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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上林垟村文
化礼堂里欢声笑语。台上，
116 个村民自编自导，轮番
上演 15 个节目，军乐团演
奏、少儿舞蹈、大合唱，还有
乡亲们喜闻乐见的南拳表
演；台下，1000 多位村民欢
聚一堂，座无虚席，掌声不
断。“在我们村办自己的‘村
晚’，这是以前没想到的！”大
合唱队员宋文枢兴奋地说
道。

“活动能顺利开展，正是
因为村文化礼堂去年评上
了‘五星级’，获得了县里 20
万元的补助金！”上林垟村主
任林礼将感慨道。

自 2013年来，平阳县财
政安排 1000 万元额度内专
项资金补助文化礼堂建设。
除在设施上投入补助外，在
内容创建方面，通过评定星
级分值进行补助，“三星级”5
万元，“四星级”10万元，“五
星级”20万元。

评上五星级后，上林垟
村文化礼堂活动丰富了不
少，三八妇女节举办计划生
育宣传、4 月开展健康科普
活动，八月十五中秋节“划龙
舟”⋯⋯林礼将介绍到，去年
举办的 11 场活动几乎都是
小活动，而今年 7 场活动中
就有3场大型活动，“补助金
不仅缓解了活动的资金压
力，还丰富了活动内容。”

而被评为四星级的水头
镇溪尾村文化礼堂，也在评
星后不断创新活动。每周一
三五晚上，礼堂里就聚集着
60 多位妇女听老师上课。

这是该村特有的扫盲班，专
门教授该村妇女读书写字。
去年年底，获得10万元的四
星级补助金后，扫盲班第二
期马上就开班了。“每天都有
新知识！”自开班以来，村民
吴大妈场场不落。

有了补助金，今年元宵
节，礼堂还顺利开展了7天7
夜的地方戏渔鼓表演，1000
多 村 民 围 聚 礼 堂 ，场 场 爆
满。同时，礼堂内历史文化
陈列馆、革命业绩陈列馆、农
家书屋、春泥计划活动室等
活动场所也相继落户。

“能评上是对我们工作
的肯定，接下来礼堂要丰富
活动，争取评上五星级。”对
于文化礼堂的明年计划，溪
尾村支书黄来望满怀信心。

两年来，平阳县共评出
7 个五星级文化礼堂，下一
步星级评定工作还将继续开
展。

现在，平阳农村文化礼
堂活动已举办近 3000场，专
场学习教育活动达 1100 多
次。今年，平阳还计划再建
18家以上文化礼堂，现已超
额完成19家文化礼堂建设。

有了阳光，它便灿烂。
对精神生活日益渴求的平阳
农村也是如此。有了文化礼
堂的载体，有了政府良性的
引导，文化的种子开始枝繁
叶茂：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
百姓乡民之间相处更加和
谐，党和政府的精神也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在乡间传递。
而这，正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魂”。

星级评定
激发礼堂创建热情
星级评定
激发礼堂创建热情

平阳：文化礼堂里“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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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平阳文化礼堂的微信公

众号，溪南村里 1000 多村民欢聚

一堂看演出，新城村里中老年人齐

唱红歌，鸣山村舞台上正吱吱呀呀

地唱着木偶戏⋯⋯一出出文化大

戏在平阳各村的文化礼堂里争奇

斗艳。

两年前，随着我省文化礼堂建

设的浪潮，50 余座文化礼堂在平

阳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建好后

的文化礼堂该怎么用，这是摆在平

阳人面前的课题。

为了把文化礼堂建成群众的

精神家园，平阳县集聚政府和社会

力量，依据“一村一品”，挖掘礼堂

底蕴特色；引入大学生村官，提升

礼堂文化水平；采用星级评定，给

予补助资金，激发村民参与热情。

两年来，文化的种子悄然在平

阳文化礼堂里生根发芽，正蔓延出

广袤的文化枝叶，以蓬勃兴盛的文

化之力，提升着美丽乡村之基。

早上9时，梅里村已经徜徉
在和剧的悠悠曲调里。走进鳌
江镇凤梅文化礼堂，10余米“和
剧 500年”长廊映入眼帘，两侧
宣传栏图文并茂地铺展出和剧
文化的发展变迁。展览厅内，
满眼的和剧头饰、戏袍、刀枪道
具⋯⋯逛到排练厅，老艺人陈
彩萍正匆匆地画好最后一笔
眉，准备上台排练。

“你想了解我们村，就要了
解和剧；想了解和剧，就到我们

文化礼堂来。”梅里村村支书薛
师健自信地说。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剧传承基地，梅里村被誉为

“和剧之乡”。1978年村里成立
了和剧团，老艺人们开始自筹
资 金 、自 备 道 具 、演 出 剧 目 。
2013年，村文化礼堂建成，剧团
便在此“驻扎”。

每日 9 时和剧团在礼堂开
始排练，一月一次礼堂演出吸
引上千村民观看，每月 50多个

学生汇聚一堂参与和剧培训。
去年至今，和剧团已经在全县
范围内受邀演出了 300 余场。
10 月至今，剧团团长薛盛书又
带着35个团员在县各文化礼堂
演出，5天 10场，不仅将和剧演
到了村民心中，更把和剧之声

