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0 日，浙江杭州临安区峡谷源

村，不到下午 1 点，4 岁的儿子拉着王秋冉

就往村文化礼堂走。今天，杭州新青年歌

舞团来村里惠民演出。许多孩子围拢过

来，看搭台、看彩排，还想摸摸道具。等到

2 点半演出开始时，现场已是人山人海。

“我们等候的时间比演出的时间还长

呢！”王秋冉说，“经常是这样，盼着他们

常来。”

20 年来，杭州新青年歌舞团始终扎根

乡间沃土、惠民服务，从一个“草台班子”

成长为全国首家新三板挂牌的民营文艺

院团、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找到了

一条民营院团发展的新路子。

送文化——
每年送戏 200 多场，扎根乡

间创排作品，抓住老百姓的心

萧山区衙前镇，一场大雨突然降下，

台下的村民却迟迟不走，演员们转头一

看，喊一嗓子：“都去长廊！”于是，演员们

在长廊里继续演，观众蹲在一旁看，站不

下的，就打着伞围着看。

“我们始终被大家喜爱和需要，十分

感动。同时也如履薄冰，一定要把服务搞

得更好！”杭州新青年歌舞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钎说。

2004 年，舞蹈专业出身的张钎来到杭

州组建新青年歌舞团。七八位演员聚在

一起，在城乡接合部租下一间民房，地面

坑坑洼洼，夏天是闷罐子，冬天到处漏风，

演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演员们将舞台搭在老百姓“家门口”，

最多时一天在各个村辗转演出两三场。

舞蹈演员、现任新青年歌舞团团长的曾凡

思一年最多演出 200 多场。

可是，新青年歌舞团的发展模式与其

他民营院团并无多大差别——被动等演

出、主动要演出。由于缺乏自主性和竞争

力，濒临解散。

2007 年冬天，为应对发展危机，队员

们讨论后认为：制约院团发展的根本问题

是没有“金字招牌”“拳头产品”，“有戏才

能‘有戏’！要主动创作优质作品，抓住观

众的心，积攒人气，稳固地位。”

戏 从 哪 里 来 ？ 一 年 在 村 里 演 出 200
多场，新青年歌舞团对老百姓的喜好太

了解了——现实题材作品和传统文化节

目最受欢迎。大家意识到，“我们过往 3
年的奋斗经历，有血有肉、有笑有泪，不

正是很好的素材吗？”

集中精力搞创作。2008 年，情景舞剧

《在路上》被创排出来，讲的是一群外来务

工者在生存的挑战中挣扎、拼搏的故事，

几乎每个情节都取材于真实生活。

曾凡思坦言：“每次跳完都会哭，这是

我们自己的经历、岁月的苦累、心中的梦

想啊！”

戏到哪里去？排练完成，《在路上》首

先走到工地。“这不就是我们的故事嘛！”

不少观众边看边抹眼泪。台上台下的共

鸣，无缝契合。

演 员 们 知 道 ，“ 我 们 抓 住 老 百 姓 的

心了！”

《在路上》先后在各个工地演出几十

场，场场爆满。

各界好评如潮，《在路上》获得包括浙

江省戏剧节剧目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从 扎 根 人 民 中 得 到 艺 术 的 馈 赠 ，多

部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词风·水调歌

头》展现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获得中国舞

蹈“荷花奖”；《寻找雷锋》讲述青年进城

务工者助人为乐的故事，人物鲜活生动，

弘扬了正能量 ；反映田间地头劳作场景

的群众文艺作品舞蹈《作裙》，深受老百

姓喜爱……

金杯银杯和老百姓的口碑都赢来了，

新青年歌舞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在路上》盈利 30 余万元，《词

风·水调歌头》盈利 400 多万元……”张钎

说，2013 年起，新青年歌舞团彻底解决了

“温饱问题”，演出稳定增长，团队扩大到

百余人，还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

等国家级演出。

走得再远，新青年歌舞团的坚守始终

没变——时刻不能脱离基层。于是在机

制上特别强调：所有编导和演员晋升的首

要标准是送戏下乡必须超过 500 场，否则

一票否决。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我们始终的

坚守。政府支持，群众欢迎，还带来源源

不断的创作灵感。有戏演、有钱赚，院团

就有前景、有希望。”张钎说。

种文化——
调动资源专业服务，留下带

不走的队伍，服务群众 1200 多
万人次

“一条运河村中穿，我家是那新新的

岸……”晚上 8 点，萧山区临浦镇通一村的

文化礼堂灯火通明，婉转的村歌传得很

远。“发音要更准一些，气息要稳，注意连

贯性……”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硕士

研究生朱昶宇，逐字逐句地给村民合唱队

队员辅导。“老师很专业，也很耐心，我们

都在努力学，争取唱出咱村的精气神！”拄

着拐还认真学唱的村民涂晓琳说。

涂晓琳坦言：“搁在以前，村民是很难

找到专业老师培训的。”

