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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镇有独特的古村竹乡
文化。通过前期的调查，孩子们
了解了竹刻、竹根雕、竹编等艺
术形态。在小小议事会上，孩子
们通过投票，选出了竹编和竹
制家具作为竹艺的方向。

孩子们手持胶枪，有的在做
秋千，还有的在做竹楼，各有所
好。明年正是兔年，大二班的孙
美玲是竹编区里的“小师傅”，她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压一挑一、上
下交编的竹编技巧，还会编织曼
拉达图案。她用粉色和白色竹篾
编了一只小兔子，装进相框里裱
了起来，还说着：“我好想把它带
去街上卖哦。”

“非遗馆的成功亮相是幼儿
园、社区、家庭资源有效整合的
结果。校园是非遗传承的平台，
非遗文化不该只是孩子们校园

生活里的匆匆过客，潜在的传
承人可能就在这些孩子们当
中。”下沈幼儿园园长宋丽丽
说，“我们立足本土资源开设
非遗项目，通过耳濡目染的熏
陶和教育，让孩子们也能通过
非遗赋能，在参与非遗文化实
践的过程中提高动手能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会更加热爱本
土传统文化。”

石头画、泥金彩漆、竹艺……

校园里的“本土非遗馆”开馆了
“石头上画画也太有趣了吧。”

“看我做的秋千好看吗？”

近日，象山县西周镇下沈幼

儿园里的“本土非遗馆”正式开

馆了。孩子们有的在画石头画、

做竹编，有的在体验草木染技

艺，好不热闹。为了打造这个“非

遗馆”，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

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倾力创

设了一座以泥金彩漆、石头画、

竹艺为主要项目的非遗文化馆，

并展览了充满竹乡特色的竹制

品老物件。

玩转各种非遗项目

据班主任老师袁丹介绍，
“非遗馆”根据不同的非遗项目，
分成了若干个区域。孩子们每周
都能来到非遗馆进行沉浸式体
验。截至目前，馆内已有近 200
件幼儿作品。

泥金彩漆区里，大一班的黄
颖正在做红底木提桶。她将黏土
搓成条，沿着底稿的线条细心地
粘贴。接着，她选取了最细的笔
刷，蘸取金色颜料后，聚精会神地
开始着色。她此前制作的苗族饰
品受到了许多同伴们的点赞，更
是让她对自己的手工信心倍增。

“我喜欢在很多东西上面用泥金
彩漆作画，泥金彩漆的红色配金
色最美了。”

孩子们在瓦片上、陶瓷器皿
上、竹片上、水管上，留下了他们的
童心童趣。而孩子们能够畅快创作
的背后，是老师们的用心。“为了使
工艺简单化，更加符合幼儿操作，
便决定用彩泥代替漆泥，用金色丙
烯颜料上色取代贴金箔。”老师袁
丹表示，对幼儿而言，这样的可操
作性更强。在实践过程中，孩子们
创造性地打破了器物的局限，无不
可“泥金”。

另一边的孩子们正在专心
地在石头上作画。随处可得的石
头作为“画板”，经过一番创作
后，便成了一件件工艺品。

如今已过大雪节气，孩子们
已经在石头上从秋收画到冬藏。
大三班赖奕瑾正在画酣睡的鸟妈
妈和小鸟的羽毛，“我的这个石头
画叫做温暖的窝。”她已经想好了
这幅作品的名字。

“石头画创作步骤简单，只
需要铺底色、上色，最后刻画细
节，非常适合孩子的想象力培养
和手眼协调发展。”袁丹说道。

立足本土文化资源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郑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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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画石头画孩子们在画石头画。。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
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宁芬)
12月22日（冬至日），经贸“蒲公
英牌”冻疮水又将接受预约，之
后免费发放，这是宁波经贸学校
免费发放自制冻疮水的第十二
年。这一场公益“马拉松”，没有
因为疫情而停歇。

经贸“蒲公英牌”冻疮水由该
校药学专业教师姜辉老师研发，
并带领蒲公英志愿者团队的学
生，利用实训课及业余时间进行
制作、包装。该冻疮水吸收了生
姜、附子、桂枝等活血生热的药物
精华，很受易长冻疮人群的喜欢。

之前的十一年里，在每年冬
至所在的这一周，学校冻疮水就
会与市民相约，不见不散。今年，
学校将和去年一样采用寄送形
式，避免人员走动和聚集，只要按
照要求完成领取报名，学校就会
将冻疮水邮寄到你家。

冻疮水领取方法

1. 识别二维码，按要求填写
相关信息（填写内容：姓名、手机
号码、邮寄地址、身份证号码）。二
维码将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周
四，冬至日）9：00 在宁波经贸学
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宁波经贸”
发布。

2. 线 上 填 报 时 间 ：2022 年
12 月 22 日（周四，冬至日）9：00
开始。

3. 每个身份证号码限领一瓶
（每瓶30mL）,每个地址限领2瓶。

4.1000 瓶冻疮水早到早得，
领完为止。

5. 寄出时间：信息填报成功
次日。

6. 外来人员不能进校，也不
能与师生直接接触。

如有问题，请拨打学校门卫
电话：0574-83060007。

经贸冻疮水
第12年公益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