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今日绍兴
2014年8月28日 星期四

版式：缪静2424

 



































































































































新昌农民乐享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文化礼堂
“六通之胜地，八辈之奥宇”。新昌，这座千年古城风光荟萃，人文光华。如今，这个山水诗画的发祥地，“唐诗之路”的精

华处，建起了一座座文化礼堂，村民们教学授礼，吟诗作画，欢歌畅舞，让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更添文韵。
“六通之胜地，八辈之奥宇”。新昌，这座千年古城风光荟萃，人文光华。如今，这个山水诗画的发祥地，“唐诗之路”的精

华处，建起了一座座文化礼堂，村民们教学授礼，吟诗作画，欢歌畅舞，让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更添文韵。

文 / 陈佳莹 孙艺秋

拜师学礼，朱砂启智，诵弟子规……近
日，在东茗乡后岱山村文化礼堂里，笔
者看到，孩童们正在恭敬地行“开蒙
礼”。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笔一
划教 7 岁的孩子们写下了人生中的第
一个“人”字。

不仅是年幼的孩童，如今，青年在
文化礼堂诵“中国梦”、行“成人礼”；新
人在文化礼堂结良缘、办婚礼；重阳节，
老人们也在礼堂热闹围坐，接受晚辈们
鞠躬奉茶……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在新昌，文化礼堂与老百姓人生中的每
一个重要时刻紧紧相连。

在新昌，农村文化礼堂，还成了农
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学堂”。7 月养生
讲座，8月农民科技培训，9月新生学子
启蒙课……羽林街道渡皇山村文化礼
堂的“天姥讲堂”里，一张授课计划表上
清晰地写着内容丰富的每月课程。如
今，村民们总会兴致勃勃地坐在宽敞的
讲堂里，听着外地来的专家和村里的能
人们，教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有趣课
程。

自 我 表 现 、自 我 教 育 、自 我 服
务……村民们在文化活动中，培育
文化素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除 了 参 与 政 府 部 门 组 织 的 各
项文化惠民活动之外，各村自主性
的“种”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一村
一 色 ”、“ 一 堂 一 品 ”，曾 经 的 特 色
技艺焕发了新活力，村落文化也被
唤醒了。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东茗乡

东芝村的文化礼堂里，村里腰鼓队的队
员们穿着花衣服、别起小腰鼓，欢腾地
跳着舞欢迎外地来的客人们。自从有
了文化礼堂，排舞队、腰鼓队、戏曲队轮
番上场，村民们在自娱自乐的同时，也
通过这个“大客厅”把村里的文化展示
给了外来的客人们。

与东芝村的热闹劲不同，梅渚镇红
庄村的文化礼堂里，静静展示着村里的
农耕文化。“这间屋子本来是上世纪 60
年代时集体养蚕用的，闲置了很久。现
在村里把从家家户户收罗来的传统农
具陈列在里头，平时可以当农耕文化展
厅，有讲座和演出的时候又能作为活动
场所。”梅渚镇文化站站长石菊莲说。
这个文化礼堂已经成为了新昌的青少
年户外体验基地。每到寒暑假，外地的
青少年都会来这里参观体验，看着一台
台脱粒机、织布机、龙骨水车，村里村外
的孩子们慢慢了解了祖祖辈辈耕作的
辛劳。

而东茗乡后岱山村则别出心裁，把
文化“种”在了墙上。在礼堂建成时，村
里有名的文化能人王焕军老先生，把后
岱山村几十年来的文化史画成一幅幅
画，用书法配上对文化史的叙述，绘在
了新建礼堂的文化墙上。村里的年轻
人们因而明白了村落文化的渊源何在，
了解到原来后岱山村也有过不少值得
骄傲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大事……

与红庄村、后岱山村一样，如今，新
昌的几十个村落里，昔日破败的戏台庙
阁“换装”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乡村
舞台、“天姥讲堂”和“农家书屋”；曾经
村大会堂里的麻将桌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崭新的乒乓球桌；过往的麻友、牌
迷们也自发地“动”了起来，组织腰鼓队
排节目，跟着村里的能人学习书法、剪
纸，自己办起文化团体。

