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我人虽离开了，但心里仍记挂着村民。”已离任

农村工作指导员，回到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任职的邵

建新，说起三门县花桥镇寺前村，满满都是牵挂。

2021年8月，邵建新接过“接力棒”，成为寺前村

第九任指导员。到岗后，他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

走村访户，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村民们很快就认识

了这位很接地气的邵指导。寺前村是个搬迁村，宅基

地分配是一大难题。邵建新了解情况后，便邀请省建

筑规划设计院专家协助编制项目规划，推进村庄搬迁

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农村工作指导员，要做老百姓的

贴心人、热心人、指引人，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才能

解决实际困难。”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寺前村是个柑橘大村，产量高，品质却参差不齐，

以前都是好果差果掺着卖。邵建新了解情况后，想方

设法改变传统销售模式，开创分级销售，创新引进数

字溯源技术，智能检测柑橘甜度，实行智能分拣，完善

“果链”，精品果进入大型超市，商品果进入农贸市场，

加工果则到深加工企业。“以前大家都是等商贩上门

收购，价格较低，在邵建新的指导帮扶下，我们村的橘

子价格一下就上来了。”寺前村橘农林圣喜高兴地说。

一村富不算富，村村富才算富。邵建新发挥乡村

振兴带头人作用，不断拓宽帮扶路径，从一村向全域

拓展，积极推动寺前村与周边9个村、8

个专业合作社建立“醉鲜甜”党

建联盟，统筹全县农产品资

源共打“三味寻鲜记”品

牌，抱团发展，三门的

小海鲜、柑橘、西蓝花

等生鲜农特产品，通

过点对点直销杭州

市场，带动种养户

户均增收 2 万元。

他还多次赴杭州、

宁波联系企业家前

来投资考察，帮助组

建电商队伍，对接农商

行推出“共富贷”项目，协

助策划农产品进城、柑橘节

等活动。2022年，邵建新通过省

人大多方协调，助推三门——桐乡山海

协作“消薄飞地”项目签约，2023年该项目为三门县89

个经济薄弱村带来730万元收益。

前不久，为助力三门农产品“走进国企”，邵建新

协助当地与厦门航空展开合作。线上，通过厦航官方

线上直播平台、积分商城，推广销售三门农副产品；线

下，通过进驻厦航的大客户以及“鹭鲜生”、厦航空厨

房集团采购等将三门美食“搬”上万米高空，远销海

外。上个月20日，还在厦航杭州基地举办了一场三

门优质农产品展销活动，不到4个小时，成交额超过9

万元。

为民办实事永远在路上。邵建新在任期间，每月

上门走访村里空巢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和低保户

等，还建立了健康驿站、老年活动中心等，帮助闲置劳

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积极改善村民居家养老条件，推

动未来乡村建设。

功成不必在我。离任前，邵建新通过省人大机关

帮寺前村争取到了600万元项目资金，还制定了未来

三年乡村发展计划。如今，寺前村里长3公里的游步

道正在施工，配套的露营基地、观景平台等项目也在

紧锣密鼓地谋划，一幅和美乡村的新画卷正在寺前村

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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