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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变公园，村庄变景区；破厂房变身书屋和博
物馆，老台门化为礼堂和艺术厅；村里办起了“村
晚”，村民唱起了“村歌”……

2003 年，浙江组织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20 年来，造就万千美丽乡村的同时，“千万工
程”也在不断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从挖掘乡村文
化，到传承乡风文明，“千万工程”下的浙江农村，正
持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乡村注入
了美丽灵魂。

文明乡风让村庄更和谐

洁白的婚纱、笔挺的西服，在主持人的祝福声
中，一对对新人走上舞台，和台下的观众共享幸福时
刻。此前，在衢州市龙游县小南海镇团石村，一场主
题为“姻为你而来，简办不减爱”的集体婚礼，引来
不少村民围观。

“集体婚礼既喜庆热烈，也简朴温馨。现在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共同杜绝高额彩礼，抵制攀比
之风，带头简办婚嫁喜事。”夏冰说。

夏冰是当地一名新型婚育文化宣讲员，对于她和
同事来说，乡村是移风易俗的重中之重，平日里，他
们常常深入乡间，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 等场
地，开展新型婚育文化理论宣讲。

从建设婚姻文化展示厅，到针对彩礼金额、婚车
使用、人情随礼等制定指导性标准，作为浙江 19个婚
俗改革试点县 （市、区） 之一，龙游县将喜事新办简
办纳入村规民约，建立村级乡贤会，发挥乡贤能人作
用，积极推进乡村婚俗改革。

培育文明乡风，除了靠宣传，更要建立奖惩体系。
在嘉兴市海盐县雪水港村党群服务中心，村民周

六宝拿出手机，进入“微嘉园”小程序，选择积分兑
换，一桶油便到了手。

这是嘉兴农村培育文明乡村的新尝试。在这里，
由“网格长”牵头，百姓议事会的成员共同商定，确
定了积分规则：参加公益活动、积极建言献策、房前
屋后整治等都能获得正向激励，违反乡风文明、传统
美德的行为则有反向约束扣分。通过线上发布、线下
活动、在线赋分，“用言行兑换积分，用积分兑换服
务”已经成为村里的新风尚。

如今，雪水港村选择了 4家“特约商店”，作为兑
换柴米油盐等实物的场所，同时还提供理发、针灸等
服务。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讲文明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除此之外，培育文明乡风，更要以文化人，让良
好风尚浸润人心，引领素质提升——

在宁波市鄞州区湾底村，当地大力开展“和美家
园”“五星家庭”“身边的家风家训”等评选活动，以
榜样做引领，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使社会
公德和家庭美德融入日常。

在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时常看到家家户户门
庭、中堂写着的家规家训。村里开展“一句话”承诺
和家训上墙活动，将优秀文化精神和农村常见陋习的
典型案例在广场中予以双向展现，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选树“最美家庭”、打响“一封家书”品牌、深化
“最美浙江人”评选……当前，浙江深化文明素质工
程，以“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为主抓手，积极
培育“百张区域新名片”，积极推进“十大文明行
动”，多措并举，持续提升彬彬有礼、正气充盈的乡村
底色。

从“小家美”到“全村美”，从“一处美”到“处
处美”……如今的浙江乡村，既扮美了“面子”，又厚
实了“里子”，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画卷正在之江大地
上徐徐铺展。

文化设施让村民有了“家”

湖州市德清县干山村，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小楼
上，“干山小镇农家书屋”几个字映入眼帘。很难想
象，此前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粮仓。

“从店里走到书屋只要 5 分钟，我一有空就会过
来。”村民谈云学喜欢读书，已是这里的常客。

书架上，3000 余册党建读物、文学作品、儿童绘
本等排列得满满当当。屋内不仅放置了供读者休憩的
茶几和座椅，还增设了亲子共读阅览区。二楼的露台
上，平日里还时常会举办阅读沙龙活动。

在德清，这样的农家书屋并不少见。目前，德清
已建成 60多个“悦读悦享”书房，“名家领读”“乡土
阅读”“德清朗读者”等阅读推广活动广泛开展，累计
吸引10万余人参与其中。

截至 2022 年底，浙江已经建成农家书屋 25335
个，全省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从一间书屋到一座
书乡，之江大地书香满溢。

书屋之外，乡村博物馆同样在浙江遍地开花。
在杭州余杭百丈镇溪口村，一座“传梭博物馆”

吸引不少村民茶余饭后前来参观。1500 余平方米的展
厅内，展出各类纺梭共计2万多件 （组）。

梭是织布机上牵引纬线的工具。如今，脚踏织布
机、手中线不停的画面成为历史记忆，但在这里，依
旧能找回乡村的旧时光。缠绕着线的纺梭悬在半空，
大小不一的织机整齐排列……走进展厅，仿佛进入梭
子的仓库。

“我们博物馆主打土特美。”馆长郑芬兰8岁起就开
始学习织布，是浙江省土布纺织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她说，传统技艺需要传承发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门老手艺。