新昌的文化礼堂是展示的平台、学
习的课堂、村庄的“大客厅”。一个个礼
堂成了一块块肥沃的文化土壤，播下的
文化种子已扎根发芽，蓬勃向上。

用有实效 一堂一品“种”文化

“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从2013年
起，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契机，新昌
全面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大调查。
了解农村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队
伍、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现状，制定出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五年规划：2013 年已
建成 23 个，2014 年在建 23 个，到 2017
年，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00个以上……

“建”有标准，理清程序、建章立制
是文化礼堂的建设之本。新昌以“一图
一表一办法”，一笔一划，擘画出文化礼
堂新图景。

根据《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的意见》精神，新昌结合实际，拟定出一
份“建设流程图”。申报、审核、筹备、实
施、考核、奖励、资料，7个环节、19个步
骤，确保文化礼堂建设规范运行。

有了清晰的建设流程，各村的文化
礼堂又该照着怎样的标准落实？礼堂、
讲堂、配套、展示、活动、制度，新昌又以一
张“建设标准表”清晰落实，6大内容，18
项具体标准要求，准确把握文化礼堂的
功能定位，方便全面推进文化礼堂建设
各项工作。为了让标准更为直观，去年，
根据原有设施的基础条件，各村经济基
础、人口情况和地理位置，新昌经过严格
筛选，打造了出一批文化礼堂样板村。
涌现出如拔茅村舞龙舞狮陈列室、梅渚
村剪纸陈列室、里小将村书画长廊、外婆
坑村的村史陈列室等特色文化礼堂，为

后续建设积累经验，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为保障文化礼堂有效运

行，让各村的“文化之源”活起来，新昌
推出了一套“考核奖励办法”。将各部
门组织、使用、维护、保障等方面的任务
细化、量化，以“活动为王”的思路制定
考评细则，设A、B、C、D四个等级。根据
考评结果，县财政给予 A 类奖励 8000
元，B类奖励6000元，C类奖励4000元，
D类不予奖励，通过考评奖励机制，推动
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抓好活动开展，
确保文化礼堂持续有效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昌县的415个行
政村中，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下且
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扶贫重点村达
265个，为破解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短
缺的困局，新昌着力落实了“四个一”。
建设专项资金“扶一把”，县财政每年安
排300万元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的
形式，根据各村文化礼堂的考核验收成
绩发奖补资金；一事一议项目“推一
把”，对于需要更多资金的文化礼堂新
建项目，列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
目，已获得省级、县级奖补资金 400余
万元；民间资金“助一把”，仅今年，新昌各
村文化礼堂共接受社会组织、个人捐赠
款项达 850 多万元；而考评奖励“拉一
把”，即通过考评优胜给予奖励。无疑，

“四个一”的推行，为文化礼堂的顺利推
进助力加码，更解决了村里的后顾之忧。

建章立制 擘画文化礼堂新昌图景

为落实文化礼堂的建设和
运行标准，新昌县在为每个文
化礼堂配备一名责任心强、懂
文化、会管理的管理员之外，更
建立起各机关部门的联系、服
务和定期监督机制，形成帮困
解难、活动开展、持续推行的合
力。针对村级基础薄弱的实
际，新昌要求县委办、县府办、
农办、文明办、财政局、文广局

等 15 个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
员单位结对联系各村，每个单
位“认领”一到两个村。仅今年
上半年，各单位下村走访就达
200 多次，协调解决了一批建
设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而为各文化礼堂提供服
务，则是各部门携手合力的重
中之重。新昌县要求整合部门
资源做“加法”，推出农村文化

礼堂活动项目表，提供“菜单
式”服务内容。各乡镇街道可
结合实际，根据服务内容“按需
点菜”，而且不仅可以“单点”，
更可以选择科技信息、医疗卫
生等品牌“套餐”服务。

政府机关部门“各显神
通”。新闻信息传播中心到各文
化礼堂开展“镜头传递孝心”活
动，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

提供摄影服务，在定格影像中传
递浓浓的孝心；文广局“明珠艺
术团”给各文化礼堂送去小品、
越剧、歌舞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精彩节目，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够享受到文化大餐；文联则

“挥毫泼墨”，送春联下乡，开展
农村书画作品展。全县各村尽
显浓郁文化气息……

各部门不仅“单兵作战”
能力强，更能联动协作做“乘
法”。新昌县科协牵头，科技
局、农业局、林业局、环保局、
水利水电局等部门“叠加”发
力，茶叶种植技术，蚕桑、水果
种植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等各
类技术资讯入礼堂，专家们

