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农村，如今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农村

文化礼堂，无论平日还是假期，从清晨到夜晚，

一座座或古朴或现代的文化礼堂里人来人往，

唱歌、跳舞、打球、看书、写字、听戏……农民的

日常生活浸润着文化的味道，群众自豪地称文

化礼堂是自家的“村庄客厅”，是自己的“精神

家园”。

浙江省在深入推动“千万工程”的过程中，

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从 2013 年起在全省打

造农村文化礼堂，让文明有礼的时代风尚激发

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让文化的力量成为乡村

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在之江大地迈向

现代化的壮丽诗篇中写下了绚丽多彩的文化

篇章。

以文化人，打造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多写一个字，少打一张牌；多一个球场，少

一张牌桌；多一场演出，少一场纠纷”。近年来，

浙江农村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与变化相

关的，是遍布田野乡间的农村文化礼堂。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浙江省加强和改进

基层工作的一大创举。曾几何时，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浙江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生活

贫乏、社会矛盾增多、封建迷信抬头、精神文明

滞后等问题。

“我们不但要环境美，还要心灵美！”2013
年，在推进“千万工程”大力整治农村卫生环境

的同时，为顺应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

堂，通过文化引领实现“心灵美”。

浙江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时注重融合发

展，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农村基层文化

站、农家书屋、文化共享工程等农村基层文化服

务纳入进来，使文化礼堂功能更全、服务更优、

魅力更足。“文化”加“文明”，文化礼堂把新风尚

的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

一段重建乡村基层文化生态、厚植乡村文

明土壤的文化之旅由此展开。

“咱们东风村，人好民风淳。家宴唱主角，

山乡育新风……”在浙江长兴县煤山镇东风村

文化礼堂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学

唱乡风文明诗歌。长兴县充分发挥文化礼堂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围绕移风易俗开展

文艺排演、政策宣讲、志愿服务等活动，向农民

群众讲清楚为什么要移风易俗，移什么样的风、

易什么样的俗，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文明新风在

广袤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创新手段开展理论宣讲，使理论宣传更接

地气、更有活力。情景剧、快板、器乐配唱、沙画

说故事……近年来，浙江宁波市“鄞铃”文艺微

党课宣讲团把“讲理论”与“讲故事”相结合，深

受基层党员群众欢迎。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村

民朱裕仁说：“宣讲十分接地气，像我这样文化

程度不高的，也能听得懂！”

青山环绕、绿水奔流，粉墙黛瓦、青石小路，

歌声飘扬、小吃飘香……走进江山市大陈村，游

客们无不为这里整洁的环境、悠久的文化、古朴

的建筑而沉醉。但他们不知道如今入选“全国

十大最美乡村”的大陈村以前却以脏乱差而知

名，房屋破败、污水横流，令村民叫苦不迭。而

更让人忧虑的是，村里人心不睦，邻里纠纷不

断。因为心不齐，村里什么工作都难以推进。

“怎样才能改变？”时任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的汪衍君想到了唱歌。大陈村素以德孝文化

而知名，继母 40 年寻找失散继子的故事在这

里家喻户晓。2008 年，以这个故事为题材，江

山市第一首村歌《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在大陈

村诞生了。在汪衍君带领下，村里男女老少人

人学唱、人人会唱。没过多久，汪衍君惊讶地

发现，村民脸上的微笑多了，彼此关系融洽了，

村干部上门动员拆除违章农家乐和鸡窝猪圈

时的阻力小了。

到 今 天 ，这 首 歌 发 展 成 一 台 戏《大 陈 见

面》，由村民担任主演的这台戏在村里有 300
多年历史的祠堂里上演了 100 多场。沉浸式

的演出与观众毫无距离，感人肺腑的故事令游

客不时拭泪。“有不少来我们村研学的孩子看

了戏，边哭边说‘一定要孝敬父母’。”汪衍

君自豪地说。

文化氛围引来八方宾客。现在大

陈村每年接待游客近 30 万人次，村

民人均年收入达 3.6 万余元，村集

体收入从当年负债 68 万元到

今天每年收入 100 多万元。

“ 乡 村 治 理说到底

是治理人心，而文化

正是打开村民

心门的钥匙。”汪衍君说，“通过建设文化礼堂把村

民的心凝聚起来，使我们能把精力集中在发展

上。大陈村能有今天的变化，文化建设是关键。”

