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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如果新石器时代有报纸的话，当时
肯定有一篇报道我诞生的新闻，嗯，肯
定的，绝对的，必须的！

这篇报道大约是这样的：
本报讯 日前，本部落在自家山头，

举行了隆重的十一孔石刀交付仪式。部
落首领张三、祭司李四，及部落所有能动
的人，都出席了仪式。此次交付的十一孔
石刀，为部落石匠王五所制造。

十一孔石刀的成功制造，标志着我
部落石刀制作工艺，再次实现新的突
破。各位工匠要学习王五的钻孔精神，
一个孔钻上好几天也不怕苦；要学习王
五的磨刀精神，一把刀磨上好几天也不
嫌累。

部落特别设立“年度突破奖”，奖
品包括一袋小米和一只野猪腿。成功制
造出十一孔石刀的王五，也成为第一个
获此殊荣的工匠。

领取奖励时，王五热泪盈眶地说，
这个奖是团队的成果，他将和团队共享
这份丰厚的奖励。王五还表示，将继续
发扬钻孔精神、磨刀精神，再接再厉，
在创新上下功夫，为部落科技的进一步
发展添砖加瓦。

据了解，王五是我部落知名石匠，
曾多次荣获“部落年度优秀石匠”“部
落年度创新奖”等荣誉。

好，接下来，咱们就这篇报道，深
挖一下，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以至于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从远古到现代，
都在登。

第一个问题，这个铜鼓凸部落在哪
里呢？

那您要是不会潜水，恐怕是找不着
的，在太湖县的花亭湖水底下呢。作为
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得益于文物工作者
不抛弃不放弃，我才得以从水下的黄沙

中重现天日，多不容易啊！需要说明的
是，当时的铜鼓凸，肯定不叫铜鼓凸，
因为那会儿应该还不会炼铜，更不会有
铜鼓。

第二个问题，十一孔石刀是什么？
本篇自介书有配图，呐，就是照

片上那个样子。一把锃光瓦亮的石质
刀具，刀背一侧有一排孔，不多不少
11个。

第三个问题，十一孔石刀有什么
用？这个就复杂了。

首先，咱们得从刀说起。无论是不
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对刀总不
会陌生的。首先，这字简单啊，横折
钩，一撇，完事。其次，这东西常见
啊，起码厨房里有一把。

不过，在提到刀时，多数人第一时
间想起来的，恐怕不是厨房里的那一把
……呃，厨师朋友们可能例外。尤其是
对于喜欢看古典小说或武侠小说的朋友
们来说，刀在他们的印象中，并不是一
种生产工具，而是一种武器：青龙偃月
刀，金丝大环刀，屠龙刀……

不过，跟我相比，那几位名刀，都
太过年轻了。嘿嘿，都是小字辈。您
想，但凡会炼铜铸铁，谁用石刀啊？这
就能推出个年代下限。再看本文物制作
工艺，又能推出个年代上限。反正，怎
么也得是新石器时代了。

说到石器时代。各位有没有小时候
被恶狗追的历史？在被恶狗追的时候，
有没有捡起地上的石头予以坚决反击？
那么恭喜您，确认过眼神，您也是石器
时代的人。

开个玩笑。讲真的，要是您“幸
运”地穿越到我那个时代，什么都不
要想，找棵树，再找根结实点的细藤
条……别误会，我是说，在树上撇一
根木棍，再找块石头，用藤条将石头
绑在木棍上，制作石器时代的人间杀器

——硬头锤。
当然，那玩意如果留存到现在，

也就是一块普通石头。不像我，光滑
的刀面，锋利的刀刃，还有那刀背上
一排整齐的孔，谁看了都知道，这石
头不简单！

这排孔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参考硬
头锤的制作，现在一般认为，钻孔石刀
的孔洞是为了穿入绳索，这么一绑，比
那种简易的硬头锤牢固多了。原始社会
有绳索吗？有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
己去找块知识的海洋游一圈。

说了这么多，我都是在说，我是一
把刀，而且挺好使。那究竟有什么用
呢？前边已经说过了，刀，要不是生产
工具，要不就是武器呗。

当然，也还能有其他用途。比如，
你们现代人，会买把没开刃的刀，摆在
或挂在家里，作为装饰。这事，咱们远
古人也会玩。

您想啊，如果单纯为了系绳子，两
三个孔已经足以系得很牢靠了，需要钻
11个孔这么多吗？咱们那个年代，肯定
也有人讲究装饰，而且不仅活着的时候
讲究。所以，有专家认为孔这么多的石
刀，应该是礼器。而且，据说，随葬的
石刀，孔越多，墓主人地位越高。

好了，可以回答问题了：生产工
具、武器或礼器。

专家说文物：

“2009 年冬季，花亭湖水库大坝底
坝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加固维修，湖水
水位降至历史最低。在此期间，太湖县
第三次文物普查野外普查组，抢抓时
机，对花亭湖库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
古调查。”太湖县文物专家汪淑琳介
绍，十一孔石刀就是在此次调查中发现
的，出土于铜鼓凸2号遗址。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永丰