据介绍，博物馆每月会不定时开设纺织体验课
程。“小孩来得特别多，非遗传承就该从孩子抓起。”
准备迎接下一批体验者的郑芬兰，满脸欢笑。

2022年，浙江全省共认定乡村博物馆464家，覆盖

11个设区市、81个县 （市、区）。
在浙江，除了乡村博物馆，分布在广大乡村的文化

礼堂，更是广大老百姓晚饭后“放下筷子想去的地方”。
走进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沈村文化礼堂，映入眼

帘的有道德讲堂、广播室、书画室等功能室。室外还
设有文化长廊、百姓露天大舞台。平时，有不少村民
来到这里打打太极，跳跳广场舞。

“硬件软件提升了，大伙儿更爱来了。”村党委书
记沈勤建说，近年来村里还对文化礼堂的展陈馆沈佩
兰故居进行了修缮及布展，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同时，文化礼堂还引进文化管家，积极策划文化
活动、组织文艺培训、组建群众文化社团，为群众提
供贴身又贴心的文化服务。

浙江自 2013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建成20511家农村文化礼堂，实现500人以上
行政村全覆盖。

从文化礼堂到农家书屋，从乡村博物馆到各类文
化馆……浙江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臻完善，
品质文化生活触手可及。

文体活动让生活更有滋味

伴随着一阵激昂的喝彩声，台州温岭市大溪镇纶
丝洋村文化礼堂里，一场“村运会”正在进行。飞
镖、拔河、呼啦圈、“袋鼠跳”等项目别具特色，一旁
观战的村民热情高涨，跃跃欲试。

“我们希望广大村民在运动竞技中收获快乐。”村
支书叶灵军说，今年镇里 36个农村文化礼堂都将结合
各村特色，举办接地气的“村运会”。通过把体育活动

“种”进村民日常生活，让农村文化礼堂“动起来”。
湖州市安吉县郎村村把踩高跷、跳竹竿等传统体

育项目加入运动会，引来家长孩子的广泛参与；金华
东阳市花园村把“村运会”和文艺表演相结合，带动
村民等广大群体积极参与；“白天杨梅满箩筐，晚上灌
篮满球框”，绍兴诸暨市的“村 BA”同样火爆……在
浙江，体育活动早已深入乡村。

除了“村运会”，“村歌”正将村庄的魅力持续唱响。
“踩着青石的小径，穿过碧绿的荷塘，我们听到书

声依然响起……”在衢州江山市大陈村汪氏宗祠里，
一曲村歌，传入耳畔。

2005 年，在杭州经商的汪衍君因为浓厚的家乡情
结，放弃在外定居的念头，回到了大陈村，决心改变
大陈村的落后面貌。他带着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唱，
创作了全国的第一首村歌——《大陈，一个充满书香
的地方》。

行走村中，时常能听到村歌的声音。“有了‘村
歌’，村子更好管理了不说，人心也凝聚了起来。”老
支书汪衍君说，如今村里还办起了村歌比赛，通过

“赛村歌”的方式，激发群众积极参与。
在浙江，“村歌”文化早已深入各个村庄。除了大陈

村，江山市的 200多个行政村都拥有自己的村歌；杭州
市萧山区还办起了首届村歌大赛，村庄间的比拼好不
热闹；丽水市松阳县，蔡宅村的村歌《客家石仓》在
2022中国村歌大赛斩获殊荣，将“村歌”唱响全国……

从“村运会”到“村歌”，浙江农村的文化活动持
续丰富。

“透过灯光，照射在这个幕布上，就成了皮影玩
具……”在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河西埭村文化礼堂内，
卫家班皮影戏传承人柴小英打开灯光条，架上小射
灯，上下左右摆动着木棍，皮影们就做出点头、跳
动、翻跟头等动作。

河西埭卫家班皮影戏源于南宋时期，曾火遍塘栖
一带。2020 年柴小英组建的河西埭皮影剧团成立后，
在当地文化礼堂举办了300多场免费的皮影戏演出，以

“文化走亲”的形式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及文化的传
承。如今，“非遗魅影礼盒”也成为浙江省“我们的村
礼”入选项目。

除此之外，杂技表演、“孝心宴”“年味节”……
作为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每年在这里开展的各类
文体活动超过50场。难怪村民们说：“这里不仅设施齐
全，丰富的活动，总有一个你喜欢”。

文化礼堂等文化设施，建好更要用好。从“村运
会”到“村歌”，再到“村礼”，以及逢年过节时村
中办起的“村晚”……行走在浙江的乡村，高品质的
文化活动不仅让百姓更安居，也让乡村生活更加有
滋有味。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重 大 战 略 任
务。福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重要的海洋
贸易中心和海洋文化发祥地之
一。今年6月，东南卫视积极响
应国家战略，全面启动“海洋
时 代 ， 中 华 情 怀 ” 的 频 道 定
位，陆续打造了一系列与海洋
相关的节目，其中包括在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推出的首档海洋
文化类知识交互节目 《海洋公
开课》。