与汪衍君深有同感的是绍兴新屯南村党总

支书记陈国荣。

“曾经有段时间，村里的文化活动比较匮

乏，乡情淡薄，也常有一些赡养、邻里关系的纠

纷出现，影响着乡风民风。”陈国荣说，文化礼堂

的建设使村里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一方面让乡

亲们的农闲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升，从打牌换

之以跳舞、歌唱、看书；另一方面，文化礼堂大力

宣传能人、善人、好人，村民都以上榜为荣，就把

大家心中最淳朴的尊老爱幼、乐于助人、邻里和

睦等美好品德激发了出来。

“身边榜样的事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陈

国荣说，“现在人们都夸我们村的村容村貌好、

礼堂服务好、村民精神面貌好，一些大学生也选

择回到家乡。”

1996 年 出 生 的 韩 童 现 在 是 村 里 的 社 工 ，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屯南村人，这些年看到家乡

实实在在的许多变化，尤其是村民的精神面貌

更加积极向上，让我特别愿意回来。”韩童介绍。

以文富民，推动文旅融
合，用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几多山水缘，又见江南春。心跟歌声走，梦

随画卷醒。几多艺术美，潇洒写人生……”茶园

漫山，村歌悠扬，这首《画外桐坞》描绘的就是杭州

市西湖区外桐坞村。村子有上千年历史，因当地

桐树茂盛，故取名“外桐坞”。

刚一走进村子，就遇到了农民傅剑华，村里

人都称他“牛哥”。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他，如

今开着一个裱画铺，还经常舞文弄墨，作品有模

有样。

“ 我 是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农 民 ，之 前 对 艺 术

一 窍 不 通 。”憨 厚 的“ 牛 哥 ”拿 出 刚 刚 创 作 的

一幅《竹》，“受老师熏陶和悉心指导，我慢慢

开 始 学 习 裱 画 、书 法 、绘 画 。 到 现 在 已 经 坚

持 7 年了。”

类似“牛哥”的村民还有不少，他们的很多作

品都展览在古色古香的外桐坞村文化礼堂里。

“文化礼堂定期邀请艺术家给村民上课，现在从

小学生到 80 多岁的老人，比起唱歌跳舞，大家更

喜欢文墨，有事没事写上几个字，画几张画……”

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厉萍说。

这些年，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

学、浙江大学等的油画、国画、雕塑、陶瓷、摄影、

音乐等领域的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这个艺术

氛围浓厚的小村，开设工作室、美术馆，也经常

给村民上课，亦师亦友。

渐渐地，越来越多从没接触过艺术的村民

加入文艺队伍中，他们与艺术家在村里一起画

墙画、设置艺术装置，装饰装修农房，开设艺术

主题民宿，在民宿中增设艺术公共空间……把

整个村子装点得典雅精致，俨然是一个文化艺

术创意村庄。

为了吸引更多城市里的艺术家，并鼓励村

民学习书画，村里新建或改建了美术馆、艺术公

社、年糕坊等 6 个高品质的阵地，供学习培训、

举办展览、交流切磋。

艺术气息浓厚的“画外桐坞”，成为远近闻名

的旅游打卡目的地。“每月我们都有农夫市集，村

民和艺术家一起售卖作品和农产品，日流量平均

超过 1万人，拉动消费 100万元左右。”村党总支委

员李强说，游客漫步小巷茶园、沉浸在文化礼堂

和美术馆，“乡村旅游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深厚

的底蕴，未来潜力无限！”

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拿着画笔作画，衢

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 800 多名村民中有

300 多名是“农民画”创作者，“余东村农民画”

享誉国内外。这座群山环绕的小村庄因画而

兴、因画而名，更因画而致富、因画而文明。村

子和乐静美，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氛围。

今天的余东村除了卖画之外，还做起了版

权贸易，农民画与陶瓷、服装、丝巾、农产品等

相结合，极大拓展了农民画的发展空

间。“以前我们村的面条就是

塑料袋包装，现在换

上了农民画包装，一下子就能多卖十几元呢。”

余东村党支部书记余晓勤说。

“农民画带给我们的好处真是太多了！”开

办农家乐的村民肖美仙一提起农民画就乐得合

不拢嘴。肖美仙是从外村嫁过来的，先是种了

10 年西瓜，后来又去上海打了 2 年工，前几年听

说村里大力发展农民画产业，变化很大，她将信

将疑地回来了。“真的啊，来玩的游客多得不得

了，今年‘五一’假期，我卖妈妈饼，一天卖了

700 多张，胳膊累得抬不起来，加上其他饭菜，

一天营业额超过 2 万元，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强多了！”

