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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11 日起， 位于潮州市
枫溪区的裕德堂壶艺研究所刚刚落
成，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
自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一壶一盖”社
会实践队的 15名青年学生和他们的
指导老师代亮。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
里， 他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既
有资料整理、理论学习、观摩访谈，也
有实操体验、实地走访调研等。

“裕德堂的第五代传人张泽
锋， 正好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校友，
他去年年底曾到我们学校开了一
场讲座，主题是‘读懂泥巴里的新
乾坤’， 向我们介绍了潮州手拉壶
的历史和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
我们都非常感兴趣。 ”13 日下午，
记者到裕德堂壶艺研究所采访，社
会实践队成员之一的广州女孩游
演璇告诉记者，实践队成员中很多
人正是受师兄张泽锋这场讲座的
影响，才决定利用暑期时间，来到
潮州零距离了解这项传统技艺。

而就在游演璇与记者聊天的
过程中，实践队的其他成员大多正
忙着体验这项传统工艺的魅力。 只
见这些青年学生先把工作区域的
旋转托盘刮干净，然后啪一声把一
块掌心大的泥巴拍在托盘上，接着
按下托盘下的电源开关，手指稍微
沾水后，用拇指往外压拉制出壶身
雏形后， 再根据壶身比例进行修
正，而待坯体阴干后，还需用小弯
刀、刮板等精修壶身，慢慢地一个
空心的手拉壶才在同学们略显生
疏的双手中逐渐成型。

据了解，潮州手拉壶是潮州陶

瓷业的一朵“奇葩”，其制作共分揉
泥、拉坯、拉壶盖、修坯、拉壶嘴壶
把、安装壶嘴壶把、烧火、检查等八
道主要工序。从清代中期，潮州手拉
壶便独具一格， 经过近 300 年，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的改进，
潮州手拉壶工艺师的制壶技术和选
料、制泥工艺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成就了一大批工艺美术大师。

“以前只是简单地知道有手
拉壶，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茶壶制
作起来竟有如此复杂的工序和讲
究， 而且每道工序都必须谨小慎
微， 哪个环节出错了就前功尽弃
了。 ”经过几天的观摩体验之后，
潮州籍学子陈嘉勋笑着自我调侃
说， 这次难得的体验甚至让他开
始怀疑自己的潮州人身份了。

对于这些青年学生近日来的表
现，张泽锋的父亲，中国工美行业艺
术大师、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瑞
端点评时说， 这些零基础的大学生
们悟性很高， 对手拉壶的设计理念
和造型能力比一般学员要高很多，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对于这
门传统手工艺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
兴趣，在近一周的“手把手”教学后，
他们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制壶的动手
能力，可以拉出一把成型的壶，但还
有很多进步空间。

在体验制壶工艺的魅力之
余， 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门
传统手工艺则成了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社会实践队此行另一个重要
课题。据社会实践队成员游演璇、

许漫玲等人介绍， 实践队成员在
裕德堂工作室中看到许多当地年
轻人每天都心无旁骛地学习制作
手拉壶时， 总会想起许多与他们
同龄的“00 后”大学生们，他们中
大多数人只会整天戴着耳机，抱
着手机听歌或打游戏。

为此，社会实践队的成员们希
望在此次社会实践结束后，将“大
学生应积极参与传统手工艺的传
承”写入自己的调研报告中，他们
建议大学生要有意识地组建传统
手工艺类社团， 开展工艺传承活
动、 调查以及全方位的立体式研
究， 并且在学习和传承中让现代
元素走进工艺设计， 让传统工艺
走进现代生活， 增强大学生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潮州手拉壶是潮州优秀传
统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枝奇葩，是
老祖宗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
产，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们既要
珍爱它、传承它，更要弘扬它。”张
泽锋说， 他小时候觉得做壶是一
种兴趣， 如今长大后觉得这更是
一种责任了， 而让更多年轻人加
入传承和弘扬手拉壶制作这项手
工艺则是他的心愿。

据张泽锋透露，在此次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裕德堂工作
室也准备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进
行更深度的合作，双方正筹划在裕
德堂工作室设立一个“三下乡”社
会实践基地和艺术与设计传媒学
院校外教学实习基地，而这也是张
泽锋反哺母校的一种体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危健
峰、 通讯员叶建波报道：7 月 17
日上午，敏捷集团在梅州市五华
县举行捐赠仪式，向五华县政府
捐赠 2 亿元善款，这些善款将全
部用于五华县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