每 年 送 戏 下 乡 200 余 场 ，新 青 年 歌

舞团也看到了基层文化的短板——设施

利 用 率 不 高 ，活 动 不 成 体 系 ，

文化队伍不多……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变化也被看在

眼里。张钎说，早些年，老百姓常常是里

三层外三层把演员围起来。为什么？看

稀罕，连演员化装都好奇。往后，老百姓

就问我们：“能不能不要演完就走，再教我

们几个节目？”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

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国新表示，近

年来，我国基层尤其是农村的公共文化硬

件设施都建了起来，但普遍面临有阵地、

缺服务的问题，尤其缺乏长期、专业服务，

其症结在于缺乏人才。

2015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新青年歌舞团马上开始探索——在

基层留下带不走的专业队伍。

2016 年，新青年歌舞团创新推出文化

管家服务模式——由政府购买，新青年歌

舞团按照服务清单和百姓需求，派出专人

长期驻扎基层一线，向老百姓提供一揽子

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管家”也成为老百姓对派驻人

员的亲切称呼。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光

是在村子里看见一个个 90 后、00 后文化

管家青春的活力，便想跟着唱唱跳跳。”

在衙前镇，企业多、年轻人聚集，文化

管家李丹迪便有针对性地请来书法、八段

锦、瑜伽等专业老师，让上班族有一个充

实的午间。

“文化管家做培训、建队伍、搞活动，

我们有求必应，请来的老师水平高！”村民

何飞娜说。

“诸生妙制、名噪洛阳”，说的是萧山

区戴村镇顾家溪村的省级非遗项目顾家

溪手工造纸技艺，可年轻人却很少了解。

文化管家走村入户时了解到传承人宣传

推广的期待，便迅速联系新青年歌舞团

的国家二级演员李建平。李建平来到一

线，创作了舞蹈《纸曰》，乡村舞蹈团凭此

在全省获得群众艺术金奖，许多年轻人

也对这项非遗产生了兴趣。

有 了 文 化 管 家 的 助 力 ，更 多 村 民 从

“灶台”走向“舞台”，更多传统文化被更好

地挖掘、传承、弘扬，文化礼堂也更热闹，

空间效能稳步提升。截至今年 10 月底，文

化管家打造一镇一品项目近 200 个、一村

一品项目近 1000 个，培育近 1 万支群众文

艺团队，服务群众 1200 多万人次。

李国新表示，作为专业的社会力量，

新青年歌舞团创新服务机制，有效拓展了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文化

管家一方面对接老百姓的需求，让群众的

文化生活丰富多；一方面调动自身力量和

广泛的社会资源，让民营院团的专业人才

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这一举措实现了文

艺与人民的“双向奔赴”。

优服务——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村入

户，推动乡风文明更上层楼

孔璐瑶出生于 1999 年，喜欢跳舞、主

持，大学时就是文艺骨干。毕业后，她应

聘成为文化管家。“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

影响更多的人，很开心。”孔璐瑶发现，通

过文化活动，村民和村子有了可喜改变，

“比如，为排好一个节目、为村里争取一项

荣誉，大家眼里都是带光的。一段时间下

来，乡亲们积极向上、团结进取、密切沟

通，个人面貌和集体面貌都焕然一新。”

像孔璐瑶一样，更多年轻的文化管家

在乡土间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和人生的价

值，也慢慢改变着农村的精神面貌。

柴燕丹曾在乡镇文化站工作 15 年，

2019 年加入新青年歌舞团成为文化

管 家 。 柴 燕 丹 说 ：“ 背 靠 新 青

年 歌 舞 团 团 队 ，平 台 大 、

资源多，有能力和渠道找到更多高水准

的老师为村民服务。”

文以化人、润物无声，新青年歌舞团

送戏下乡、文化管家驻扎基层，无疑是巩

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和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清清楚楚……”在萧山区党湾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新青年歌舞团用一场快板书开

展理论宣讲，赢得阵阵掌声。村民马玉

说：“接地气、有感情，老百姓都听得懂！”

