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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体育舞蹈节在无锡落幕。
此次赛事带动的经济可谓“热辣
滚烫”，仅门票收入已超过140
万元，成为无锡历届国际赛事之
最；外卖小哥一天在此可接到
50多个外卖订单，赛场周边酒
店更是一房难求。体育赛事不
仅带来“流量”，也将流量转化为
经济“增量”。

“一天有50多个订单，我都
成驻点外卖员了。”下午2点，
在太湖博览中心门口，外卖小
哥章栋正熟练地拿出外卖，这
是他当天送的第 20个外卖订
单。他告诉记者，自亚洲体育
舞蹈节开幕以来，这边的外卖

订单就特别多，一日三餐外加
下午茶饮品。位于雪浪小镇的
瑞幸咖啡成了最强爆单王，“我
们组委会每天固定 100 杯咖
啡，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咖
啡不停。”组委会工作人员表
示。赛场附近的炸鸡店、卤味
店近几天的订单暴增，举办体
育赛事必然涉及住宿、餐饮、零
售消费等行业，对经济的拉动
作用不言而喻。4000 多名选
手更让周边酒店一房难求，记
者了解到，假日酒店、君来世尊
酒店、华邑酒店、凯莱大饭店、
维也纳酒店等均满员。一位来
自上海的选手诗诗告诉记者，
这次来比赛父母也来了，准备

比赛结束就在无锡逛逛，所以
订了一周的酒店房间。

“门票收入超过140万元，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无锡
历届国内国际赛事中，门票收入
超过百万元的很少，这次也算是
无锡赛事的一个突破。记者发
现，亚洲体育舞蹈赛事的门票，
从180元到1080元，一部分购
票者是为了给自家孩子加油打
气，“我买了5张票，带着一家人
为孩子加油，不想错过她的每一
场比赛。”参赛选手小桃的妈妈
说，还有一部分购票者则是热爱
舞蹈的粉丝群体，据悉有很多都
是从周边城市赶来的。（璎珞）

本报讯（晚报记者 何小兵/
文、摄）7月21日上午，在宜兴窑
湖小镇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会场，以

“新时代非遗新使命”为主题的
年会论坛举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苏绣（无锡精微
绣）代表性传承人赵红育以及宜
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
人顾绍培、范伟群出席论坛活
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相关领域数十位专家
学者、非遗传承人齐聚一堂，共话
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深
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非遗保护
传承的新使命、新趋势及新传播
方式。大会期间，无锡众多非遗
项目传承人在多个场域展示“无
锡面孔”，为无锡非遗文化发声。

在7月20日晚举行的第二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
会开幕式上，由苏绣（无锡精微
绣）代表性传承人赵红育创意设
计的舞蹈《锡绣芳华》情景交融，
展示了这一无锡非遗项目的风
采。大会期间，列入首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宜兴紫砂
陶制作技艺，在多个场景展示其
从原料加工、器物成型、装饰到烧
成的独特魅力。无锡纸马、惠山
泥人、梁祝文化、阳羡茶、太湖船
点、无锡留青竹刻、男欢女嬉等无
锡市非遗项目纷纷亮相。

在非遗大集的“千茶百器”
板块，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苏

省陶瓷艺术大师史小明作为宜
兴紫砂烧制技艺非遗项目传承
人展示传统技艺。在“水韵江南”
板块，无锡留青竹刻展位前，无锡
市级非遗传承人顾志磊展示了
臂搁以及竹刻扇骨、烟盒、茶则、
笔筒等产品，使得留青竹刻拥有
了更多的形式和载体。作为江
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锡纸
马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对人
物形象进行了创新改良，更贴近
现代生活，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
喜爱。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宜
兴陶瓷行业协会陶刻分会会长
蒋琰滨作为陶刻技艺非遗项目
传承人，现场展示绝活儿。江苏
省工艺美术大师桑黎兵在非遗
大集上演示紫砂壶成型工艺，技
法娴熟，激发了参观者的兴趣。

此外，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年会举办期间，在
非遗大集的“窑窑相望、薪火相

传”板块，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
部派员到现场，为在现场展示
宜兴紫砂材质研究与应用等项
目的江苏省陶瓷艺术名人、正
高级工艺美术师瞿华娣颁发

