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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侨乡江门，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以一技傍身、展一技之长，成为家庭、行业的脊梁骨；他
们热爱并坚守技艺的传统，拓展并丰富技艺的内涵，成为“承古今、存文脉”的中间人、守正创
新的行动派；他们以技艺服务群众之需，在此过程中锻造专注勤奋、坚忍无畏的精神品格，演
绎自己或平静或波澜壮阔的人生，成为新时代侨都建设事业值得书写的奋斗者。

为提升社会对江门民间百业技艺的了解与关注，启发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
与传承，推动人们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力量，即日起，本报策划推出《身边匠人——江门
民间百业故事寻访录》系列报道，聚焦散落在这座城市各个角落具备一技之长，正在为美好
生活而努力奋斗的个体、群体，介绍他们的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江门民间百业故事寻访录—江门民间百业故事寻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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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市花是绿美生
态的重要标志。“簕杜鹃是江门
市花，但是了解知晓背后故事的
市民不多。建议深入挖掘宣传
好其中代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
象征，借此进一步凝聚和壮大全
社会参与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的
热情和力量。”刘运华说。

如何让更多市民享受绿美
江门生态建设的福利？王哲建
议多关注新型住宅社区的绿美
生态建设，提前介入，强化规划
设计，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感受到绿美江门生态建设带
来的好处，更加支持这项工作的
推进。

筑牢绿美生态安全基石
筑牢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

基石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江门从

“绿起来”到“美起来”的底线。
“我是一名林长，在日常工

作中，充分认识到绿美江门生态
建设最大的底线在于保护好现
有的绿水青山，重视防范森林火
灾风险，加快推进专业森防队伍
规范化建设，筑牢绿美生态安全
基石。”省人大代表梁国安说。

在省人大代表郝炼看来，
目前我市林业管理和执法队伍
力量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
林业工作的新要求，这是推进
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的难题之
一。她建议创新工作机制，应
用更多科技力量，为林业管理
和执法减轻负担。

省人大代表余彩云建议，加
强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检疫和
防治，组织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
治理，防范和化解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风险，同时积极宣传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知识，引导广大
市民增强维护生物安全意识，共
同筑牢防控薇甘菊等林业有害
生物的铜墙铁壁。

江门目前布局着不少不合
理的桉树纯林，消耗大量水资源
和肥料，导致水土流失，影响正
常农业生产活动。“我建议大力
推进桉树替换工作，多种植油
茶、坚果等树种，改善林分结构，
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另外，建
议加大力度关注废弃园林木材
的循环利用，加快相关处理设施
场所建设，为推进绿美江门生态
建设提供更多‘养分’。”省人大
代表黄慧宏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林立竣

6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在台山城郊一个
蓝色铁皮棚内，墙上宝剑寒光乍现，案台书
法笔走龙蛇；角落里，起痕的老铁毡、发白的
戗刀石和斑驳的淬水池自成一体，散发出岁
月沉淀出来的古朴气息；炉子里的焦炭呲呲
作响，一块顽铁被放在熊熊烈火中煅烧，泛
红的火光映照在中年男人黢黑清瘦的脸上。

陈再荣，今年51岁，被身边好友称作
“剑痴”。像往常一样，他刚结束工地上的电
焊活，便急匆匆赶来这里，沉浸在自己的铸
剑世界里。

这位曾满怀“仗剑走天涯”梦想的中年
汉子，虽然至今仍因“日子过得尴尬无奈”而
远未找到那份理想中的洒脱与自如，但对痴
迷铸剑这件事情，他始终有着自己坚定的价
值认同：“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一
方文脉，是我作为一个民间手艺人的骄傲；
能将半生付于一器，找到灵魂深处的美好追
求，是我的福分。”

为剑痴迷的小铁匠
剑者，器也。短兵之祖，百兵之君。古

人佩剑，以剑明志。似乎每一位中国人，儿
时都有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梦，这是藏在血
脉里的侠肝义胆。陈再荣也是如此。

“我从小就常听村里老人讲岳飞抗金、
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故事，上学识字后，又看
了相关书籍，对辕门射戟、三英战吕布、单刀
赴会等章节很感兴趣，从此对刀剑十分着
迷。”在炉火旁，陈再荣一边用火钳摆弄着木
炭，一边回忆当初“入坑”的经历。

陈再荣是湖南岳阳人，因家贫很小就辍
学，后拜当地一位著名的铁匠为师，学打菜
刀。古话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
腐。入门那天，师傅就对他说，选了这行，就
得吃这行的苦。“我记得那时经常清晨6点就
起床，一直干到深夜；当时体重不到40公
斤，抡的铁锤却有5.4公斤重；到了晚上，小
胳膊总是抬不起来，但看到裤子上密密麻麻
的窟窿眼跟筛子似的，还蛮好玩。”说起当初
的苦累艰辛，陈再荣像在说一桩桩趣事。