如今，余东村文化礼堂变身为农民画展厅，

各类文化活动按月按周安排，接连不断。各种

研学旅游、乡村民宿相继开办。村里的人气越

来越旺，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融为一体，共同

建设这片诗画之乡。

“今后余东村将紧紧围绕农民画这一核心，

串联区域内文化空间，整合文化要素资源，打造

‘全空间、全人群、全时段、全内容’文化礼堂，加

快走出一条以文化礼堂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发

展之路。”沟溪乡人大主席汪凤花说。

以文聚民，赓续乡土文
化，再现古老民俗风情

20 名男男女女手持花灯，或花海翻波、或祥

云飘忽……在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上舍村的文

化礼堂，一段精彩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灯舞（上舍

化龙灯）表演，千变万化，传递“福禄和合，益寿延

年”之意，引来阵阵喝彩。

上舍村文化礼堂突出传承和弘扬“龙”文

化，包括龙舞文化博物馆、龙文化广场、龙文

化长廊。礼堂内，上舍化龙灯、安吉竹龙、桐

庐 棕 龙 、淳 安 草 龙 等 浙 江 省 内 非 遗 项 目 纷 纷

汇聚于此。

73 岁的杨海人是灯舞（上舍化龙灯）省级

非遗传承人。“我从小就听爷爷讲化龙灯的故

事 ，直 到 1991 年 ，失 传 33 年 的 化 龙 灯 被 重 新

挖 掘 整 理 出 来 ，成 为 村 子 里 再 也 离 不 开 的 精

神 寄 托 。”杨 海 人 深 情 地 说 ，“ 现 在 每 年 的 春

节、端午，化龙灯都会挨家挨户串门送福，热

闹得很。”

杨海人说，自从村里有了文化礼堂，村里来

参观、体验的村民多了，远方来的游客也多了。“在

文化礼堂，我们会手把手教年轻人学习化龙灯制

作和龙舞表演，深入了解舞龙文化。每逢节假

日，广场上都少不了舞龙表演。每次演出热闹非

凡，吸引了众多乡亲和外地游客前来观看。”

“现在村里男女老少，基本人人都学、人人

会舞，村民积极性非常高，都很自豪，也更加自

信了。”80 后大学生、上舍村村干部杨斌说，小

时候每到春节，就会跟着舞龙队走街串巷，“看

到化龙灯，就感到年味儿来了，欢乐和喜悦就

来了”。2012 年毕业回到家乡后，他跟着杨海

人学习，并正式加入了舞龙队，“现在表演队伍

有近百人，随时都能舞起来，表达对更美好未

来的追求。”

丽 水 市 庆 元 县 月 山 村 是 享 誉 全 国 的“ 乡

村春晚”发源地。1981 年，月山村几个喜欢文

艺表演的农民模仿央视春晚自编自导自演了

“ 月 山 春 晚 ”，这 是 全 国 第 一 台“ 乡 村 春 晚 ”。

近年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推动下，“乡村春

晚”开始向“村晚”嬗变。据报道，到 2022 年，

全国举办“村晚”活动约 1.2 万场、参与人次约

1.18 亿。

立 足 全 国“ 乡 村 春 晚 ”发 源 地 优 势 ，月 山

村打造村晚系列特色主题展馆，将村晚文化、

草根文化、乡土文化贯穿始终，月山村晚在文

化礼堂的交映下，不断注入新的血液、缔结新

的 硕 果 。 在 月 山 村 ，文 化 礼 堂 成 了 村 民 的 生

活剧场。每到“村晚”上演，容纳千人的文化

礼堂座无虚席。“接下来，我们要聚合政府、企

业、乡贤、基层百姓等社会各界资源，让各类

好声音在文化礼堂响起来、唱起来，让百姓的

掌声和笑声在文化礼堂鼓起来、传起来，使文

化礼堂助力老百姓‘精神共富’。”月山村党总

支书记吴亦健说。

截至 2022 年底，浙江累计建成 20511 家农

村文化礼堂，实现 500 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

文化礼堂已成为传播文明风尚、丰富文化生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阵地。

如今，浙江建设新社区、培育新农民、树立

新风尚、构建新体制等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的局面生动呈现、活力凸显。 文 化 素 养 决 定 人 的 精 神 面 貌 ，