“新青年歌舞团开展的理论宣讲、志

愿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内容丰富、

群众欢迎，推动乡风文明更上层楼！”党湾

镇党建办副主任孙春芳说，“我们要充分

利用好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推动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走得更实更深。”

对一个个文化管家、文艺工作者，老百

姓总是用朴实无华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爱

——递过来的热水和板凳，亲切的招呼和

拥抱，亲手晒的萝卜干、自家种的瓜果……

“ 我 们 的 舞 台 在 乡 间 。 农 村 天 地 广

阔，青春大有可为。”说这话时，孔璐瑶嘴

角上扬，自信而坚定。

图①：新青年歌舞团在萧山区三头村

文化礼堂演出。            朱凌海摄

图②：专业舞蹈老师给村民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图③：新青年歌舞团在萧山区尖山下

村表演川剧变脸。

图④：戴村镇村民艺术团的演员表演

越剧《盘夫索夫》。

             图③④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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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唱腔婉转、舞姿飘逸，

台 下 聚 精 会 神 、掌 声 连 连 。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文 艺 院 团 积 极

开 展 送 戏 下 乡 ，不 但 令 乡 村 群

众大饱眼福、大过戏瘾，也激发

了 文 艺 院 团 的 生 机 活 力 ，坚 定

了传承发展传统戏曲的信心。

送戏下乡的意义不仅仅是

满足乡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文

化 生 活 的 需 求 ，更 是 培 养 和 扩

大 观 众 群 体 、厚 植 戏 曲 传 承 发

展土壤的有效举措。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等新媒

体 的 流 行 ，观 众 流 失 成 为 所 有

传 统 戏 曲 面 临 的 共 同 问 题 ，观

众 群 体 的 老 龄 化 所 带 来 的 市

场 萎 缩 、青 黄 不 接 是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所 必 须 解 决 的 突 出 问 题 。

而 乡 村 正 是 传 统 戏 曲 的 沃 土 ，

庞 大 的 观 众 群 体 给 文 艺 院 团

提 供 了 无 比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 。

许 多 乡 村 至 今 仍 保 留 着 戏 台 ，

每 逢 年 节 ，总 要 搬 演 戏 曲 ，许

多 老 乡 仍 保 留 着 听 戏 唱 戏 的

爱好。

东北农村流行一句话：“宁

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西北

老乡说：“秦腔就是咱老陕的魂

儿”；浙江乡亲把越剧视为文化

名 片 ，以 人 人 会 唱 为 荣 …… 这

种热爱是传统戏曲社会基础深

厚 的 明 证 ，也 是 文 艺 院 团 克 服

困 难 坚 持 送 戏 下 乡 的 原 动 力 。

送戏下乡有效激活了农民的观

戏 热 情 ，使 听 戏 唱 戏 的 爱 好 和

习惯得以保持。

“ 百 闻 不 如 一 见 ”，许 多 年

轻人正是在面对面观赏时发现

了传统戏曲的魅力。宁夏京剧

院“文化大篷车”走乡串户，吸

引 了 一 批 小 戏 迷 学 京 剧 ，有 的

孩 子 如 今 已 加 入 京 剧 院 ，成 为

送戏下乡的中坚力量。现在不

少文艺团体年均送戏下乡演出

数百场，观众达数十万，送戏下

乡 呈 现 出“ 演 得 激 情 、看 得 热

烈”的喜人景象。

明 代 大 学 士 丘 濬 曾 指 出 ，

戏曲“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

易 感 动 人 心 ，使 人 手 舞 足 蹈 亦

不 自 觉 …… 虽 是 一 场 假 托 之

言，实关万世纲常之理”。传统

戏曲润物无声地传递着仁义礼

智 信 等 中 华 传 统 美 德 ，对 群 众

的 道 德 风 尚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在 传 统 乡 村 社 会 里 ，正 是 通 过

看 戏 ，许 多 人 学 会 了 明 辨 是 非

善恶、感悟着家国情怀、寄托着

美 好 希 望 。 用 古 人 的 话 说 ，戏

曲可以“正人心”“淳风俗”，对

于世道人心功莫大焉。

今天我们推进乡村精神文

明 建 设 ，传 统 戏 曲 依 然 可 以 发

挥 以 文 化 人 、淳 风 化 俗 的 重 要

作用。

河南许昌鄢陵县豫剧团坚

持送戏下乡 60 多年，既演老戏

也 演 新 戏 ，针 对 农 村 高 价 彩 礼

等陋俗编创的《彩礼情缘》，讲

述 了 一 对 青 年 摒 弃 落 后 习 俗 、

走 上 创 业 致 富 之 路 的 故 事 ，备

受乡亲们喜爱。

根 向 下 扎 、花 向 上 开 。 送

戏下乡打开了传统戏曲传承发

展的空间。扎根于农耕文明的

土壤、吸吮着乡土文化的营养，

传统戏曲一定会在观众的热爱

中 生 生 不 息 ，为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增 强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作出新的贡献。