差点长眠花亭湖的远古石刀
——铜鼓凸遗址的十一孔石刀

十一孔石刀 通讯员 孙永丰 摄

9月4日，迎江区一小学举办一年级
新生入学活动，助力“萌娃”较快适应小
学环境，孩子们通过走红地毯、进“彩虹
门”、打卡“学生证”、观看“先锋榜”等创
意活动，感受新学期、新生活。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潮家留 摄

萌娃打卡新校园

23年来，他凭着对服装事业的不懈
追求，在服装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地，多次被业界评为优秀西服工艺师，其
团队成功取得两项技术发明专利，并成
功注册两个西服商标，创立私人定制服
装经营模式大获成功，为此解决140余
人的就业问题。他就是安徽优定服装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志刚。

“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
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
口深井。”年近40的余志刚，从一名服装
厂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今天的西服工艺
师，得益于他对服装事业的无比热爱和
执着追求。2004年，在温州打工的余志
刚，抓住服装厂委派员工外出培训的机
会，潜心向一名外籍西服工艺师学习手
工上袖技艺。手工上袖是手工缝制西服
最难的一道工序。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掌握这项技艺，他成天把平针攥在手里
反复练习针法，白天时间不够，他就牺牲
晚上休息的时间进行练习，几乎到了一
种痴迷的程度。

一次，去食堂吃午饭时，他竟然忘记
将攥在手心的平针放下来，用筷子夹菜

过程中，平针突然滑落下来，掉进了菜
盘，他差点将平针和菜一起夹到嘴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月的
不断练习，他成功学会手工上袖技
艺，还成为服装厂首个掌握这门技艺
的一线员工。

余志刚说，西服制作共有 120多道
工序，归拔工艺、手工米兰眼等工序，至
今机器仍无法代替，必须靠手工缝制。利
用锁眼机能在一分钟之内锁一个扣眼，
但手工缝制一个扣眼，即使是有着5年
以上缝制经验的师傅，也要花1小时左
右。凭借20多年磨砺练就的技艺，他能
够在 20 分钟内手工缝制一个扣眼。所
以，为了确保生产出高品质的西服产品，
他在生产西服的很多工序上仍沿用手工
缝制技术，并加强员工在手工缝制技艺
上的培训，还建立了“员工技能不过关不
录用、产品质量不达标不验收”的内部管
理制度。

余志刚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对高
档服装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而西服
又是婚礼、商务、宴会等重要场合的最佳

着装之选。因此西服产业有着潜在的广
阔市场。发展西服产业恰恰能够满足现
代人们消费观念的需要。所以，在2018
年8月他毅然放弃在北京的事业，来宿
松投资发展西服产业。

私人定制服装有什么好处？余志刚
说，私人定制服装与市场成衣相比，有着
独有的优势，它让客户穿上之后，体形更
好看，弥补了身体的缺陷。让普通人都穿
上定制服装，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追
求，更是对服装文化弘扬的最佳方式。

日常工作中，余志刚不仅注重生产
效益，更注重产品研发。目前，公司已申
请注册了两个商标，还发明了两个专利，
一个是“服装生产用蒸汽熨烫破洞机”，
另一个是“服装自动传送流水线用输送
装置”。这些商标和专利，见证了其团队
对服装文化的不懈追求和传承，也提高
了私人定制服装产品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余志刚带领团队创立私人
定制服装经营模式以来，其销售量由
2018年10000余件发展到2021年上半年
20000余件，面料由2018年 20余种，发
展到现在2000余种，涵盖国内外高中低

档次，能够满足不同职业人群不同场合、
不同季节的需求。同时，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公司营业收入年年攀升，2020年营
业收入达1300余万，并每年为当地农村
居民提供140余个就业岗位，为加快宿
松县服装产业发展步伐、助力乡村振兴
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这里学会了‘复胸补’技术，现
在月工资基本都在7000以上，工资较高
不说，还可以抽空回家照顾孩子。”以前，
破凉镇王好华为了工资收入高一点，每
年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缝制技术功底，
选择到外面的高级服装厂打工，自2018
年8月余志刚来宿松发展服装产业后，
她就在余志刚创办的西服生产基地打
工。既能获得高额的工资收入，学到更为
复杂的西服缝制技术，又能照顾到家里。
可谓一举三得。那些曾跟王好华一起在
外面打工的工友，都羡慕不已。

成功始于专注，专注在于当下。余志
刚，这个来自外地的服装工艺师，仍坚持
以驰而不息、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不
断追寻着服装产业发展的新潮流。

通讯员 孙春旺 汪明元

余志刚：以初心致匠心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望江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围绕“办实事，开新局”，
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积极谋划

“十四五”期间民生及重点工
作，促进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
合，为文旅体事业发展开新
局、谱新篇。

