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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宿迁乡村正悄然书写着传统与现代交

融的匠心篇章。从传统技艺的现代焕新，到产业
链条的深度融合，这里的故事既有泥土的厚重，也
有时代的轻盈。

为聆听乡村匠人初心，本报开设“乡村·匠心故事”系列报道，看“农”墨
重彩如何绘就“诗与远方”，见证在这片土地上“稳稳的幸福”如何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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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欢 云春燕 王章蕴

在沭阳县扎下镇方武盆景艺术
工作室，2 万多盆艺术盆景错落有
序，将此处装饰成一幅立体“中国
画”。4月15日下午，笔者在这个被
中式审美包裹的园子内，见到了它
的主人——沭阳盆景匠人方武。

方武，1974年出生，在艺术盆景
设计上自成一派。他独创的“垂枝
结顶”技法，既承袭了沭阳盆景“渔

网扣”的筋骨，又赋予作品灵动飘逸
的自然神韵。这一点，在他的艺术
工作室里随处可见。

园内，造型各异的艺术盆景沿
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有序排列，
仿佛将水墨画的晕染笔法点缀在
各处。园中的盆景造型各异，或如
浣纱西施临水自照，或似威风将领
立于峭壁之巅……它们更像是一
张张高分答卷，迫不及待地向入园
参观的游客，展示着答卷人的奇思

与聪慧。
扎根乡土三十余载，方武用匠

心与创新为传统技艺注入活力，成
为乡村振兴浪潮中一抹独特的风
景。自幼受父辈熏陶的方武，深谙

“技艺的根基在传统”，潜心钻研沭
阳盆景技法中“以线塑形、以形传
神”的精髓。然而，他并未止步于
模仿，而是敢于突破传统造型的平
面感，独创出立体感更强的“垂枝
结顶”风格。这种技法通过控制枝
条下垂角度与顶端收束力度，使作
品既呈现苍古遒劲的底蕴，又充满
动态美感，迅速在业内引发关注。

方武在艺术盆景领域深耕多
年，当他站在技艺的巅峰回望时，却
产生了深刻的行业反思。“让艺术盆
景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个看似朴
素的理念，成为他重构创作逻辑的
哲学基点。带着对这一理论的思
考，方武对盆景创作有了新的认
识。方武敏锐地洞察到，艺术若只
是高于生活而不融入生活，那么艺
术的发展就会陷入困境。这种认知
促使他将盆景创作视作连接艺术与
生活的桥梁，将“服务人民美好生
活”确立为创作的核心准则，在盆景
的造型设计、审美意趣、空间适配等
方面展开系统性革新。

这，并不是空谈。方武创造性
提出“微景致·大民生”的概念，将传
统盆景浓缩为适应现代城市居住空
间的小型艺术品。他突破性地将极
简主义设计语言注入传统技艺，通
过几何解构手法提炼出传统纹样的
神韵，使罗汉松、金弹子等经典盆景
元素焕发时尚气息。这些创新让盆
景从文人雅“室”走向千家万户，在

农家灶台、社区公共空间等场景中
绽放东方美学。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年轻
人喜爱盆景，培养年轻群体对盆
景的接受度，因为年轻群体是消
费的主力，他们的需求是我们创
作的方向。为此，我也一直尝试
将 现 代 审 美 融 入 我 的 盆 景 设 计
中，在器皿、器型和色彩等方面进
行创新。”方武表示，让大众买单
是他检验自己产品是否合格的标
准，匠人的初心是帮助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而不是让人民对其生
产的产品远远观望。

此外，方武的实践也印证了乡
村工匠“以技兴业”的巨大潜力。他
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传统工艺，通
过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形成

“技艺传承+品牌运营”的产业链条。
方武深知“独木难成林”，近年

来，他积极开设公益培训班，将“垂
枝结顶”技法无偿传授给本地农
户。他常对学员说：“盆景是活的雕
塑，每一刀都要对得起时光的沉
淀。”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沭派
盆景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方武的故事，正是千万乡村工
匠的缩影——他们以技艺为笔，以
乡土为纸，既守护着传统文化的根
脉，又书写着产业振兴的华章。

采访手记：在宿迁这片充满生
机的土地上，像方武这样守住匠心、
深耕技艺、寻求发展的乡村“守艺
人”还有许多，他们用匠心守艺，用
匠心造物，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让
更多“既留得住乡愁、又看得见未
来”的生动实践在乡村上演。

方武：让“垂枝结顶”绽放匠心之花

本报讯（记者 赵淑柳 见习记
者 蔡倩蕊 通讯员 李甜甜）“咚
锵，咚锵，咚咚锵！”每天上午的大课
间，泗洪县天岗湖中心小学校园里
都会响起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上千
名师生组成的锣鼓方阵演绎着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天岗锣
鼓。这是该校创新开展“花式课间”
活动的一个生动写照。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2·15专项
行动”，泗洪县天岗湖中心小学创
新推出“地面彩绘游戏+课间微运
动+非遗锣鼓文化”的特色活动模
式。该校校长皮大鹏介绍：“我们
不仅要确保学生每天运动 2 小时，
更要让这 2 小时充满乐趣和文化
内涵。”

走进校园，五彩斑斓的地面彩
绘格外引人注目。“二十四节气跳
格子”将传统文化知识融入游戏，

“跳数字”“跳字母”把学科内容变
成趣味关卡。五年级学生黄瑾萱

兴奋地说：“我最喜欢和同学们一
起跳格子，既锻炼身体，又学到了
知识！”