据了解，五华县是广东省重
点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县 ，是
梅州市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更
处于广东省振兴粤东西北地区
发展新增长极的区域。 今年 6
月 30 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
动上，敏捷集团现场捐资 2 .5 亿
元 ， 其中 2 亿元定向扶贫梅州
五华县 。 据敏捷集团常务副总
裁陈水茂介绍， 该企业派出的
调查组经过对五华县各个乡镇
的调查走访， 制定了“五扶一
美”帮扶模式 ，计划用三年时间
通过教育、就业、产业、消费、党
建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 ， 助力
五华县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
目前，敏捷智慧图书馆 、敏捷苗
木基地和美丽乡村等 3 个项目
正在快速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 五华县敏捷
智慧图书馆项目也于捐赠仪式同
日启动。 而敏捷苗木基地项目也
已进入调研阶段， 该项目计划在
五华县天云岭森林公园打造苗木
花卉示范基地，通过帮资金、送技
术， 带动当地贫困户入股分红和
加入种植，让村民脱贫增收。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通讯员叶旭斌报道：非法转让集
体土地使用权，并以明显低于市
场的价格收取地皮款；顶风作案
毁林造坟，并以“复绿赔偿款”的
名义向村民收取“墓地款”。 记者
15 日从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
获悉， 当地警方于近期连续出
击，先后端掉了上述 2 个涉及村
居干部的黑恶团伙，抓获村居干
部 18 名。

14 名村干部涉非
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据悉，2018 年 11 月 21 日，
潮南警方接到汕头市自然资源
局潮南分局移交的关于井都镇
古埕社区居委会非法转让土地
使用权的线索。

接到上述线索后，潮南公安
分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核查，发
现辖区内的井都镇古埕社区有
多名村干部涉嫌参与非法转让

土地使用权犯罪，遂依法立案进
行侦查，并迅速将涉嫌非法转让
土地使用权犯罪嫌疑人姚某升
（男 ，62 岁 ， 时任社区党支部书
记）、姚某标（男，61 岁 ，时任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姚某和（男 ，63 岁 ，原社区居委会
副主任）及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嫌
疑人姚某雄（男 ，56 岁 ，时任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等 4 人抓获。

随后，警方通过深挖扩线，又
先后抓获陈某群（女，57 岁）、姚某
春（男，49 岁）、姚某义（男，47 岁）
等社区干部及工作人员 10 名。

经审查，2012 年 9 月 29 日，
姚某升、姚某标和姚某和在未经
有关批准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通
过召开“两委”干部大会形式，擅
自将古埕社区居委会土地非法
出租给村民姚某使用，涉及用地
面积 15.98 亩（根据汕头市自然
资源局潮南分局测量 ，实际使用
面积为 26.65 亩）。

2013 年至 2018 年姚某升、

姚某标和姚某和担任社区党总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居委会
副主任期间，同样在未经有关批
准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通过召开
村“两委”干部会议和村民代表
大会形式，擅自将古埕社区多处
土地非法转让给村民使用，涉及
用地面积 11.41 亩。

2013 年，以姚某升、姚某标为
首的古埕社区两委干部利用职务
之便，以解决老干部未买楼地的历
史遗留问题为借口，采取召开“两
委”干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手
段，将 24 处集体土地出卖给现任
村干部、 老干部和相关业务干部，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每平方米
500 元收取地皮款，共同侵占集体
资金人民币 5682239 元。

4 名村干部毁林造
坟牟利超 100 万元

今年 4 月 26 日， 潮南公安
分局接中共汕头市潮南区纪委

关于移送两英镇圆山村毁林造
坟行为涉嫌刑事责任问题的函
件。 该分局于当天立案侦查并将
涉案人员李某光、陈某明、李某
松传唤到案调查。 5 月 27 日，慑
于警方侦查压力，同案涉案人员
李某创主动到潮南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投案自首。