“烧制温度最高的紫砂壶”、“个
人制作紫砂葫芦数量之最”两
项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证书。瞿
华娣从2012年5月至2024年7
月完成《千面葫芦》的创作生
产，作品体现了“入窑一色，出
窑万彩”的艺术效果，数量共有
1016件之多,大世界基尼斯纪
录据此认定为“基尼斯之最”。
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
司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基地之一，在会场驻地的
紫砂圣堂展示了邵大亨、顾景
舟、蒋蓉等紫砂艺苑大师巨匠
的10余件馆藏重器，通过历史
脉络梳理，展示宜兴紫砂陶制
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路线图。

昨天，第四届“太湖人才
杯”无锡高校校友足球赛在市
体育中心足球场拉开帷幕。比
赛以“人才”为名、“体育”为题、

“足球”为桥梁，为高层次人才
搭建切磋球技、增进友谊、相互
交流的平台，展现无锡活力、运
动、健康的城市形象，打响“无
比爱才、锡望您来”的人才工作
品牌。 （璎珞 摄）

中国非遗年会多个场域展示“无锡面孔”
开幕式上的舞蹈表演《锡绣芳华》情景交融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
下一站……”一首《赶时间的人》让外卖员
王计兵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穿上工作
服，他是奔忙的送餐员，送餐行程累计超
15万公里；而走进生活的另一面，他是笔
耕不辍的诗人，千姿百态的生活在他的笔
下流淌。7月20日晚，“外卖诗人”王计兵
做客无锡杨柳风艺文空间，与锡城读者热
情分享他的创作故事。

无锡杨柳风艺文空间创始人阮夕清
邀请王计兵来锡分享，没有做太多的宣
传，报名人数还是远超预期，有些人即便
站着听，也要来现场。“我们每个人都是赶
时间的人，王老师提醒了我们，同时他还
让我们知道，在赶时间的时候别忘了还有
诗歌。”

白衬衫搭配老布鞋，郑重之中透露着
纯朴，当王计兵在读者的簇拥中走进现
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外卖员”与“诗
人”，在人们心中迥然不同的两重身份在
一个人身上重叠，让他获得了大量的关
注。“写作才是陪伴了我人生更久的一件
事，在送外卖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写作
了。”1988年，王计兵开始文学创作，1992
年，他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
小说。也曾做过成为一名文学家的梦，但
因为生活种种意外，他在各种零碎活中辗
转30余年。所幸，写作这件事，他一直在
坚持，但承载的已不是他的梦想，而是内
心深处的需要。“生活中无论多累，当用笔
把他们写下来，这种情绪瞬间缓解了。”

即便如今的王计兵常常奔走在各种
读书活动中，送外卖依然是他的本职，回
到家中，他仍要打开接单平台，在街巷与
楼宇间穿梭，这让他感到踏实。“媒体的关
注是有限的，我的生活终将趋于平静，在
生活中我仍然是一个外卖员。”

很多人觉得外卖员是被计时系统困
住的人，在一个又一个订单中循环往复，
王计兵却乐在其中。“几年之后，回看自己
现在的状态，应该还是会很怀念”，半个小
时内可以爬完6个6楼的订单，王计兵喜
欢这样可以健步如飞的自己。外卖这份
职业，也打开了他的固有思维，让他可以
去遇见不一样的人，城市中的突发和偶然
更是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着写作的灵
感。“送了外卖之后，我写作的数量和质量
都在不断地攀升。”繁忙的工作之余，王计
兵争分夺秒地把诗写在烟盒、旧报纸等一
切可以记录的东西上，用行动诠释着“爱
好的力量”，这也成为他和无锡的读者分
享的主题。“人要有自己的爱好，它会支撑
着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都有一束
光”，他将自己比作一种攀缘植物，爱好就
像是插在庄稼地里的一根根竹竿，这些竹
竿给了他向上的拉手。“而当对爱好的坚
持成为一种习惯，它也将为生命指引方
向。” （陈钰洁/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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