“手把手”指导农民走上致富
之路。消防大队、610 办、计生
局等单位联合宣传，以图文展
示、资料发放、文艺演出等形
式，进行“组合式”政策知识宣
传。

“阳光文化进礼堂”、“文化
礼堂闹新春”、“形势政策宣讲
进礼堂”，在各部门的合力之
下，新昌已形成三大文化礼堂
品牌活动。仅今年上半年，各
类进礼堂活动就多达 400 多
场，文化礼堂成为名符其实的
文化乐园和精神家园。

部门合力 服务村镇送文化

每周六，在梅渚镇梅渚村的文化礼堂里，村里的剪纸艺人
都会手把手地向学生们传授剪纸技艺。人物、花鸟，作品惟妙
惟肖，传帮带、手把手，老少师生情浓……“梅渚剪纸”始于明
代，距今已有450多年历史，深受人们喜爱。如今，这个百年
文化遗产在文化礼堂扎根、传承。

梅渚村以民间剪纸艺术为主基调加强文化礼堂建设。一
方面，在常规“一廊二堂”的基础上，成立了剪纸工作室、剪纸展
览馆，让那些有剪纸技能，并不断创新的艺人们到剪纸工作室
开展工作，为“梅渚剪纸”打造平台。更通过剪纸比赛、剪纸展
览和剪纸培训等形式，培养群众文化兴趣，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另一方面，以文化礼堂的剪纸基地为原点，用挂历、书
签、台历、剪纸册等产品形式，将剪纸文化推向市场。仅上半
年，走向产业化的剪纸文化就实现了近10万元的产值。

如今，作为省文化礼堂建设示范点的梅渚村文化礼堂，既
是百年艺术遗产的“文化圣地”，更是群众乐在其中的“文化乐
园”。近年来，通过农民文化节、农民春晚等载体，梅渚村涌现

出一批文化能人，舞蹈、戏曲、腰鼓、太极扇……文化礼堂化身
乡村大舞台，满足了村民们的娱乐文化需求，打造出梅渚特有
的文化名片。

大会堂里曾经的麻将桌换成了乒乓球桌，过去村里的铁
杆牌迷也一个个变身成为腰鼓队员、排舞队员。如今，羽林街

道拔茅村的文化礼堂，真正成为了村民的精神家园。而最让
村民啧啧称道的，则是属于拔茅村的“一色”“一品”——狮龙
共舞。

狮龙共舞是拔茅村的特色文化品牌，拥有百年历史。
历年来，拔茅村的舞龙舞狮队多次在各级比赛中获奖，更是
绍兴市十佳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这一活动曾风靡全村。随
着文化礼堂的开建，这一百年文化找到了平台，活力重现。
拔茅村在文化礼堂特别设立了舞龙舞狮文化陈列室，更邀
请舞龙舞狮队成员定期到文化礼堂组织培训，为群众献上
演出。如今，参与这一文艺活动的队伍日渐壮大，女子舞龙
队也应运而生，各支队伍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热闹的彩排。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拔茅村的狮龙共舞闹元宵踩街文艺表
演，投入经费 5 万余元，参与演员达 300 多，吸引观众万余
人，狮龙共舞文化空前兴盛。

如今的拔茅村里，以文化礼堂为大舞台，舞龙队、舞狮
队、军乐队、腰鼓队、戏曲队等 11 个团体，300 名文艺骨干，
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不已。在村文化协会的协助下，一
年来，拔茅村更先后在文化礼堂开展了儿童启蒙、参军欢
送、包粽子、闹元宵等传统民俗活动和文体活动，受众逾 3
万人次。

文化礼堂之梅渚名片

文化礼堂之拔茅名片

澄潭镇棠村文化礼堂文化长廊 梅渚镇红庄村文化礼堂外立面 东茗乡东芝村文化礼堂外立面东茗乡东芝村文化礼堂外立面 小将镇里小将村文化礼堂内景小将镇外小将村文化礼堂外立面

县传媒中心到文化礼堂为老人免费拍照

县有关部门开展送书下乡活动

拔茅村农民表演龙狮共舞

梅渚村文化礼堂乡村大舞台舞狮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