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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最“土”气的民间非物质文
化遗产吗？想欣赏原汁原味的村歌
和民俗表演吗？想领略全省各地小
城镇别样的乡土风情吗？目前，进入
首届“出彩浙江——浙江省小城镇大

文化示范样本”推选活动复选考察的
全省各地小城镇，正紧锣密鼓地组织
筹备特色文艺节目表演和手工艺“绝
活”展示，准备把这些乡土文化之花

“送进城”，到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赶个
热热闹闹的“文化集市”。

据首届“出彩浙江——浙江省小

城镇大文化示范样本”推选活动组委
会透露，推选活动结果将于本月下旬
揭晓。届时，本报将与省文化厅在杭
州西湖文化广场联合举办“文化集市
——2014 年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成
果展示”暨“出彩浙江——浙江省小
城镇大文化示范样本”颁奖典礼。

浙江小城镇 文化放异彩
首届“出彩浙江——浙江省小城镇大文化示范样本”颁奖典礼将在西湖文化广场举行

《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 年）》将“文化传承，彰
显特色”列为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的
基本原则之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
作会议也强调要突出文化传承，进
一步提升城乡建设品位。为此，今
年 6 月，本报联合我省相关部门，在
全省组织开展了首届“出彩浙江
——浙江省小城镇大文化示范样
本”推选活动。

本次推选活动自启动以来，受
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踊跃反馈。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三农”
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等专家认为，
该活动体现了浙江日报作为主流媒
体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拓展群众文
化活动服务平台、弘扬地方特色文
化、促进城镇文化多元化发展、推动
以文化为内在的美丽浙江建设，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读者和网友则纷纷通过来信、
来电及短信、微信等各种投票方式，
推荐其心目中的“浙江省小城镇大

文化示范样本”，更有热心读者上门
送选票、当面提建议。全省小城镇
也普遍高度重视此次推选活动，积
极主动报名，填报申报材料，期望通
过这一载体，提升自身的城镇文化
品位，使基层文化之花绽放出新的
光芒。

初选阶段结束后，活动组委会
又结合公众投票，组织专家评审团
打分，按照一定权重比例，确定了进
入复选考察的小城镇名单。

文化之花 绽放光芒

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杭州市萧
山区瓜沥镇、桐庐县江南镇、杭州市余
杭区瓶窑镇、乐清市柳市镇、义乌市后
宅街道、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
这些进入复选考察的小城镇，在城镇
化建设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通过创
新体制机制，加大投入力度，为居民提
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有
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特点的美丽
城镇，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成效明
显。文化建设，为这些地方的城镇化
带来了灵气，带来了和谐，带来了崭新
的精神风貌。

“书法圣地”——绍兴市柯桥区
兰亭镇将文化元素、文化脉络融入
城镇建设与规划之中，大手笔建成

“两馆一场”，累计投入近 1 亿元，构
筑多层次、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
网。同时，依托历史文化底蕴，整
合文化旅游资源，探索生态旅游、
书法艺术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路
径，提升和优化镇域产业结构。该

镇党委书记陈学军说，文化产业能
极大地释放城市的文化潜能，提升
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兰亭的文化产
业要具有本地独特的风格和气质，
必须依托并根植于本地文化的土
壤。

千年古镇杭州市萧山区瓜沥
镇，借助丰厚的历史底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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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文
创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作为城市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开展了“创意在
行动”文创推进活动，集中推动航
坞文化创意园建设。该镇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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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画城·潇洒桐庐”中
秀丽雅致的一笔，桐庐县江南镇拥
有 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 3 个省
级历史保护区，倾力打造江南古村
落 4A 级文化景区，现存有明清建
筑、桥梁、庙宇、祠堂、水系、名木古
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各类民
风习俗、传统节日、传说技艺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的守护与弘
扬，让江南镇文脉流香、绵延不绝，
并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该
镇党委书记施伟说，要发挥文化的
牵引、教育、推动作用，切实增强江
南镇的“软实力”，提升江南镇的潜
在竞争能力，着力把“江南时节”打
造为极具地域风情的品牌节庆活
动，把江南镇打造成一座“产业主
导、生态优先、服务完善、品质高尚”
的现代化魅力新城。