“撒”向了全市各地。
梅里村正是平阳近两年着

力建设文化礼堂“一村一品”特
色的缩影。将文化礼堂“嵌进”
村庄的传统风俗和历史中，让

文化礼堂更贴近村民的心，让
精神家园“活”起来。

万全镇冯宅村的“孝文化”，
也是在文化礼堂建成后更显枝
繁叶茂。中午，走进冯宅村文化
礼堂内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
人们正在享用午餐。今年5月，
礼堂还为村里 135个 60周岁以
上的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开展身
体检查，重阳节还开展了健康知
识讲座。

“冯宅”名源于最先在此拓

荒的冯氏，其家训中“敬宗为
尺，睦邻为度，发达之日，忽忘
先祖”铺陈出该村厚重的“孝文
化”历史。2013年，兴建文化礼
堂，村民们自然就把地址想到
了冯氏宗祠。因此，以“祠”定
调，在礼堂内建起“老年星光之
家”，提供老人娱乐健身场所；
在礼堂外展出83米长的念亲恩
壁画，围绕宗祠整整一圈，将冯
氏的孝悌故事娓娓道来。

此外，平阳各地文化礼堂
特色打造鲜明。在红色文化
上，水头镇溪尾村、凤林村，顺
溪镇新田村建起红色展示廊；
在名人文化上，昆阳镇沙岗村、
步廊村，万全镇三都王村，南雁
镇雁山村等展出徐谊、蔡必胜、
王朝佐、陈嵘等名人乡贤；在诚
信文化上，萧江镇潘南村、渔塘
村创办起诚信讲堂；在生态文
化上，顺溪镇下垟村新建起生
态展览厅⋯⋯

目前，平阳县有 43 家农村
文化礼堂建有一个以上的特色
馆、特色廊或乡村记忆馆，成为
各村庄最具亮点最有人气的文
化地标，也成为村民驻足观赏、
乐于对外展示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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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街乡十五亩村文化礼
堂，因为大学生村官李峰的到
来，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起 初 ，文 化 礼 堂 活 动 总
是绕着村民日常生活转：节
假日分发食物、聚会日一起
健身、居民们到大厅来看电
视 ⋯⋯2103 年 ，李 峰 来 到 十
五亩村任村官时总觉得少了
些什么。

青街乡十五亩村地处山
区，经济发展滞后，但目及遍
野都是竹林，村民们靠贩卖竹
笋、竹子为生。“为什么不融入
十五亩村的本土文化呢？”作
为青街人，李峰对本地文化掌
握透彻，她马上就提出，依据

“竹乡”特点，建设竹文化展览
室。

“原来我们村的竹子全身
都是宝！”展览馆一推出，场场
都有村民前来围观，竹筷、竹

篮、竹礼盒⋯⋯种目繁多的竹
制品让村民们真切地“触”到
了竹文化。“这不单纯是竹制
品的展列，更是凸显了本村的
经济发展变迁”，十五亩村村
支书李信宝对李峰的想法赞
不绝口。

此外，李峰还意识到，作
为畲乡，青街乡的不少小孩已
经不太会说畲语。于是，在节
假日，李峰就积极组织十五亩
村老艺人们教青少年唱畲歌、
讲畲语。同时，还在礼堂内建
起了畬汉和谐展览室，乌米饭
怎么做、何时挂彩带、畲族服
饰怎么穿⋯⋯现在，村里老年
人、小孩没事就爱到礼堂转
转。

去 年 ，为 促 进 文 化 礼 堂
建管用的一体化，平阳县推
出了大学生村官驻堂制，每
座文化礼堂需配备一名大学

生村官，发挥他们思维开阔
的 优 势 ，助 推 文 化 礼 堂 建
设。

“过去，文化礼堂的每场
活动总是绕不开老三样——
唱歌、跳舞、分东西，现在有了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李信宝
感叹道。

在顺溪镇青石桥村，为打
造革命老区特色，大学生村官
走访老兵，查阅史料，跑村入
户拍摄照片，寻找村史名人事
迹；而在鳌江镇梅里村文化礼
堂，大学生村官依靠知识背
景，策划组织农民文化节，与
老艺人们一起创作表演闽南
方言的三句半。

如今，平阳县43家农村文
化礼堂里都可以看到大学生
村官的身影，年轻“血液”的涌
入正不断激发出文化礼堂的
勃勃生机。

村官驻堂 注入礼堂发展活力

万全镇冯宅村文化礼堂弟子规学校

万全镇冯宅村文化礼堂二十四孝长廊

鳌江镇梅里文化礼堂和剧表演

青街乡十五亩村文化礼堂举办畲歌对唱

青街乡十五亩村文化礼堂竹文化展示室青街乡十五亩村文化礼堂竹文化展示室

昆阳镇上林垟文化礼堂举办“村晚”

水头镇溪尾村文化礼堂重阳晚会

腾蛟镇腾带文化礼堂中秋民俗展演

顺溪镇余思坑村文化礼堂廊桥文化长廊顺溪镇余思坑村文化礼堂廊桥文化长廊

“文化礼堂·村歌飘香”鳌江镇村歌演唱会

萧江镇显桥文化礼堂开展端午礼仪展示活动

山门镇上垟文化礼堂夜景

南雁镇溪南文化礼堂开馆仪式南雁镇溪南文化礼堂开馆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