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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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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孩子就要高考了，但身份证却不见了，这
可急坏了家长。6月 6日下午 3点多，城区户政中心接
到了家长庄妈妈的求助电话，“孩子现在在适应考
场，我也不敢和他说，怕影响他的情绪，你们能帮帮
我吗？”

接到电话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庄妈妈，一边向领
导汇报。高考是每一名学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领导同
意特事特办。得到答复后，工作人员立刻启动了“高考
生居民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

半小时后，庄妈妈急冲冲跑进户证中心，工作人员
核实身份后立刻帮庄妈妈办理了小庄同学的临时身份
证，很快，小庄同学的临时身份证就制作好了。递上临
时身份证的同时，工作人员还给了庄妈妈一张写有中心
咨询电话的便签纸，“明天如果遇到身份证相关问题，
一定要打电话咨询，我们都在线。”接过临时身份证和
便签纸，庄妈妈连声夸赞，同时感谢工作人员为她解了
燃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早在半个月前，户证中心就开设了
“高考生居民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采用预约、延时、
错时等服务方式，随时受理考生办证业务，满足考生办
证需求，全力保障考生用证。

考前丢失身份证
警方开启绿色通道

安心高考背后是暖心护航

本报讯 3个月前，王某是醉酒驾驶人罗某的保证
人，陪朋友罗某走完程序后的王某自然明白醉酒驾驶的
严重后果。然而3个月后，王某却抱着侥幸心理，醉酒
驾车上路，被交警逮了个正着。

6 月 4 日凌晨 2 点左右，观海卫交警中队接到报
警，在掌起镇环城西路镇横街路口发生了一起两车擦碰
的事故。交警赶到现场时，不少人正在围观，其中一名
驾驶员浑身酒气，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
12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面对交警的询问，驾驶
员王某也承认，自己在夜宵摊上喝了些啤酒。交警处理
完现场后，便将王某带回了中队。

询问中，交警发现，王某对于醉酒驾驶的处罚和
流程“了若指掌”。一问才知道，原来王某的朋友罗
某曾在 3个月前因醉酒驾驶被抓，而当时王某是罗某
取保候审的保证人。在罗某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上这
样写着，犯罪嫌疑人应当接受保证人王某的监督。
原本应该担当监督者角色的王某，如今却成了一名
醉酒驾驶者。“我们了解到，当晚，王某是和罗某一
起吃了夜宵，酒足饭饱后两人各自回家。王某认为半
夜不会有交警设卡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上路，不
想在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我们抓获。”交警告诉
记者。

不吸取朋友的前车之鉴，仍抱有侥幸心理，如今王
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处罚。为
此，警方提醒市民，切莫酒后驾车，更不要存有侥幸
心理。

对醉驾处罚和流程“了若指掌”

原来这个醉驾人
曾是保证人

本报讯 又是一年杨梅季，再过几天，慈溪的杨梅
将会大规模上市，届时三北大地将迎来八方游客，慕名
前来品尝这一盛夏的果实，我市酒店业也将迎来一波入
住小高潮。目前，我市许多酒店、宾馆的客房预订开始
热起来，尤其是周末房比较火爆，甚至达到了一房难求
的地步。

对于杨梅节期间酒店客房的预订情况，白金汉爵大
酒店前厅部马经理告诉记者，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
比平时要多不少，尤其是周末房比较紧俏，比如 14
日、15日、16日、21日、22日这几天都很火爆，有的
也只剩零星的单间和套房了。至于非周末房间，预订
量也比较大，不过还有空余房间可以预订。

随后，记者咨询了慈溪大酒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14日、15日、21日、22日的客房预订同样比较
火爆，其他时间段的稍微差一些，但也比平时多。在掌
起开宾馆的陈先生说，每年杨梅节期间，客房入住差不
多都是爆满，等杨梅上市时再想订房间就可能订不到
了，目前预订情况也还不错。

“从预订时间上来看，不少人都是提前一个月预
订，生怕晚了订不到。”一些酒店、宾馆的负责人表
示，每年杨梅节期间，将有大量异地游客来慈，周末房
预订相当火爆。有的是客人自己预订的，有的是慈溪的
邀请者预订的，这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说明慈溪人好
客。

黄女士长年在上海做生意，每年都会提前预订好酒
店，杨梅节期间带着家人朋友来横河吃杨梅。黄女士
说，慈溪比较近，趁双休带亲友来爬爬山、吃吃杨梅、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很是惬意，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开厂的张先生说，他全国各地有很多客户，每年都会邀
请他们过来吃杨梅，并提前为他们订好房间，实在赶不
过来的，就会邮寄精品杨梅给他们。

