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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记忆中的乡愁留住记忆中的乡愁
——衢江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巡礼

1月 7日，省领导到大洲镇调研
并视察了狮子山村文化礼堂，对加
强文化礼堂建设提出要求；

3月 5日，省委宣传部领导来到
横路办事处童何村视察文化礼堂建
设情况；

7 月 15 日，省委主要领导来到
举村乡洋坑村文化礼堂观看省级非
遗节目；

7 月 16 日，省委宣传部领导在
浮石街道徐家坞文化礼堂召开了

“宣讲服务进文化礼堂”座谈会；
8 月 26 日，省委宣传部主要领

导来到“衢州东城·尚德乐园”指导
“最美衢江”建设；

9月 17日至 18日，全省第十六
届公共文化论坛在衢江区开幕。
60多位公共文化方面专家、工作者
现场感受衢江区文化礼堂建设的
成果⋯⋯

今年以来，衢江区文化礼堂建
设喜讯不断。

2013 年，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吹响集结号，衢江区连续两年将
文化礼堂建设列入十大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一。两年过去，农村文化礼
堂在全区如梦笔生花般绽放。

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农村文
化礼堂 55家。文化礼堂在“五有三
型”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
村自然条件和文化资源，将传统民
俗文化与现代文明整合创新，形成
了各村的品牌。

“标准+特色”的精神家园赢得
了村民赞誉，也吸引了一批大师汇
聚衢江。廿里镇六二村文化礼堂杨
继洲中医针灸文化馆，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为其题词“中
华第一神针”，并在此成立全省第一
个中医针灸院士工作站。台湾现代
汝官窑大师徐瑞鸿，慕名来到全旺
镇楼山后村创建工作室。全国首位
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大师，
在参观举村乡洋坑村非遗馆后，对
这个集中了“茶灯戏”、“喝山节”、

“木偶戏”3项省级非遗的小村落感
叹不已，动情地说：“衢江，基于传统
又面向未来，有人、有物，文化才能
活，让我心动。”

一座座文化礼堂演绎出一个个
最美衢江故事，构筑起百姓的精神
家园。无论是位居城区一隅，还是
身处偏远山乡，这些承载着多种文
化功能的独特建筑,成了衢江人眼
中亮丽的风景和向往的去处。那承
载着一段段鲜活故事的庭院粉墙、
民风民俗、祖训家谱，让更多人了解
被湮没的乡村历史，勾起了美丽的
乡愁。如今，衢江区的各个村落，散
发着一种被文化浸润的幸福感。

小时候，祠堂是最好玩的地
方，看戏、耍灯、捉迷藏⋯⋯现如
今，文化礼堂的出现，记忆中的
热闹场面又再次上演。不同以
往的是，文化礼堂里不仅有单纯
的文化娱乐，还有理论政策宣
讲、乡风文明弘扬、文明礼仪教
化、文化知识传授。承载着历史
和乡情的文化礼堂，唤醒了更多
人对家乡的眷恋。

在衢江农村，文化礼堂不一
定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但已然成
为村里最热闹的场所。村民们
在不断拥抱幸福的同时，更积极
地融入其中。从观众到主角、从
旁观到参与，村民的热情激发了

文化礼堂鲜活的“生命力”。
两年来，文化礼堂让我们看

到了比预想更欣喜的成果。从
蓬勃发展到源远流长，农村文化
礼堂不仅要为村民生活带来“新
鲜感”，更要让村民产生“依赖
感”。最高的艺术来源于人民，
文化礼堂更要通过对农村生活
和民间艺术的不断挖掘，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众生活、地
方特色、内在心灵有机结合，使
文化礼堂真正成为新农村“文化
地标、精神家园”和村民公共生
活的“心灵栖息场所”。

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礼堂必
将是一道独特而永不褪色的风景。

捣臼、镰刀、风箱⋯⋯这些
在生活中已难寻觅的老物件，在
衢江区樟潭街道沈家村文化礼
堂农耕馆里却一应俱全。这些
古色古香的老物件，让每个参观
者爱不释手。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快速推进，沈家村原有村庄已
被城市包围。为传承乡土文化，
让村民多个心灵归宿，沈家村文
化礼堂在不折不扣完成“标配”
建设的同时，想方设法搜集了许
多“老物件”。打造出一个可以

“让老年人抚慰浓浓乡愁、让中
年人寻回儿时记忆、让年轻人懂
得生活艰难”的农耕文化博物

馆，守护着文化的“根”。
“这些都是以前种田的必备

物品，现在都用不上了。”村民徐
春莲指着放在展示室内的碾米
机、打谷机等物件，“想当初，我
用得可顺溜了。”农耕文化馆里
这些农耕器具曾是农民生活中
的一部分。这些物品既代表了
那个时代的生产力，也见证了时
代的变迁，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价值。

“这些过去常使用的老物
件，记录着家庭生活的变迁，承
载过那段艰苦又温馨的岁月，每
一次看见，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温
暖、亲切的感觉。”村民郑阿姨平

