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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文化厅命名 63 个县
（市、区）、乡镇（街道）为“浙江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2014—2016 年
度）”，瓜沥镇也因“萧山花边”项目
榜上有名。

在由“传统集镇”向“现代新型
小城市”的跨越中，瓜沥十分重视
历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历经
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完成的古民
居建筑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许
氏南大房”保存完好；“白龙寺”、

“同泰当”等 6 处被评定为杭州市
级文保单位；“七夕‘祭星乞巧’
节”、“萧山花边”和“雷公庙会”、

“昭东剪纸”分别被评定为省、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伴随着瓜沥城市化步伐的加
快，作为小城市软实力的文化建
设，更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

瓜沥镇党委书记高卫国说：
“文化是一个地方凝聚力和创造力
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地方综合实力
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后，瓜
沥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进一步塑
造瓜沥小城市精神和航坞文化形
象，努力打造综合实力雄厚、功能
设施完善、创新活力迸发、人文特
色鲜明、生态环境优良、生活富裕
安康的文明幸福新瓜沥。”

我们来到位于东灵路上的航
坞文化创意园。航坞文创园是瓜
沥镇旧厂房改造的典型，这一平
台的成功运营，为没落的旧厂房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更为小城市
建设提供了一个创新、创意企业
的孵化器。如今，这里引进了信
息科技、设计服务、电子商务、教

育培训等各类企业 45 家，锦绣斑
斓、各具特色，形成了一定的集聚
效应。

在航坞文创园，但见人流熙
攘、风情满溢：金字塔 3D 电影院、
现代化健身会所，还有一间间精品
创意服装小店、一家家文化创意设
计公司，让人置身其间、痴迷忘返。

来自党山的顾永水，每隔一天
都要到位于航坞文创园的蓝堡健
身会所健身，他说：“以前在一家小
健身房锻炼，远没有这么齐全的设
备，氛围也没这么好，我很享受这
里的健身环境。”蓝堡健身会所占
地达 2000 平方米，建有室内恒温
游泳池及各类健身设施，与萧山城
区的一流健身场所相比也毫不逊
色。

依米书院是航坞文创园引进
的一家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目前已
引进国内 10 余家高校设立函授教
育点。来自四川的韩挺，在靖江的
一家企业做客服，为了丰富自己的
业余生活，报了依米书院的培训
班。“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既学了
新知识，又结识了新朋友，更为以
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何乐而不
为？”韩挺笑着说。

文创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是城
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目前，瓜沥
已开展了“创意在行动”文创推进
活动，集中推进航坞文化创意园建
设，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将在这里
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文化梦想将
在这里开花结果。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
力，文化引领瓜沥在城镇化进程中
走向风光更为锦绣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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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瓜沥的

瓜沥，这座萧绍平原上的千
年古镇，正经历着由镇到城的华
丽蜕变，如老树勃发新枝般绽放
出无限活力：

商业街名牌店铺林立，热闹
繁华；公园里草木吐翠，老百姓
悠然地休憩、锻炼；工地上塔吊
耸立，机声隆隆，一个个重大项
目陆续落地开建⋯⋯

中国花边之乡、中国纺织化
纤名镇、全国重点镇、全国文明

先进镇、浙江省首批小城镇综合
改革试点镇、浙江省首批小城市
培育试点镇、浙江省中心镇、浙
江省百强乡镇⋯⋯这一张张“金
名片”，不仅展示着瓜沥奋进的
步伐，更是瓜沥人自强不息的精
神写照。

探寻瓜沥发展的奥秘，离不
开其鲜亮的文化底色。

作为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
镇，瓜沥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借助于千年古镇的丰
厚历史文化底蕴，着力加强文化
设施建设、文化队伍繁荣、文化
特色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工
作，全方位构建具有区位优势、
地域特色、现代特征的大文化发
展格局。

瓜沥把繁荣古镇文化与发
展新型城市文化相结合，让文化
的基因植根在瓜沥由镇到城的
蜕变之中，成为瓜沥小城市建设

最重要的聚合力：总投资 2.5 亿
元，按照沿海发达地区县（市）标
准建设的瓜沥文体中心破土动
工；投资 2000 余万元，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的任伯年纪念馆及
主题文化公园启动建设⋯⋯

瓜沥也十分重视村级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奖代补等
措施鼓励村、社区建设文化基
地。截至目前，在全镇 63 个行政
村中，建筑面积在 250 至 2500 平

方米不等的、具有独立文化体育
中心建置的村就有 35 个，占村总
数的56%。

一串串数字折射出瓜沥基
层文化的蓬勃发展：6 个行政村
被评定为省级文化示范村，15
个行政村被评定为市级文化示
范村，18 个行政村被评定为区
级 文 化 示 范 村 ，4 个 行 政 村 在
2013 年通过省市区文化礼堂的
验收⋯⋯

每到晚上，占地 2237 平方
米的瓜沥镇横埂头村文化中
心，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广场上，大婶大妈和着音乐的
节奏跳着排舞；草坪边，爱运动
的村民在健身器材上锻炼；篮
球场上，小伙子们兴奋地奔跑
跳跃⋯⋯

让我们把目光再移到渭水
桥村——作为瓜沥镇内远近闻
名的文化示范村，这里不仅建
起文化广场，还成立了全区首
个与区图书馆联网的村级图书
分馆，村民们捧着图书看得格
外认真⋯⋯

近年来，瓜沥镇通过“种文
化”工程的实施和“金锣鼓”、

“金燕子”等金色文化项目的推
进，带动了一大批文艺团队建
设和文体队伍建设：“龙腾航
坞 锦绣瓜沥”品牌文化艺术

团、“和美党山”品牌文化艺术
团、“鹊桥坎山”品牌文化艺术
团⋯⋯这些品牌文化艺术团走
村入企，自编自演，既创作了一
批贴近百姓生活、弘扬社会正
气、传播美德标兵等正能量节
目，又把先进文化传播到千家
万户。镇里相继成立了中老年
艺术团、曲艺协会、书画协会、
老年体育协会等，组建了航坞
合唱团、坎山花边文化研究会、
瓜沥曲艺队、塘头戏曲团、信源
越剧戏迷俱乐部，以及62支“一
村一品”村（社区）文艺体育团
队。

瓜沥还发起小城市试点镇
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文
化走亲”。“龙腾航坞”品牌文化
艺 术 团 精 心 创 作 编 排 了《秀
色》、《水乡韵》、《戏韵》和越剧、
莲花落等富有浓郁乡土特色的
节目，80 多名演职人员分别走

进余杭区塘栖镇思敬广场和绍
兴钱清镇轻纺原料市场中心广
场，进行“走亲”演出。在古镇
塘栖，下午4时就有数百名群众
到场等候。演出结束演员谢幕
时，现场观众合着音乐节奏鼓
掌，久久不愿散场。在绍兴钱
清，数位观众甚至追上演员返
程的大巴车，恳请瓜沥镇的演
员们常来“走亲”。余杭、绍兴
两地媒体称赞道:“表演阵容强
大，节目精彩丰富，舞台美轮美
奂，瓜沥小城市文艺走亲，走出
了一片新天地。”

越来越多的重要赛事活动
也“花落”瓜沥：中国女排明星
赛、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瓜
沥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领略
到竞技体育的动人魅力，感受
到大都市一般的浓厚文化氛
围。

文化似春风化雨，润泽瓜
沥大地，破解城乡落差难题，使
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百姓，人人
共享出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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