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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草帽业始于清乾隆五十
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草帽多
出口到欧美、东南亚国家，当地
有“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
编帽人”的美誉，而此中最负盛
名的就是“金丝草帽”。长河出
口的金丝草帽，盛行于西方上层
社会交际场中，而长河也被称为

“草编之乡”。
1936年，长河草编界乡贤

集资建成了当地第一所私立小学
——长河草帽业小学，助力一方
的教育振兴和经济发展。现在，
草帽业小学已成为文保单位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内设草编工艺
品博物馆，展示了长河镇的草编
史和工业发展史。

2008年，长河镇的草帽编
织技艺项目被列入宁波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长河也连续
14年举办草帽编织大赛。目前，
长河本地共有草帽企业 40 余
家，现草帽编织多以机器为主，
年产值近2亿元。

据了解，“浙江省农村文化
礼堂‘我们的村礼’”征集活动
以“文化礼堂，礼堂有‘礼’”为
主题，通过深入打造“我们的村
礼”品牌，进一步挖掘地方特色
文化、展示文化礼堂建设成
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凝聚乡村力量。活
动启动后，全省各地农村文化

礼堂踊跃报名推荐，主办方收
到文创非遗、农产品共计 405
项。

截至2021年底，全省累计
建成 19911 家农村文化礼堂，
500 人以上行政村覆盖率超过
97%，2022 年将实现全覆盖。
从文化礼堂走出的“我们的村
礼”融入了当地的乡村特色、文
化特点。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胡婷婷 文/摄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有自己的礼物啦！

古塘虎头鞋、长河草帽入选“我们的村礼”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有自己的
礼物啦！记者从省委宣传部获
悉，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乡村
文化振兴促进会承办的“浙江
省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
礼’”征集活动于近日落下
帷幕，慈溪市古塘街道担
山跟社区文化礼堂的虎头
鞋和慈溪市长河镇宁丰村
文化礼堂的长河草帽，从
众多“村礼”中脱颖而出，
成为首批20个“我们的村
礼”之一。

虎头鞋，是专门为刚出生的婴
儿准备的，也是人生中的第一双鞋
子。当婴儿呱呱坠地时，已经有一
双虎头鞋等在旁边，寓意着一辈子
的喜气，保护孩子健康安宁。

在慈溪，虎头鞋的制作据说可
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当时，慈溪大
古塘一带环境恶劣，小孩经常夭
折。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一种
猛兽：老虎。在江南人的记忆里，
老虎是所有禽兽中最威猛的，不仅
能威慑敌害，还能吞噬恶魔。人们
就制作鞋头有虎头图案的“老虎

鞋”，让老虎来保佑小孩健康成
长。小孩出生就都穿上“老虎鞋”，
这一传统流传至今。如今，虎头鞋
不仅是婴儿呱呱坠地之后的必备，
更是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成为一种传统文化。

古塘虎头鞋制版规正、针脚齐
整、造型精致，选料柔软舒服。鞋面
色彩材质主要以大红大绿的软缎为
主，透着浓浓的中国味，寓意生龙活
虎、健康吉祥；对老虎的眼睛和胡须
进行重点刻画：吊睛、黑瞳，眼神灵
动，长胡须寓意长命百岁。

寓意喜气吉祥——古塘虎头鞋
编织长河草帽。资料图片

曾经盛行于西方——长河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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