美丽城镇 文化支撑

这几天，省文化馆工作人员的
手机响个不停：全省各地的小城镇
纷纷要求参与本月下旬在杭州西湖
文 化 广 场 举 行 的“ 文 化 集 市——
2014 年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成果展
示”暨“出彩浙江——浙江省小城镇
大文化示范样本”颁奖典礼。

这场由农民“送文化进城”的别开
生面的“文化集市”，将在我省93个农
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示范点和进入

“出彩浙江——浙江省小城镇大文化
示范样本”复选考察的小城镇选拔能

代表当地地域文化特色、产业文化特
色和价值文化特色的优秀节目，以文
化传承展示、歌舞表现、小戏小品、器
乐表演、视觉艺术展示、民间传统工艺
等表现形式综合展示。演出现场将别
出心裁地设置3个舞台，与周边画廊
形成一个盛大而热烈的乡镇文化集市
场景，并辅以现代化表现手法和形式，
呈现出一幅美丽的风俗画卷。浙报
8531合唱团也将友情参演，在本次活
动中进行压轴演出，与农民歌友同台
竞技。

乡音乡曲，传递浓郁乡情；民俗
表演，彰显文化底蕴；热烈排舞，展
现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这将
是一个文化的集市、百姓的节日。”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音乐
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省文化馆
馆长刁玉泉说：“本次活动力求彰显
我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传承乡土
文化、守望精神家园’的宗旨，同时
结合时代的脉搏，生动展现浙江广
大农民群众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
好生活的火热激情！”

“文化集市”与您相约

作为“书法圣地”，兰亭已成为中国文化
的象征性符号。自从举办第一届兰亭书法
节以来，每年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成为
了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2013年，

“中国书法兰亭奖”这个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
专业奖回到兰亭，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兰亭的
品牌知名度，使得兰亭在书法艺术界获得了
更多的话语权。今年，兰亭镇还申报了“浙江
省书法文化创意小镇”，旨在通过市、区、镇三
级联动，把书法文化创意小镇的建设作为大
兰亭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来抓。在当地，书法
文化不仅陶冶了一代又一代兰亭人的情操，
更成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血脉。

兰亭书法节

一枚绣花针、一根绣花线、一双巧手，
绣出花样繁复的美丽图案，萧山花边的魅
力早已名扬海外。瓜沥，就是“中国花边
之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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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萧山花边的起源地之一，萧山花
边一直是瓜沥的传统产业。多年来，瓜沥
人将花边从传统的手工刺绣逐渐发展到
大型飞梭绣花机的批量生产，从“星星之
火”形成了如今的块状特色经济。

瓜沥花边

网船会起源于清末民初，是江浙沪一带渔民自
发组织的民间民俗活动，祭祀元朝灭蝗英雄刘承
忠。近年来，王江泾镇因势利导，挖掘和弘扬民俗
文化的精华，使网船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
焕发时代活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如今网船会已
成为王江泾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2011年被列入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社团巡游、文艺表演、船民祭祀、“踏白船”表
演赛⋯⋯作为国内唯一一处水上庙会，“流淌着
的运河民俗——2014中国江南网船会”今年三月
在王江泾镇莲泗荡风景区隆重举行。网船会以
传统韵味和独特魅力吸引着来自江浙沪的数万
民众竞相参与。这是一场壮观的水上民俗盛会，
也是一幅传承百年的水乡文化素描。

王江泾网船会王江泾网船会

后宅是“农民画乡”，后宅农民画被称
为充满泥土芬芳的“义乌一绝”。以农民
画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也是后宅街道的
传统做法。

后宅农民画家以独到的眼光观察揣
摩农耕劳作、乡村风景、秋收冬种等细节，
用画笔再现家乡的风土人情。改革开放
以来，义乌从“提篮小卖”发展成“世界超
市”，耳闻目睹义乌的辉煌巨变，后宅农
民画家在用手中画笔讴歌改革开放好政
策、描绘和谐社会建设、抒发富裕起来农
民的纯朴情怀。

后宅农民画后宅农民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