总的来说，从目前预订情况来看，我市酒店、宾馆
在6月中下旬的客房都比较行俏。但本月的最后一周预
订情况则和平时差不多，没有升温、火爆现象。

慈溪杨梅即将大规模上市

酒店宾馆周末房
预订火爆

对于非遗传统技艺的传
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非遗文化专家苑利总结了两条
现实的出路：一种是走产业化
道路做大做强，发展不同层次
市场；另一种则是专做原汁原
味的复古路线，走收藏界的路
子。

早在当初申报省级非遗
时，市文化部门明确提出了发
展红铜炉制作产业，传承并发
扬红铜炉技艺。市文化馆副馆
长、市非遗文化中心副主任张

广表示，产业化发展是非遗探
索的一条路径，而“高不成、
低不就”，实则两头不靠的包
干定制模式只会让路越走越
窄。

这些年，郑飞民曾多次受
邀参加慈溪、宁波、浙江省等
多个级别的非遗文化展会与论
坛。除了对外宣传红铜炉，也
收获了很多有益的见闻。不
过从去年开始，相关的邀请
也因身体原因被他一一回绝
了。

另外，在参加展会之前，郑
飞民从未主动向外推介过自己的
作品，也很少遇到讨价还价的客
人。定制交易的客人多半懂行，
上手一看、略一把玩，就知道做
工成色几何，价格上也都心里有
数，免去了一番讨价还价的尴
尬。

目前收藏市场流行的小型
手炉，正是明清时期文人墨客
偏好的艺术品，某种程度上正
是原汁原味的复古。不过，这
类由客人提出造型草案的红铜

炉，免不了外行指导内行之
嫌，代表不了红铜炉真正的工艺
水平。另外，出于客户要求，近
两年郑飞民的作品都未留下落
款。

近 10年，郑飞民完成了五
六十个精品红铜炉。而其中全由
他设计制作的不到一掌之数，有
两件早年作品被当作明代古董，
收录在了 2008年出版的《中国
古代手炉鉴赏》一书中。书中认
为作者技艺不逊同代大师，一件
几何柿子型无柄手炉取“事事如

意”之意，更是构思巧妙、别出
心裁。

和不少同龄人一样，郑飞民
在工作时已经戴上了老花镜。考
虑到视力对制作红铜炉非常重
要，横规矩直全凭眼睛把关，
他特意问过医生，估计自己的
退休年龄在 60 岁左右。“女儿
快毕业了，家里开支小了很
多。我是要考虑一下将来的路
怎么走，怎么把铜炉做得更
好。”郑飞民低声说出这番话
时，眼睛里满是向往。

年届五旬，依然胸怀不羁之心

迟迟不敢收徒 “无权”自主设计 缺乏定价能力

浸淫30多年的红铜炉
为何路越走越窄

在时代的浪潮中，慈溪从
一个落后的农业县逐年发展成
为一个现代制造业强市，一些
曾经面向大众的传统工艺品逐

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逝。
我市 92个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名录中，约 1/3是
传统技艺类。掌握这些手艺的
传承人，要么因为年事已高，
将大半精力放在带徒传承上；

要么在不断缩水的市场中，与现
代工业产品艰难抗衡，只有很小
一部分传统手工艺品能够跻身价
格不菲的小众收藏界。

出生于 1967年的观海卫镇
卫东村村民郑飞民，是我市省级

非遗项目红铜炉制作技艺的代表
性传承人。21年前，机缘巧合
下，他修补了一个外地客人送来
的老式提炉，学到了将铜炉做旧
的方法并意识到了市场方向，从
此专攻精品红铜炉制作。

2017 年，一位江苏籍红铜
炉收藏家包干了他全部的产量。
在不愁销路、可以安心干活的同
时，一些涉及到红铜炉技艺传承
与发扬推广上的弊端，也逐渐浮
出了水面。

近日，记者找到郑飞民
家，这是一幢普通的联排三层
楼房，一层一间不足20平方米
的房间既是客厅，也是他制作
红铜炉的工作室。和记者见过
的其它手工作坊一样，房间里
四处散放着工具、桌凳，显得
有些凌乱。在这里，郑飞民制
作了数十年的红炉铜，也接待
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人。

早在明清时期，江南一带
就有在冬季使用红铜炉取暖的
传统。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