经审 查 ，2014 年 11 月 至
2016 年 12 月， 犯罪嫌疑人李某
光（男 ，61 岁）、 陈某明（男 ，60
岁）、李某创（男 ，65 岁）分别任潮
南区两英镇圆山村村委会主任、
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期间，该
村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擅自非法
转让墓地 228 穴给村民黄某、叶
某、康某等人，并以收取墓地“复
绿赔偿款” 名义收取村民黄某等
人“墓地”款共 1371200 元。

犯罪嫌疑人李某松（男 ，56
岁） 在该村非法转让土地期间，
负责与购买“墓地”村民到圆山
村林地确认“墓地”位置，后由该
经联社与村民确定购买“墓地”

的价钱。 目前，李某光、陈某明、
李某松、李某创均因涉嫌非法转
让土地使用权罪被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已进入攻坚阶段， 黑恶不除，民
心难安。 ”据潮南公安分局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地警方正在开
展为期 1 年的严厉打击整治“村
霸” 黑恶势力犯罪专项行动，重
拳打击利用宗族势力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
霸”， 涉黄赌毒假、 非法高利放
贷、暴力讨债、插手民间纠纷、强
买强卖等黑恶势力犯罪。

而除了上述两宗案子，潮南
公安分局还于近日成功抓获了 3
名涉嫌假借创文之名收取“保护
费”的治保员。

据介绍，潮南警方在工作中
获悉辖区内峡山街道汕尾居委
社区治保员李某敏、 李某鸿、林
某彬擅自向汕尾居委会经营的
商家收取保护费的线索后，经细

致调查走访，依法将李某敏（男 ，
36 岁）、李某鸿（男 ，37 岁）、林某
彬（男 ，38 岁 ，均系峡山街道汕尾
居委人）等 3 名汕尾居委治保员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刑拘。

经潮南警方初步查明 ，从
2018 年开始，上述 3 人便假借创
文之名，以占道经营为由，多次
到受害人王某、龙某、兰某、张某
等人经营的门店进行“巡逻检
查”， 并利用上述外地人员在当
地经商不愿惹麻烦的心理，要求
王某等 4 人每月交纳 500 元至
800 元不等的“保护费”。 而作为

“保护”，该 3 名人员在上级有关
部门前来检查时，会提前告知王
某等人做好收摊准备。 王某等 4
人为了可以维持长时间经营，被
迫接受李某敏等人的要求。

目前，李某敏等 3 人均交代
自 2018 年 7 月份开始至 2019
年 5 月份，先后通过微信收取王
某等 4 人转账合计 2.9 万元。 该
起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危 健
峰、通讯员梅公宣报道：7 月 16
日上午， 市民钟女士一早就来
到梅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
管理所电动自行车登记处 ，提
交了身份证 、 购车发票和电动
车产品合格证后， 顺利完成了
自己电动自行车的上牌 ， 这也
是梅州市首张“新国标 ”电动自
行车牌照。

据了解， 为全面规范电动自
行车管理工作， 结合梅州正在开
展的“创文”行动，7 月 15 日，梅
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有关法
规发布了《梅州市公安机关实施
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的通告》，
从 7 月 16 日起全面开展电动自
行车注册登记， 对逾期注册或不
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将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起按规定实施交通违
法处罚。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注
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分为新、旧
国标两个标准。 新国标电动自行
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
具有两个车轮 ， 能实现人力骑
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
行车；最高时速不大于 25Km/h，
整车质量（重 量）不大于 55kg，
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不大
于 400W,符合国家新标准并获
CCC 认证。 不过，记者注意到大
家日常使用中还存在违标电动
自行车，即指不具有人力骑行功
能，或者最大设计时速 、整车准
备质量、外廓尺寸 、电动机额定
功率等指标超出电动自行车国
家强制标准的电驱动两轮车辆。
为加强这类车辆的管理，设立为
期 3 年的管理过渡期， 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止。 过渡期内对违标车实
施临时登记， 核发临时通行标
识， 只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
不能在外市使用， 不得办理转
入、转移业务。

探索潮州手拉壶传承新模式
协助托起汕头贝雕复复兴兴重重任任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三下乡”大学生暑
期造访潮汕， 为当地非
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贡
献青年力量