根向下扎  花向上开
张   贺

沿 着 山 路 盘 桓 上 升 ，行 至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雁 栖 镇 西 栅 子

村。村子四面环山，远眺山脊，

箭扣长城雄踞于此。这是万里

长 城 沿 线 著 名 的 险 段 之 一 ，因

整段长城蜿蜒呈 W 状，形如满

弓扣箭而得名。

“ 第 五 期 保 护 修 缮 项 目 开

工！”山脚下，长城保护修复实

践 基 地 大 门 口 ，一 场 开 工 仪 式

不 久 前 在 这 里 举 行 。 现 场 ，一

面白墙上绘就了形如“苍龙”的

长 城 ，留 白 处 ，“爱 我 中 华   修

我长城”8 个大字格外醒目。

先考古后动土。为了避免

出 现 考 古 和 修 缮 施 工 脱 节 、中

间 空 档 期 较 长 的 问 题 ，这 一 轮

修缮力求“考古先行”、与修缮

施工“无缝衔接”，又一段古老

长城拿到“病情诊治方案”。

穿 过 层 层 密 林 ，顺 着 一 条

由修缮工匠和驮料的骡子一步

步踩出来的羊肠小路，“慢走少

歇”约一个半小时，眼前终于一

片明朗。

箭 扣 段 长 城 东 起 牛 角 边

（顶），西 至 九 眼 楼 ，全 长 7850
米，自 2016 年起已经连续开展

了 4 期 修 缮 工 程 ，总 长 度

4520 米。

“‘ 慢 慢 考 古 ，慢 慢 修 缮 ’，

目 前 已 有 火 铳 等 众 多 文 物 出

土 ，还 发 现 大 量 灰 烬 和 碳 化 物

遗存。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精

细 化 ，发 挥 工 匠 精 神 ，不 赶 工

期，不留遗憾！”在箭扣长城 120
号 敌 台 考 古 发 掘 现 场 ，北 京 市

考 古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馆 员 、项 目

考古负责人尚珩说。

自今年 4 月考古发掘进场

以来，植物、动物、材料、金属、

环境等多学科的科技考古手段

被广泛应用。“通过科技考古，

包括对长城出土文物的分析检

测 和 解 读 等 ，我 们 有 了 很 多 之

前文献中没有提及的新收获。”

尚珩介绍。

边考古发掘，边修缮施工。

目光移至 122 号敌台，工匠们正

在砌砖，一位头戴红色安全帽、

身穿蓝色马甲的老人在一旁细

细 端 详 着 。“ 这 块 砖‘ 随 旧 ’处

理，颜色反差有点大；这个地方

按照‘随残’标准来看，还是差

点儿啊……”

说话的是怀柔区文物管理

所 技 术 顾 问 、长 城 修 缮 专 家 程

永 茂 。 参 与 长 城 修 缮 工 作 20
年 ，他 在 实 践 中 摸 索 出 了 一 套

“遗址长城保护修缮流程”。“要

拿出‘绣花功夫’，认认真真修

长城，容不得丝毫马虎。”程永

茂说。

程 永 茂 手 拿 一 台 小 相 机 ，

对着 122 敌台东侧一段残存的

石头台阶仔细拍下照片，“我得

记 录 下 施 工 前 期 、中 期 和 修 复

完成后的对比图。做好长城保

护工作，要做到 8 个字：认真、用

情 、用 心 、尽 责 ，缺 一 项 都 不

行。”程永茂说。

长 城 保 护 修 缮 ，传 统 工 艺

和 科 技 手 段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该项目还将开展全程数字化记

录工作，通过数字信息采集、三

维建模等为修缮工程留下全过

程数字档案。

“ 长 城 保 护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离 不 开 全 社 会 的 共 同 努 力

和广泛参与，近年来，‘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长城保护局面

已经基本形成。”中国文物保护

基 金 会 常 务 副 秘 书 长 初 迎

霞说。

北京怀柔区保护修缮箭扣长城

拿出“绣花功夫”

精细保护
本报记者   何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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