又称袖炉、掩炉、手炉和火
笼。上世纪 70年代，宽 50公
分的大号火笼还在慈溪流行。
目前的收藏市场上流行的手
炉，尺寸已经降到了 8-10公
分，虽然保留了镂空通风的实
用性，但已经一再退化，其审
美的功能被突出。

尺寸越小，精雕细作的难
度越大，这是手工艺人的共
识。网上售卖的机制红铜炉难
免千篇一律，单个售价在两三
百元。郑飞民的每一个红铜炉

都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全手工打
制的难度是机制无法相比的。

制作红铜炉，要做到心无旁
骛。郑飞民最近正在制作一只几
何网格无柄铜炉：直径8公分的
炉盖使用一块三四公分厚的铜板
敲打而来；不借助任何直尺测量
工具，全凭眼和手控制，镂空纵
横交错的网格；每个网格上，还
要再钻一个针眼大小的细孔，稍
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

长期在室内工作，对身体健
康谈不上友好。郑飞民 15岁入

行当学徒，因为久坐，在 18岁
时大病一场，落下了腿部残疾。
他的身体有些虚弱，说话显得中
气不足。敲打定型要持续 20多
天，是个不折不扣的体力活，他
表示已有些力不从心。

目前，郑飞民一年只能制作
五到六个手工红铜炉，每个作价
2万元左右，在慈溪不过是一个
普通家庭的正常收入。他的家里
少有存货，主要凭借留底的照片
来回顾过去的作品。几件学徒作
品因为尺寸把握不当，尽管在外

人看来相差无几，但他不肯降价
出售。

“红铜炉到现在也没断过传
承，技术上并没有让人困惑的地
方。”郑飞民表示，明清两朝大
师流传下来的红铜炉精品，是从
纷繁多样的铜制品中凸显出来
的。看惯了一般作品再看精品，
才格外理解大师的坚持与想象
力。作为一种标识以及一种自信
的留存，郑飞民在自己作品的底
部，一般会留下自己名字的篆体
落款。

匠心打制，小小铜炉作价两万

精品红铜炉做工精细、艺
术性独到，已经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可。郑飞民传承的红铜
炉制作技艺在申遗路上走得非
常顺。2009 年到 2013 年的 5
年间，完成了从慈溪到宁波、
再到浙江省的三级跳。

早年郑飞民带了 5 个学
徒。和其他传统手工艺人一
样，家人是天生的同行。女儿
在外求学，妻子王亚娥则一直
是他最稳定的助手。多年来耳

濡目染，王亚娥现在已能独立
制作红铜炉。另外几个同乡徒
弟，都没能在学徒生涯中坚持
下来。

“干这一行，要讲一点天
分。”郑飞民这样看待收徒这
件事。他自幼喜爱美术，虽然
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但
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加
上长期学以致用，他的作品大
气细腻，富于感染力。时至今
日，他每周还会画上几笔，唯

一的遗憾在于“字写得不好”。
2017 年，一个甘肃小伙子

在网上看到郑飞民的报道后，辗
转联系上了他，提出要到慈溪来
拜师学艺。这让两口子坐立不安
了好几天。最终，郑飞民还是婉
言谢绝了。

在他看来，红铜炉制作已经
进入了一条不稳定的羊肠小道。
上世纪70年代陡然衰落，90年代
收藏市场才逐渐形成。小众市场信
息流通不畅，他在2002年曾被迫

放下榔头挫刀，去厂里打了一年
工。直到一个上海客人找上门，
郑飞民才转头专攻收藏级手炉的
制作，重新走出了一条生路。

目前的红铜炉市场依然是一
个小众收藏市场，对作品质量要
求极高。这意味着，过去三四年
就能出师的学徒，现在学上七八
年也不见得能养活自己。如果天
赋不是十分出众，花两三个月制
作的作品还是卖不了钱。实际
上，郑飞民自己也直到 10年前

才真正得心应手地制作出精品级
的红铜炉。

如今，郑家指望着女儿将来
能继承他的衣钵。眼前的困难一
是女孩子力气小，二是女儿还没
流露出对这一行当的兴趣。“现
在的年轻人心静不下来，都喜欢
往外跑。”郑飞民笑着说，在家
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自在，深
入其中也别有天地，“在外面呆
上几年，老板闲话听多了，女儿
没准就‘回心转意’了。”

传承艰难，何以婉拒拜师之请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胡志东 徐燕

图为专心制作
红铜炉的郑飞民，
以及他的部分作
品。

■摄影 全媒
体记者 杨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