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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幅幅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渔民绘画，这里有一件件风格
各异、古朴典雅的渔家遗物，这里有一张张活泼舒朗、喜形于色的开心笑
脸。自去年以来，岱山县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科学规划统
筹，克服建设资金紧张等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文化礼堂花开海
岛，并成功将文化礼堂打造成渔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

各社区注重从实际出发，以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海洋海岛文化为
依托，做到“一堂一色”，将草根文化、传统文化等融入文化礼堂建设。如
今，11座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长效型等于一体的渔农村文化礼堂，
已成为继承渔农村非遗文化的展台、基层群众自娱自乐的舞台、社区居
民学习培训的平台，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所。

通过健全机制、考核激励等举措，加强各乡镇文体队伍建设，确保各
文化礼堂有序运作。岱山县委宣传部充分发挥文化礼堂工作指导团作
用，组织开展礼仪节庆、理论政策宣讲、乡风文明评议、公共文化、民主议
事等“五进文化礼堂”活动。各乡镇结合自身实际“按需点菜”，以此来丰
富渔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增强渔农民群众对文化礼堂的亲近感、认同感
和归属感，实现渔农村文化礼堂的常态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

岱山的文化礼堂，正逐渐成为舟山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一个特色品牌。

在海岛星罗棋布的岱山，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或以捕鱼为
生，或从事着与渔业相关的工
作。当地很多村落的村史，便是
一部源远流长的渔业发展史，海
洋文化深深地嵌在人们共同的记
忆里。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
文化礼堂成为让海洋文化、渔民
精神薪火相传不可或缺的载体。

在南峰村文化礼堂里，一个
村史陈列馆置身其中，完整地保
存了当地渔民风俗文化的全貌。
一件件年代久远的渔具，一艘艘
渔船船模按照它们出现的时间整
齐排列。徜徉其中，仿佛看到了
岱山渔业的岁月变迁。

“爷爷，这些绳子好奇怪，怎么
都长得不一样？”指着陈列馆内的
一个柜台，懵懂的孩子好奇地问。

“这都是打了不同绳结的笼
绳，用来编织不同用途的渔网。”
81 岁的赵月清老人一边说着，一
边用手比划着如何编织绳结：“打
绳结，可是咱们渔民的看家本
事。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分钟就
能打一个呢！”

“从 16 岁下海到 62 岁退休，
46 年的海上生活早已让大海成了
我的第二故乡。”重网、流网、大捕
网……赵月清一边抚摸着陈列馆
内的一件件渔具，一边如数家珍
地讲述渔具背后的故事，仿佛已
经回到阔别已久的渔船上。“在海

上讨生活的时候，对家的想念真是
熬人；可是，现在不能出海了，却又
特别怀念出海的日子。”虽然已经
上岸快 20 年，赵月清依然时常梦
见，在渔船上与老伙伴们一起拉着
渔网，哼着渔民号子的画面。

文化礼堂不仅陈列渔具，更
重要的是传承海洋文化、渔民精
神。在礼堂里，除了一幅幅照片
静静地讲述着世世代代渔民的故
事，还有南峰村村旗“黑边白心
旗”，传承南峰人互帮互助、无私
奉献的精神。

有着30多年捕鱼经历的蒋正
达老人给笔者讲述了“黑边白心旗”
的故事。一次，一艘宁波官船在五
虎礁触礁，在南峰林家渔民的大力
救援下，遇难人员全部获救。事后，
宁波当地百姓专程送来这面旗帜表
示感谢，称赞南峰村民黑白分明，是
非清晰。“至此，这面旗帜成为了咱
们南峰精神的重要标志。”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
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海，
不再以渔业为生，但咱们的渔民
精神绝不能丢了。”蒋正达由衷地
感谢文化礼堂，不仅让年轻人有
了了解传统渔业生活的地方，更
将渔民故事完整保存，让渔民精
神延续长存。“无论村里的年轻人
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行当，希望都
能将互帮互助、无私奉献的渔民
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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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快吃汤圆吧，可甜可
甜了！”12岁的俞柯瑜小朋友小心
翼翼地将一碗满满的汤圆递到叶
朝德老人手里。