吃得了苦、不偷懒，仅学习半年，陈再
荣一天就能打出20把菜刀，十分高产。师
傅喜欢他的勤快、本分，更欣赏他的坚韧、
顽强，于是开始教他铸剑。儿时深藏在心
中的刀剑梦被点燃，他像海绵一样从师父
那里吸收着铸剑技艺，并不断加深对刀剑文
化的理解。

“我虽读书不多，只是一位小铁匠，但跟
刀剑打交道越多，越认识到它的美。刀剑沉
淀了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脉厚
重，蕴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哲理
内涵，常能引人深思。”陈再荣说。

因剑而窘的生意人
1993年，陈再荣告别恩师，在岳阳开了

一间铸刀作坊，又于1999年南下广东江门
台山打拼。彼时房地产市场火热，他用为数
不多的积蓄在台城盘了一个铺子铸售铁门，
生意很快就上了轨道，手头渐渐宽裕起来。

按捺不住自己的“侠影剑心”，陈再荣
常在生意之外抽出大量精力用于铸剑，并
在此期间陆续打出一些工艺精湛、造型优
美的好剑，有的还被识货的老板购买收藏，
陈再荣的名字也逐渐在台山小有名气。更
让他信心大增的是，通过反复实践，他取得
了对旋焊嵌钢工艺的重大突破，并独创出
一项能让刀剑在保留同样花纹和锋利程度
的条件下具有更好韧性的淬火技术。“我觉
得这是对古人、对当代很多铸剑师的不俗
超越，有种大侠参透武功秘籍奥义的兴
奋。”陈再荣说。

但这种兴奋没有持续多久，生活的冷峻
就给他上了严肃的一课。一方面，由于将过
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铸剑中，他的铁门主
业生意遇到严重瓶颈；另一方面，由于时代
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他在铸剑工艺上的突
破无法很好地转化成经济效益，陷入了“闭
门造车，越做越苦”的境地。

“刀剑作为兵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
今主要作为工艺品被收藏展示，更注重款式
造型，行业里已可流水线生产，但我仍强调

剑的锋利、韧性等品质，铸一把剑通常要两
三个月，又不懂宣传，谈不上什么竞争力影
响力。”陈再荣自我剖析道。

2015年后，陈再荣原来的铁门生意难
以继续维持，于是到工地上做起电焊工，
有空便来到铁皮棚，但更多是打菜刀帮补
家用。

坚守匠心的传承人
眼见炉子里的铁块已红得发透，陈再荣

起身，开始向记者演示铸造一把剑最重要也
是最艰苦费力的环节——锻打，并不时往铁
中加入草钢，以使二者经千锤百炼后各处密
度、成分均匀。

“锻打是为提纯去杂，这直接决定了一
把剑的‘体魄’，后面还有戗锉、淬火、磨砺等
10多道工序，为剑塑型、注魂、美容。每个环
节都需要保持高度专注，不但要精准把握锻
打力量、剑坯温度、淬冷火候，还要有‘十年
磨一剑’的超常耐性和艺术审美情趣，最终
使剑折之刚柔并济，视之纹理优美，击之金
鸣悠扬。”一讲起铸剑的要领秘诀，陈再荣兴
致盎然。

事实上，在最困难的那几年里，陈再荣
始终无法忘记铸剑初心。他在做完焊工、菜
刀的活后，一有机会便到处跑市场找材料，
继续设计和锻造心目中的宝剑。遇到烦恼，
就以书法养性，寻得内心安宁，他尤爱瘦金
体，认为这种字体有剑气，落笔如剑出击，气

势磅礴、有开有合，结束如剑入鞘，横竖铿
锵、撇捺风流。

坚守迎来转机。2018年后，国家加大
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力度，因缘际会，陈
再荣用时两年多铸成的一把“三星剑”在某
次工艺展会上获评中央美术学会振兴传统
工艺金奖及最佳工艺奖，引起包括中央电视
台在内的媒体关注，并获得好评，他本人匠
心铸剑的故事也被更多人所知。陈再荣在
2018年、2021年相继获评台山市级、江门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铸剑技艺的代
表性传承人。2022年，陈再荣传统铸剑技
能大师工作室获评江门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之后他又获评“岭南·高度”新时代岭南100
名青年非遗传承人并成为首批10名扶持对
象之一。根据扶持协议，他精心打造了靖南
（康熙战刀）、湛卢（汉剑）、紫电（唐刀）三件
作品，近期将亮相岭南文化艺术馆。

这些帮扶不但让陈再荣获得了一定的
经济支持，也得到了继续守护传承弘扬这项
流传千年的非遗绝技的机会。他说，接下来
将竭尽全力在传统技艺和现代需求之间找
到契合点，持续推动铸剑技艺创新发展。

当然，如今的陈再荣在经济上依然面临
不小压力。但他说，这难不倒他，中年人必
须咬紧牙关面对，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一
把剑，从无到有，须经千锤百炼，遭高温冷
凝，才能磨砺出幽蓝刃口，露出典雅纹理，
我的生活也是如此”。