炎炎夏日，当大多数学生还沉浸在自己愉悦的假日时光时，有这样一群青年学子，他们带着“乡
村振兴”“教育帮扶”“法律宣讲”“非遗传承”等“三下乡”社会实践主题，顶着烈日酷暑把足迹留在了
全国各地，用力所能及的付出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

在这份青春力量里， 就有两支由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师生组成的社会实践队， 带着关注
“非遗传承”这一主题于近日千里迢迢分别来到了潮州和汕头。

其中，造访潮州的“一壶一盖”社会实践队共有 16 名师生，他们希望通过理论学习、观摩
传授以及实操演练等方式，更好地了解国家级非遗潮州手拉壶的历史和文化，思考如何更好
地传承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而造访汕头的“雕情贝艺”社会实践队则由 14 名师生组成，该
实践队已是连续第三年聚焦于“贝雕”这门濒临失传的民间工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地
调研和大力宣传，协助当地担当起这项濒危传统手工艺的复兴重任。

就在“一壶一盖”社会实践
队为手拉壶这项传统手工艺奔
走于潮州街头时，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的另外一支社会实践队“雕
情贝艺” 也于 12 日至 16 日期
间，在汕头的潮阳区为一项濒临
失传的民间工艺而努力着。

据悉，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雕情贝艺”社会实践队已是连
续三年来到汕头潮阳区的海门
镇，并持续聚焦于“贝雕”工艺。
今年，这支第三届“雕情贝艺”
社会实践队由 13 名青年学生
组成的， 在指导老师陈绮雯的
带领下， 他们希望在前两届所
做的工作基础上， 继续全力助
推海门贝雕“申遗”，携手守护
海门贝雕工艺的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贝雕
是选取不同形状纹理的贝壳，经
过打磨、抛光、裁剪等工序，加上
艺人独特的雕刻手法制作而成
的工艺品。 其中，潮汕地区的海
门贝雕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
就已经呈现规模化的生产，而到
了 70 年代， 海门贝雕更是依靠

着自身的优势在国内打出了一
片天地，产品远销国外。

但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发展， 海门贝雕在各
种内外因素的冲击下， 陷入了发
展困境， 甚至面临着穷途末路的
窘况。如今，在潮汕的众多工艺品
中， 曾与贝雕有着极其相似经历
的木雕、潮绣等，都已成为潮汕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分子，并
且顺应时代潮流， 走出了一条适
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成为了当地
一张张响亮的名片， 但贝雕却很
少被知晓， 甚至很多年轻的潮汕
人也未曾听说过该技艺。

在实地调研走访中了解到
上述情况后，“雕情贝艺” 社会
实践队的成员们希望能给这一
传统工艺带来新的生命力，因
此， 他们把协助复兴贝雕的重
任作为了自己努力的目标。 从
2016 年的暑假开始， 中山大学
新华学院的青年大学生们便接
力连续三年来到汕头潮阳海门
镇，发挥专业所长，从多个维度
共同推动贝雕的复兴、发展。

而为了更好地掌握海门当
地居民对贝雕的了解程度 ，以
及对贝雕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看法及支持力度，每一届“雕
情贝艺” 的队员们都是顶着酷
暑烈日， 奔跑在潮阳的大街小
巷中开展走访工作的。

据指导老师陈绮雯介绍，“雕
情贝艺” 社会实践队三年来已通
过多个渠道连续推出了多篇双语
推文，并制作了一部双语纪录片、
编制了一本关于贝雕工艺的双语
期刊以及创作了一首双语诗歌，填
补潮汕贝雕在文献上的多项空白。
今年，他们希望在前两届工作的基
础上， 继续全力助推海门贝雕的
“申遗”工作，并且筹备出版一本介
绍潮汕贝雕的书， 与相关企业形
成深入交流， 逐渐摸索出一条贝
雕工艺的产学研相结合路子。

值得一提的是，“雕情贝
艺” 社会实践队的同学们还在
15 日获得一个喜讯———他们将
正在调研的这个贝雕公益项目
申报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后，成功获得了国家级立项。

携手守护贝雕艺术 全力助推海门贝雕“申遗”

体验传统工艺之美 盼更多青年学子参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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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潮南18 名村干部涉黑恶被抓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一壶一盖”社会实践队在裕德堂工作室体验潮州手拉壶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