拿起勺子，舀一个，老人轻轻
了咬一口。猪油芝麻馅儿顿时流
了出来，香气四溢，幸福地滋味在
虎斗村文化礼堂里洋溢。

今年 2 月 14 日，元宵节前一
天，虎斗村文化礼堂分外热闹，村
里的老人、孩子在这里欢度元宵
佳节。“以前，在家里各自过节，没
什么节日的氛围。现在有了文化
礼堂，和孩子们一起过节，节日的
味道也浓了，村民的距离也拉近
了。”吃完汤圆，看着孩子们在礼
堂里面猜灯谜，做游戏，叶朝德老
人笑得格外开心。

去年，虎斗村文化礼堂建成，
村民们不仅在传统节日有了欢聚
一堂的地方，腰鼓、舞龙等传统活
动也终于结束了“打游击”的日
子，有了开展活动的固定场所。

如今，村民们经常能在村文
化礼堂前，看到虎斗村腰鼓队成
员毛海红与她的队友们载歌载
舞。以前，腰鼓队想要练习可不
容易，尽管她们尽量避开村民休
息时段，但依然经常因为扰民被

投 诉 ，需 要“ 打 一 枪 换 一 个 地
方”。“现在，文化礼堂成了咱们的

‘根据地’，可以全力准备到镇里、
县里参加表演，不用担心受刮风
下雨和影响村民。”跳完一段舞，
毛海红欣喜地说。

腰鼓队、舞龙队、广场舞……
村文化管理员任飞华说，因为有了
文化礼堂，不但一些传统民俗队伍
不断壮大，村民们自发开展活动的
热情也同样高涨，文化生活逐渐丰
富，打麻将的人也少了。文化礼堂
已经成为村民茶余饭后休闲的好
去处。

傍晚时分，夜幕降临，虎斗村
文化礼堂前的院子里，人山人海，
一场“全民卡拉 ok大家唱”活动正
在热闹进行。

“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
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
……”15 岁的林珂宇小朋友率先
登场，一曲节奏明快的《小苹果》
顿时引爆了现场的气氛。

《花儿为什么那么红》、越剧
《碧玉钗》、渔民号子拔锚歌……
村民们纷纷上台，一展歌喉，各类
歌曲从文化礼堂飘扬出去。直到
深夜，兴致高昂的村民们才意犹
未尽地逐渐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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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上红梅赞，千里冰霜脚下
踩……”处暑前的一个上午，在岱山
东沙古镇弄堂里穿行，远远传来一
阵阵悠扬的歌声。歌曲是从东沙古
镇一座老式洋房里飘出来的，唱得
虽不是很专业，但音响绝对是一流
的。老式洋房名为聚泰祥，位于东
沙镇人民路东端，已有170多年历
史，去年4月，这幢600多平方米的
老楼被改造成东沙文化礼堂。

“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爱
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
一曲《红梅赞》刚落，另一首邓丽君
的《千言万语》又从耳畔响起。唱卡
拉OK的是当地一些中老年人，女
同志居多，她们衣着时尚，看上去
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今年 66 岁的邱亚娣就是其中
一位，她告诉笔者，每隔两三天她总
要到这里来唱几曲，很有兴致，也很
能打发时间。“以前想唱歌都要到县
城OK厅去唱，可OK厅要收费，经常
唱，唱不起。现在这里免费可唱，音
响又不比OK厅差。”邱亚娣说，她比
较喜欢唱民歌，如《草原之夜》、《为
了谁》、《中国大舞台》。

走进文化礼堂，只见右边摆放
着几排桌子。“那是供老人们聊天、
喝茶、看报、玩牌用的。”礼堂管理
员张国裕介绍，这里还经常放映红
色电影，每天仅上午就有二三十人
光顾。平时开放时间是上午 7 时
30 分至 10 时 30 分，下午 1 时 30 分