铸剑人陈再荣：

年幼种下刀剑梦 半生痴付一器中

江门日报讯 （记者/黎禹
君 通讯员/熊正红）近日，由市
文广旅体局主办，市文化馆、江
门五邑联合文化馆承办，各县
（市、区）文广旅体局协办的
2023江门市群众艺术花会（音
乐舞蹈）在市文化馆二楼文化剧
场举行，当天上午和下午分别进
行了音乐、舞蹈专场比赛，正式
拉开2023江门市群众艺术花会
（音乐舞蹈）的序幕。

2023江门市群众艺术花会
（音乐舞蹈）是江门全市最具导向
性、示范性的大型群众文化活
动。为了让该花会更接地气，惠
及更多群众，本届花会结合本地
实际，策划了比赛、展演以及专家
点评等一系列活动。

本次比赛现场，16个音乐节
目、9个舞蹈节目轮番上演。音
乐专场涵盖女声独唱、器乐七重
奏、男声六重唱、鼓乐演奏等表演
形式；舞蹈专场不仅有群舞表演，
还有体现非遗和艺术结合、中乐
与西乐结合的节目。

最终，音乐作品《大湾区的
娃》和《囍》获得音乐专场比赛的
金奖，《水岸家园》《小城新故事》
《宫灯缘》获得音乐专场比赛的银
奖；舞蹈作品《武魂》和《风吹麦成
浪》获得舞蹈专场比赛的金奖，
《乡思·侨》《裹然粽意》《红色记
忆》获得舞蹈专场比赛的银奖。
胜出的这10支队伍将代表江门
市参加2023广东省群众艺术花
会（音乐舞蹈）复赛。

市群众艺术花会（音乐舞蹈）举行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刘
王生）城乡建设档案作为记录城乡建设历
史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保存城乡发展历史的
重要使命。记者日前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获悉，《江门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将于8月1日起正式施行，进
一步规范全市城乡建设档案归集管理工作。

今年1—6月，市住房城乡建设档案馆
受理登记市区建设工程档案编号的项目已
达522个，相关档案业务量随之大幅增加。

为推动城乡建设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传承
城市文脉，我市出台《办法》加强依法治档。

据了解，《办法》主要从体制机制、归集
范围、移交接收流程、保管利用、法律责任
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从纵向和横
向两个方面理顺了城乡建设档案管理体
制。纵向上，规定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建设档案
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城乡建设
档案管理机构实施，业务上受同级档案主

管部门监督和指导。横向上，重点理顺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主管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乡建设档案相关
工作，明确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制。同时，
实行“分头验收监督+统一保管”的模式，确
保在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能够查询到所
有建设工程档案。

为推动《办法》实施见效，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专门召开会议，邀请参与《办法》起
草的谢少波律师，对《办法》出台背景及内

容进行解读，促进参会人员更好地理解贯
彻实施《办法》。

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设档案馆将以
贯彻《办法》为抓手，依法依规加强城建档
案指导和归集管理工作，并强化对各县
（市、区）、各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城建档案业
务培训指导。同时，针对建设周期长或者
工程体量较大的工程项目，试行档案分阶
段验收、分阶段移交制度，缓解集中核验档
案工作压力。

《江门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
推动城乡建设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门日报讯（黎禹君 江仁
材） 7月10日，2023年江门市
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正式开
班，引导人才凝心聚力、铆足干
劲融入高质量发展大潮。市领
导联系的高层次人才、市“十四
五”时期重点建设的十三支人才
队伍代表、各县（市、区）优秀企
业人才共45人参加。

市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同
志表示，举办此次国情研修班，
是为了让我市人才直观感受粤
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机
活力，以高规格、高质量培训激

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本次研修班紧密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
学”模式，邀请中山大学、深圳大
学的专家教授，围绕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高质量发展主
题开展专题授课。同时又以“现
场教学”形式，组织学员实地走
访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
的人才载体及重点企业，深入了
解先进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优
秀经验，开阔眼界、提升能力、促
进交流合作。

江门市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开班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江门日报讯 （记者/张浩
洋 通讯员/江义宣）近日，市义
工联举行“‘义’起来 共成长”6
月亲子活动志愿达人回馈仪式，
向亲子活动志愿达人代表赠送
激励礼品包。

为营造全社会支持和回馈
志愿者的良好氛围，今年6月，
团市委、市义工联联合各县
（市、区）团委、义工联及中国建
设银行江门市分行共同搭建志
愿者激励回馈平台，旨在发动
社会爱心商家、企业等公益合

作伙伴，通过每月不同的激励
主题向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提供
代金券、折扣、礼品、服务等回
馈。

在今年6月举行的亲子活
动中，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以

“大手拉小手”方式参与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市义工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每个月设置了
不同的志愿服务主题，期待更多
爱心商家、企业或服务机构、社
会组织加入其中，共同推动志愿
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义工联举行亲子活动志愿达人回馈仪式

礼遇志愿者 用爱回馈爱
打造一把剑要经过锻打、戗锉、淬火、磨砺等工序。图为陈再荣在锻打铁块。 陈再荣打造的“万刃”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