课间活动区域同样热闹非凡。
在“8”字跳绳区域，绳子在空中划出
优美的弧线；集体传球游戏中，同学
们配合默契，欢声笑语不断。

学校将“天岗锣鼓”纳入校本课
程，从二年级开始普及鼓词，三年级
以上班级都成立了锣鼓队。每周，
非遗传承人都会走进校园，手把手
教授传统技艺。目前，该校已培养
少儿锣鼓队员1000余名。

“通过创新课间活动形式，我
们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传承了
优秀传统文化。”泗洪县天岗湖
中心小学业务副校长骈珍珍表
示，该校的特色育人模式，不仅
落实了每天运动 2 小时的要求，
更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
发芽，为乡村教育发展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径。

“动”起来更“慧”玩
“花式课间”玩出成长新花样

■ 本报记者 裴凌曼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小龙虾市
场迎来了新一轮的火热浪潮，小龙
虾口味成为当下餐饮市场的一大
亮点。记者走访发现，众多线下门
店和外卖平台商户纷纷推出小龙
虾季特价活动，以此吸引更多消费
者下单。

4 月 23 日下午，在宿豫区国际
购物公园附近的菜市场，不少商户
推出了口味丰富的小龙虾。

“来两斤小龙虾，蒜蓉口味的。”
摊位前，市民董女士要了一份龙虾，
摊主立即称重打包。

“每天能准备 50 斤左右的龙
虾，有香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摊主
王女士告诉记者，正是吃龙虾的季
节，每天都有不少顾客排队购买。

经典的麻辣口味让人欲罢不
能；蒜香浓郁的蒜蓉口味更是赢得
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十三香口味
凭借其独特的香料配方，赋予小龙
虾丰富的层次口感；此外，还有椒
盐、蛋黄、秘制等特色口味，吸引了
不少追求新鲜体验的消费者。

位于宿城区府前小区附近的
一家虾虾乐盱眙龙虾店人气爆

棚，其店里秘制口味小龙虾非常
受欢迎。

“秘制口味小龙虾我自己研究
出来的，调料中加了养生中药，配
菜上还加了年轻人喜欢的锅巴，这
段时间无论是堂食还是外卖的顾
客都非常多。”店主张勇说，近期
店里的生意非常火爆，每天的小
龙虾销量都在不断攀升，尤其是
周末和节假日，订单量更是成倍
增长，很多老顾客还会一次点好
几种口味，有时候一天能售出100
斤左右的龙虾。

新口味的小龙虾频频“出圈”，
不断刷新食客的味蕾，还有一些商
家则开通了直播，现场展示龙虾烧
制的过程，吸引着消费者购买。在
抖音平台上不少商家还打出99元5
斤、58元4斤的龙虾促销活动的广
告。此外，在一些外卖平台上，小龙
虾的口味也是丰富多样，满足了不
同消费者的味蕾需求。

市民徐先生下班后，从手机上
点上一份小龙虾和家人一起分享。

“在手机上一点，就能送到家门
口，非常方便。”徐先生说，现在小龙
虾的口味很丰富，价格也相对合理，
和家人一起分享很满足。

小龙虾热卖
多种口味点燃味蕾

扫码开门、接水、热饭，一气呵
成。4月22日中午，忙活了一上午
的外卖骑手刘涛，来到了宿迁市宿
城区双庄街道曙光社区的蜂宿驿
站·城市微家（新宿中花园站）。“别
看这驿站不大，饮水机、冰箱、空调、
微波炉、医药箱等一应俱全，24小时
对我们开放，这里就是我们的‘加油
站’。”刘涛的话语中透着满足。

近年来，平台经济、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催生出网约配送员、快
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一
大批新就业群体。他们散布于城
市角落，奔跑于千家万户之间，在
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
了解，宿城区现有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从业人员5000余名。为满足
他们日常就餐、临时休息等需求，

宿城区精准选址，在小区、社区、
街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精心
打造“暖心驿站”，并同步打造古
城街道宝龙24街等3个暖“新”友
好街区，让奔波的身影随时都能
找到歇脚、充电、解渴、热饭的温
馨港湾。

“平时跑单赶时间，我们都
是随便扒拉两口饭，现在好了，
有了新就业群体‘暖新幸福食
堂’，我们总算能吃上热乎的饭
菜了。”日前，宿城区新就业群
体又一“暖新幸福食堂”在双庄
街道曙光社区启动，这一暖心举
措赢得了骑手们的纷纷点赞。

“今年以来，我们为解决新就业
群体用餐难问题，在城区主要商
圈、街区联合 20 余家暖‘新’商
家推出多种针对新就业群体的
特惠服务，旨在从一粥一饭中提
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除餐饮服务外，该区还

定期开展健康体检、法律咨询、
应 急 救 援 、技 能 培 训 等 特 色 活
动，全方位关爱新就业群体。

新就业群体是服务民生的“最
后一公里”，也是感知基层治理问题
的“移动传感器”。近年来，宿城区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引领带动
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圈，选派
外卖骑手担任街区流动网格员、食
品监督员，引导外卖骑手积极参与

“随手拍”等项目，以照片、视频等形
式记录城市的点点滴滴，成为基层
治理的“城市之眼”。

“一群人”与“一座城”的双向奔
赴正在书写新的温暖故事。宿城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新就
业群体友好社会建设，加快打造更
多新就业群体的友好场景，用心用
情做好凝聚和关爱服务，全力保障
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
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城市归
属感、职业荣誉感。

（王章敏）

为“奔跑的心”安一个“温暖的家”——

宿城全力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

“乡村·匠心故事”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