至4时30分。
这幢老楼给人以上海老外滩建

筑风格的感觉，从一楼到二楼，四周
张贴着一些图文，展示着东沙社区
的历史足迹和文化礼堂的活动轨
迹。“这是去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举行
的祈福礼仪活动。”张国裕指着一组
照片说，社区几乎所有老百姓都来
看了，直接参加祈福活动的就有200
来人。“上次这里做木偶戏我也来看
过。”一旁的夏贤义老人凑拢来说，
他也经常来这里聊聊天。

其实，东沙文化礼堂不但吸引
在地居住者，同样吸引原籍东沙现
在县城居住的东沙人。正在给丈
人做寿的岑昌树老人路过礼堂说
自己已来过好几趟了。今年48岁
的张燕波说，东沙是她的出生地，
所以尽管家住县城，但她隔三差五
来这里唱歌。家住桥头社区的李
根业，那天也抽空到东沙文化礼堂
仔细瞧瞧。

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徐惠娟告诉
笔者，以前社区虽也有老人聊天室，
但房子很小。现在经过改造的这个
文化礼堂，上级为维修就花了好几
十万元。不久前，社区夕阳红合唱
队在全县文艺比赛中得了一等奖。

“天之涯 ，地之角，知交半
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
徊……”当笔者离开文化礼堂时，
今年 68 岁的刘阿四老人正有滋
有味地唱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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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社区文化礼堂有所区
别的是，机场社区的文化礼堂建
筑由好几幢建筑组成，其中公民
素质讲习所坐落于社区办公楼后
面的一个山坳里。

就是这座仅 140 平方米的公
民素质讲习所，正改变着当地人
的观念乃至他们的命运。

53 岁的社区居民黄亚芬有两
个女儿，大女儿今年27岁，现在宁
波打工；小女儿今年20岁，今年刚
考过大学。因为今年 2 月在讲习
所听过“用‘心’沟通与亲子关系
调适”的讲座，黄亚芬自己觉得对
待子女方式方法都有很大改变。

以小女儿为例，今年考大学
分数不理想，她自己希望继续复
习明年再考。黄亚芬对此很支
持。“如果没有听过这堂课，我肯
定要求她上个一般大学也算了。
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与她们多沟
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朋友。”黄
亚芬说起来一本正经。大女儿年
龄也渐渐大了，来说媒的人不
少。“要是以前，她就帮女儿撮合
着找一个算了，但经过与大女儿

面对面交流，女儿说结婚是一辈
子的事情不能太草率，我觉得要
尊重女儿的意见，女儿说的有道
理，作为家长的不能去干涉。”

讲习所同样改变着当地居民
的致富经。今年50岁的耿洪财是
果蔬种植专业户。今年5月27日，
他在讲习所听了科协组织的浙大
博士生科技讲座，又了解到几种新
的无公害农药，就近一下子买不
到，他就托人从外地捎来。“博士还
进我的地里手把手教我，钾肥、氮
肥、有机肥原来是可以一起施的。”
耿洪财谈起那次讲座的心得体会，
觉得很多知识令他耳目一新。

安全驾驶培训、文化指导员培
训、健康咨询活动……社区主任助
理罗泽民向笔者展示着讲习所至
少每月一次的系列活动记录。机
场社区公民素质讲习所不但有公
民素质教育委员会，制订了章程和
工作职责，同时有实施方案，更有
组织考核细则。它在充实干部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民综合素
质、打造淳朴民风、传播核心价值
观方面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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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举行送年祈福礼仪活动

高亭镇南峰社区举行重阳敬老礼仪活动

文化礼堂的表演

文化礼堂举行敬老活动

在岱山，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寂寥的夜晚，文化礼堂里的一段舞
曲、一幕电影、一场论坛、一堂讲课，都有可能成为百姓心中的一盏明灯，
点亮渔农村的生活，照亮眼前的日子，牵引着大家走向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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