日里常带着孙子来这里走走看
看。老物件成了沈家村文化礼
堂的新看点，勾起了大伙对过去
生活的回忆。

3 月5日，衢江区“庆三八家庭
才艺秀”在沈家村文化礼堂举行，
热情洋溢的表演赢得现场几百名
观众的掌声。11月25日，衢江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在此举
办，为群众献上一场传统文化盛
宴⋯⋯沈家村文化礼堂不仅唤起
村民的乡愁记忆。这个地处新城
区、有着近 1000 平方米礼堂的
文化场所，如今更成为了全区的
文化活动中心，吹起一股文明新
风，为村民带来无数欢声笑语。

农耕文化馆，留住乡愁记忆【一堂一品】

衢江区高家镇欧塘村的徐
冬竹，是欧塘婺剧团的一名老
生。“我们团员多数是村里人，以
前都在家里排练。现在有了文
化礼堂，我们也有了演出厅，随
时都能来排练。”徐冬竹介绍，以
前演出常常要找场地搭台，文化
礼堂建成后，专门打造了两个舞
台，一个露天，一个室内。“甭提
有多好了。”在广场上，气派的露
天舞台最引人注目，台柱上有石
狮子，台四周贴有婺剧脸谱，艺
术氛围浓厚。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了婺剧团，希望能把欧塘
婺剧团唱出名气。

不演婺剧时，露天舞台也没

有空着，天天有村民来跳排舞。
到了暑假，那就更热闹了。晚饭
后，村民一放下碗筷就往文化礼
堂走。孩子们跟着婺剧团、排舞
队一起学，假期结束后，就能到
班里去”炫”一把。正因为有了
这样的场地，百姓的文化需求有
了保障，才真正体验到了精彩纷
呈的文化生活。

文化礼堂里的农家书屋人
气也很旺。只要开门，书屋都
有人，农闲时，更是坐满人。这
些书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知识。

“小说、农技专业书、养生保健
书，样样受欢迎。”镇文化员黄
根木相告，起初是赶热闹，现在

每天都想来。村民李菊芳几乎
天天到书屋“报到”：“我今年 69
岁啦，读过小学，现在村里有这
样一个图书馆，看看书，我会认
的字也越来越多了。”村民们有
时看得不过瘾，还要将书借回
家慢慢读，借阅都免费。李菊
芳说，她的孙子只要回老家，也
天天跟着来农家书屋看书，祖
孙俩你教我、我教你，学得有滋
有味。

如今，欧塘村文化礼堂不仅
是“精神家园”，更是“美丽乡村”
建设中一道最美的风景。“自打
有了这个文化礼堂，村里的文化
味越来越浓厚了。”

文化“接地气”，打造群众舞台【一村一韵】

走进衢江区云溪乡车塘村，新
农村建筑与古宅遥相辉映。作为一
个传统古村落，村里有保存完好的
国家级文保单位“吴氏宗祠”，还保
留众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氏
宗祠修缮后，建成了村文化礼堂，祠
堂与文化礼堂完美融合。文化礼堂
的建设，不仅没有破坏祠堂原有的
风貌，还赋予了祠堂全新的意义。

文化礼堂进门后，首先看到的
是墙上悬挂的《道德经》，礼堂内还
挂有吴氏太公画像、吴氏家训、宗祠
故事。“善是为人之本，礼堂的每一
处设计都紧紧围绕‘善’文化。”云溪
乡组宣统委员徐小明介绍。历史为
吴氏宗祠添加了一份庄重，而它本
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浸润。

“人，一撇一捺，立于天下⋯⋯”
3 月 15 日上午，在车塘文化礼堂，8
名即将上小学的7岁孩童在司仪的
引领下，举行“开蒙礼”。孩子们幼
小的心灵里，就此播下积德行善、耕
读传家的种子。

文化礼堂如今已是村里文化
祭祖、礼仪教化、农村戏曲、“种文
化”传播的大舞台。逢年过节，乡
里的民间艺术团队齐聚礼堂内，舞
龙灯、唱大戏、跳排舞，吸引着全村
人民。

文化礼堂延续了车塘村的历
史文脉，更繁荣了车塘村的文化。
除了场所的保护和利用，车塘村充
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省级非遗
十番锣鼓在文化礼堂中也有了特
定舞台，曾一度中断的传统表演再
次回到村民的视野。如今，车塘村
共有50余人会十番器乐。

文化礼堂，筑起精神家园【一村一景】

徐婷 袁国兵

后 记

暑期，在衢江区杜泽镇文林村，少年儿童聚集在农家书屋看书学习，参与
“春泥计划”暑期活动。

衢江区非物质文化在樟潭街道沈家村文化礼堂展演

衢江区举村乡洋坑村木偶戏表演

衢江区上方镇金牛村文化礼堂建成后，开展婺剧表演

衢江区首届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汇
演在樟潭街道沈家村文化礼堂举行

衢州市老干部、老领导在衢江
区后溪镇后溪村文化礼堂挥毫泼
墨

乌溪江国家湿地公园

衢江区廿里镇塘底村文化广场

衢江区省级非遗全旺板龙在全旺镇农村文化礼堂表演

省书法家协会千名书家作品走
进“浙江书法村”全旺镇楼山后村文
化礼堂。图为当地村民、书法爱好者
在切磋书法技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
敏参观廿里镇六二村文化礼堂杨继
洲中医针灸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