节目采用“电视公开课”
的表现形式，结合 AR、XR 等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 运 用 嘉 宾 讲
演、趣味试验、海上课堂等多
重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探索
神 秘 浩 瀚 的 蓝 色 宝 藏 —— 海
洋。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面向全
年龄层观众的海洋通识教育节
目 ， 通 俗 易 懂 地 传 播 海 洋 文
化，推广海洋教育，让国民进
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
略海洋，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贡献力量。

为了保证节目在海洋科学
知识上的严谨性，我们从福建出发，前往北京、上海、
青岛、厦门等城市的各大海洋机构拜访众多科学家、学
者，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戴民汉，中国工程
院院士周守为，蛟龙”号总指挥刘峰等海洋科学顶尖权
威专家，对节目内容进行把关。他们从更高的视角审视
海洋发展的问题，并带来各自领域的海洋知识分享，为
节目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与科学家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几点：
第一，他们在专业上认真严谨、实事求是，对每一个名
词、数据都准确把关。第二，他们对海洋都有着极大的
热情，迫切地希望将海洋知识传递给大众。比如戴民汉
院士研究的海洋碳循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他努力地将
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的说法，让大众能够更好地接受。
第三，科学家们把自己的人生和海洋非常紧密地结合起
来，强烈希望有更多人投入到美好和伟大的海洋事业当
中。他们的这些精神，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要做好海洋文
化传播的决心。

节目中，在82岁高龄深潜1400余米的汪品先院士提
到，想要了解仙境般的海洋还得深潜下去，但事实上大
部分人很难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和机会进入到深海。海洋
知识有趣但不直观，我们尝试将大众对海洋的浪漫想象
和严谨的海洋科学知识相结合，将生动的海洋影像与虚
拟技术呈现的舞台效果相结合，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
验。比如节目开场借助 XR 技术，在电视屏幕实现了从

“一滴水”进入到“一片海”的场景跃迁；我们使用 AR
技术打造了一部深海观光电梯，中国首位深潜大洋的女
科学家唐立梅带领观众前往不同深度的海域，不同深度
的海底生态、海洋生物都有了直观的展现。

除了海洋知识的普及，我们还希望通过节目传递出
更多精神上的力量。今年世界海洋日的活动主题是“保
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海洋环境已
经是大众的共识，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举动
可能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比如与每个人日常
生活相关的塑料制品是海洋垃圾最大的组成部分，每年
有超过1400万吨塑料最终流入海洋，约有超过1500万海
洋生物死于海洋塑料垃圾。我们将海洋环保志愿者李波
20 余年来拾取的 40 吨海洋垃圾转化为矿泉水瓶的阵列，
希望通过这种直观的表达给观众带去精神和情感上的触
动，让更多人能够从自身做起保护海洋。

当然，海洋知识的广袤与丰富无法用一期节目来承
载，我们这次也舍弃了远洋运输、船舶建造、港口贸易
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只是截取了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来填补海洋通识教育的空白。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了
来自指导机构、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观众等各方面的
认可，深受鼓舞。大家共同的反馈是，像《海洋公开课》
这样集中展现海洋知识的节目应该更早地出现。

将海洋通识教育落到实处，任重道远。做好海洋类
节目已经成为东南卫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做
好“海洋季风”日播节目的同时，还会阶段性推出重点
的海洋类精品节目，让海洋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更深化、
更系统。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中国是海洋
大国，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
安危。因此大众媒体更需要向国民阐释海洋对于国家的
战略意义，启迪新时代下的中国海权思维。在迈向海洋
强国的新征程中，福建广电将更加深入全面地为人们描
摹海洋文化图景，践行自身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主任、东南卫
视总监，《海洋公开课》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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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德清县“干山小镇农家书屋”内，村民正在享受阅读时光。
王 正摄（人民图片）

▲义乌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送戏下乡。
龚献明摄 （人民图片）

▲义乌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送戏下乡。
龚献明摄 （人民图片）

▲丽水市庆元县月山村、莲都区雅里村在“村晚”上表演的乡村农活秀。
（资料图片）

▲杭州市淳安县乡村文创市集
图片来自“淳安发布”

▲余杭百丈镇溪口村“传梭博物馆”。
图片来自“余杭发布”

本报电（记者贺勇） 6 月 20 日，首届北京中华民族
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文化周活动由北京市民族宗
教事务委员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主办，旨在增强
市民对于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感知，打造各民族群
众节日文化休闲娱乐的互动体验空间，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欣赏中国传统音乐的悠扬旋律、民族舞蹈的婉转身
姿、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参观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器物
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参与各类手工作坊，学习中国
传统艺术技巧；品尝中华民族传统美食……此次文化周期
间，30 余项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内容丰富，精彩纷
呈。活动正值端午节假期，市民在园博园中既可以欢快
地游园，还可以通过展示、表演、互动、游玩、消费等
形式，共同体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享文化盛宴。

开幕式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共植石榴树活动，现场干
部群众来到阳光剧场西侧绿地的“民族团结林”，种下56
棵石榴树，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此永久保留。“种下石
榴树，开出石榴花，结出石榴籽，寓意各民族要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坚持民
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民族团结的精神代
代相传。”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说。

30多项活动精彩纷呈

北京中华民族文化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