健 康 的 、积 极 的 文 化 氛 围 会 潜 移 默

化 影 响 人 的 心 理 状 态 ，反 映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就 表 现 为 团 结 友 善 、积 极

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好 像 总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儿 ，遇 到 什 么 困 难 都 不 怕 。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文 化 的 作 用 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 。 以 文 化 人 ，文 化 可 以 凝

聚 人 心 、团 结 奋 进 ，可 以 引 领 风 尚 、移

风 易 俗 ，可 以 丰 富 生 活 、滋 养 心 灵 ，可

以 增 长 知 识 技 能 、助 力 增 加 收 入 ……

文 化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充 分 发 挥 文 化 的 重 要 作 用 ，能 增

强 干 部 群 众 扎 根 乡 土 、干 事 创 业 的 干

劲 儿 ，能 激 发 他 们 攻 坚 克 难 、开 拓 创 新

的 主 动 性 和 创 造 性 。

浙 江 在 推 进“ 千 万 工 程 ”过 程 中 ，

把 文 化 建 设 放 在 重 要 位 置 ，培 育 文 明

乡 风 、良 好 家 风 、淳 朴 民 风 ，不 断 提

升 乡 村 社 会 文 明 程 度 ，使 浙 江 广 大 农

村 呈 现 昂 扬 向 上 、求 真 务 实 、团 结 奋

进 的 良 好 精 神 面 貌 ，极 大 推 动 了 浙 江

农 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为 缩 小 城 乡 差

距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浙 江 经 验 充 分 证 明 ，只 有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两 手 抓 、两 手 硬 ，只 有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才 能 顺 利

推 动 工 作 ，实 现 发 展 目 标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相 协 调 的

现 代 化 。 物 质 富 足 、精 神 富 有 是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根 本 要 求 。 物 质 贫 困 不 是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贫 乏 也 不 是 社 会 主 义 。”

这 是 我 们 党 总 结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总

结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规 律 得 出 的 一 条 重 要

论断。

目 前 我 国 已 经 跨 过 了 人 均 GDP1 万

美 元 的 门 槛 ，正 在 稳 步 向 着 中 高 收 入 国

家 迈 进 。 人 民 群 众 对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求 更 加 旺 盛 ，对 高 品 质 精 神 文 化 产

品 的 需 求 更 加 强 烈 。 文 化 在 生 活 中 所

占 的 分 量 越 来 越 大 、越 来 越 重 要 。 越

是 发 展 ，就 越 要 注 重 文 化 的 滋 养 和 精

神 的 引 领 。

在 群 众 口 袋 鼓 起 来 的 同 时 ，脑 袋

也 要 富 起 来 。 否 则 ，伴 随 着 物 质 富 足

的 很 可 能 不 是 精 神 富 有 ，而 是 心 理 失

衡 、精 神 失 序 ，享 乐 之 风 、奢 靡 之 风 、

攀 比 之 风 很 可 能 乘 虚 而 入 ，瓦 解 斗

志 、影 响 发 展 ，导 致 难 以 顺 利 实 现 发

展 目 标 。

“ 富 而 有 礼 ”这 一 古 老 的 智 慧 体

现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在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必 须 高 度 重 视 文 化 的 重 要 作

用 ，以 文 化 人 、培 根 铸 魂 ，为 人 民 不

断 前 进 提 供 坚 强 的 思 想 保 证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丰 润 的 道 德 滋 养 。

口袋鼓起来

脑袋富起来
张 贺

图图①①：：浙江绍兴市浙江绍兴市上虞区道墟上虞区道墟

街道新屯南村街道新屯南村景色景色。。

马德良马德良摄摄

图图②②：：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官店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官店

村文化礼堂内村文化礼堂内，，村民在排练节目村民在排练节目。。

李咸德李咸德摄摄

图图③③：：浙江嵊州市北漳村文化浙江嵊州市北漳村文化

礼堂开展端午主题活动礼堂开展端午主题活动。。

竺华英竺华英摄摄

图图④④：：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

镇镇文化礼堂内文化礼堂内，，老师老师教教孩子们唱京孩子们唱京

剧选段剧选段。。 张张 斌斌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张芳曼张芳曼

55 人文人文2023年 6月 23日 星期五

融合文明实践融合文明实践、、文化服务文化服务、、理论宣讲理论宣讲，“，“文化文化””加加““文明文明”，”，浙江农村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文化礼堂——

播撒文明种子播撒文明种子 建建设精神家园设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张 贺 郑海鸥 刘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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