“十三五”期间，该县公共
文化体育旅游设施日趋完善，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已建成国
家二级文化馆、图书馆各1个，
乡镇综合文化站10个，村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128个，村级农
家书屋135个；县级“五个一”
公共体育设施基本建成，新建
乡镇小型全民健身中心5个，社
会足球场9块，乡（镇）村（社
区）文体广场近600余处，农体
工程实现全覆盖，截止2020年
底，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09m2，每万人拥有足球场 0.7
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
到 42%；成功创建 2 个 A 级景
区、1个省级优秀旅游乡镇、1
个省级休闲旅游示范点、1个省
级研学旅游基地、6个乡村旅游
示范村，2个AAA级旅游村，1
个乡村旅游创客基地，22家星
级农家乐，2个市级休闲旅游示
范点，1家三星级民宿，建成旅
游厕所81座。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该局充分发挥文旅
体事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多
元功能和综合效益，形成以

“大美望江。古韵雷池”为主标
识的文化旅游体育发展新格局。

今年，望江县启动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组织
编制《望江全域旅游规划》，拟

制定望江县《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加大旅游
宣传，着力发展旅游新业态，
推进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推动A级
景区、特色旅游名镇、特色旅
游村、省市级休闲旅游示范
点、旅游民宿、健康养老等乡
村旅游新业态创建工作。

该县重点谋划建设一批彰
显望江文化魅力，有利于提高
群众幸福指数的重大文旅体融
合项目，编制《望江文旅体业

“十四五”发展规划》，以更好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核心，新
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游泳馆等一批重点惠民项目，
进一步完善望江县乡村文化提
升、全民健身补短板等文旅体
公共服务设施，预计总投资约4
亿元。

该县加大“双招双引”力
度，推动文旅体产业提质增
效。深入挖掘全县文化旅游资
源优势，积极对接融入长三
角，招大引强，力争招引一批
文化创意、旅游休闲、体育健
身、健康养老类产业项目落
户，在文旅体产业整合发展上
实现新突破。同时，以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扎
实推进文艺作品创作创新发
展。围绕重大节庆活动，开展
文艺创作和品牌活动，深化油
菜花系列赏游活动、“雷池飞
歌”、黄梅戏展演、“少儿文艺
调演”、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望江
文化旅游体育活动品牌效应，
提升影响力。

（通讯员 江小婷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望江：文旅融合谱新篇

本报讯 桐城市深挖红色
资源，勤耕红色沃土，打造品
牌基地，并发挥史志部门优
势，推出高质量编研成果，让
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了解革命先
烈事迹，增强红色历史记忆，
激发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桐城具有辉煌灿烂的革命
斗争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
景仰和纪念的革命遗迹和遗
址。经过摸排，桐城市现有革
命遗迹和遗址44处。

在今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中，桐城市党员干部深受教
育，特别是广大镇村干部对本
辖区内的红色资源保护、开发
和利用方面的热情非常高，迫
切希望将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
结合起来，在保护好革命遗迹
和遗址的同时，通过红色旅游
不断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提高
群众生活水平。

桐城市委史志室主任陈俊
介绍，今年以来，针对该市红
色资源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他们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挖掘
和补充工作，对各地图片布展
和解说进行指导，先后指导并
具体参与了唐湾镇蒋潭村中共
桐怀潜中心县委第一次代表会
议旧址、桐城中学渡江战役二
野司令部旧址、叶家湾红色教
育基地的图片布展工作。图片
展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
响，截至8月底已吸引全市100
多家单位、近万名干部群众参
观，已经成为桐城展示红色资
源的亮丽名片。

桐城市烈士陵园、中共桐怀
潜中心县委第一次代表会议旧
址、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
欧家岭起义旧址……在成功申
报第一、第二届“安庆市党员干
部党史教育基地”的基础上，该
市持续提升红色资源的对外影
响力，夯实红色资源品牌基地，
将棋盘岭抗日伏击战纪念亭、鲁
谼农民暴动旧址、花果园烈士陵
园、叶家湾红色教育基地等申报
第三届“安庆市党员干部党史教
育基地”。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刘攀）

桐城：深挖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9月4日晚，在潜
山市五庙乡程冲村，几名潜山
弹腔传承人在村文化广场为村
民们表演了几部弹腔传统戏
曲。近年来，潜山市设立弹腔
艺术专项资金，建立了奖励机
制，定期举办弹腔剧目调演，
组织剧团下乡演出，让弹腔

“活”在了乡村舞台上。
潜山弹腔是安徽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潜山市文化馆副
馆长郑菊琴介绍，安徽“潜山弹
腔”又称老徽调，是京剧的母体
艺术。弹腔在明朝就已流传于民
间，到清朝京剧鼻祖程长庚随父
辈在潜山学戏，并吸收潜山弹腔
曲调，经不断浸润融合，逐渐发

展并形成京剧艺术。
表演现场，村民们听得津

津有味，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观众中，还不乏有不少年轻人
的身影。“跟以前相比，演员动
作流畅，表情演绎到位，起
腔、拖腔等唱法更讲究，有京
剧的味道，更有本地弹腔的韵
味。”谈起演出，老戏迷钱逢胜
颇有感触。

近年来，潜山市组织专业
人员驻场指导，历时五年启动
复排公演9部大戏，进校园、进
乡村、进社居，使得这一古老
的弹腔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储著芳）

潜山：老弹腔酿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