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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乡村艺校春季班开课了。
吉他老师庄道斌总在课后被学生

团团围住，请他再指点下，“拖堂”成了
常态；当旗袍课遇上踏春，渔嫂林小飞
和姐妹们在桃林中上演旗袍秀，和姹
紫嫣红的春色相得益彰；插花课学员
李琳琳兴奋地在朋友圈晒出第一次亲
手制作的花艺作品：“看到自己的作品
有模有样，成就感满满，这门课，大
爱”⋯⋯

乡村艺校，如今已似星火般散布
于温岭全市 16 个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580 多家农村文化礼堂和社区文
化家园等基层文化阵地。自 2020 年
首次开班以来，乡村艺校开设了台州
大鼓、瑜伽、扎染等 84 个门类、2500
余期免费培训课程，5 万余名群众报
班、上课，为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基层、办得
红火并不容易。温岭乡村艺校成功
激活了基层文化一池春水，成为群
众向往的超级“红校”。这所“红校”
是怎么办的？日前，记者前往温岭
各地探访。

温岭乡村艺校累计开出2500余期免费课，吸引5万余名群众报班

超级“红校”是怎样办出来的
本报记者 谢丹颖 赵 静 共享联盟·温岭 赵 云

王丽云

乡村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美丽
颜值，还要拥有“强健体魄”，涵养精
神内核。如何进一步盘活乡村资源，
让这方土地上的民众物质、精神生活
更富裕？有“融”与“活”两篇文章可
做——

首先，要做好“融”的文章。“乡
村艺校”对象要更融合，不仅关注
一老一小，为他们提供内容，也要
看见如今来到乡村的年轻人，特别
是来自外地的年轻人，争取让所有
人都能参与其中，有归属感、幸福
感和获得感。

其次，要做好“活”的文章。政府

的相关政策要“活”。浙江等地推进
了一系列关于“艺术乡建”的探索性
研究和实践，涌现出一批带头人和
特色示范村，应进一步用好第三方
社会力量，通过项目扶持等让他们
更积极地参与，并培育一批跨领域、
跨界人才，进而推出更具特色、更有
影响力的项目。此外，在浙江数字经
济这片沃土上，可以用数字赋能乡
村 ，吸 引 更 多
的年轻人参与
其 中 ，进 一 步
增加活力。

（作 者 系
浙江工商大学
副教授）

做好“融”与“活”两篇文章

自称“大老粗”的陈仙德年过不
惑，在泽国镇经营一家机械小厂。事
业顺心、家庭美满、闲暇时间多了，他
便惦念上了儿时的音乐梦。

起 初 ，陈 仙 德 以 自 娱 自 乐 为
主。“身边的人都说，我长得就不像
会唱歌的”，但《走过咖啡屋》等老
歌，他一唱就令人惊艳。这样一副
好嗓子，在家门口乡村艺校 2020 年
第一期声乐普及班的第一堂课上，
便被老师相中，陈仙德从此成为泽
国镇水之音合唱团的男低音，他的
音乐梦就此扬帆起航。

“戴仙根、徐继业⋯⋯每周一次的
课程，来上课的都是当地鼎鼎有名的
音乐老师。五六十个学生各村各行各
业都有，一学期后，好些人成了合唱团
的主力成员。”谈及逐梦之旅，陈仙德
眉飞色舞，“刚开始上台腿都是抖的，
现在好多了，中高低音默契配合，我们
还在温岭第六届文化礼堂艺术节合唱
大赛上获得了大奖。”陈仙德感慨道，

“如果没有乡村艺校，我这样的大老
粗，谈何音乐梦？”

像陈仙德这样的文艺人，如今在
温岭乡村不是少数。“从村里的赶戏可
见一斑。”时至今日，温岭市文化馆馆
长张一彦记忆犹新——无论哪个村，
只要有戏开唱，再简陋的戏台，都挡不
住十里八乡人们的热情。“如果是村民
上台，那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其中有
不少老人，步履蹒跚却场场不落。村
里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比
城里人少半分。”

如此需求，如何满足？“我们把文
化送下去，送到村民家门口去。”张一
彦告诉记者，温岭做了一系列尝试：
2012 年推出“书香机关”公益文艺培
训，但高门槛、小众化；2017年，“书香

机关”拓展为“艺飘社区”，但局限在城
区；直至2020年，依托农村文化礼堂，
零门槛、不收费、高品质的温岭乡村艺
校开课。

“送文化可不能是艺术家的‘独
奏’，只有成为村民与艺术家的‘交
响’，才具生命力。”张一彦说，“上什么
课、学什么内容，村民说了算。”

经过数年的实践，温岭摸出了一
条送文化的路子——先由市文化馆培
育镇街文化特派员，再由文化特派员
摸排村里的文化骨干，然后以这些文
化骨干为基础建立师资库。目前，温
岭共有30余名镇街文化特派员，师资
库中约有 300 名教师。有了这些基
础，各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搜集村民诉
求，并据此在师资库中找老师，尽可能
按照大家的意愿开班。

比如，一些村民提出想学扎染，最
终也匹配到了老师——蒋锦燕，她是
温岭本地人，在石桥头镇三透里文创
园开了班。

艺 校 从
2020 年 开 课
以来，学生们热
情很高。“每年开
设春秋两学期课程，每期 12 节课，都
会从头到尾，带着学员完整体验一次
扎染。”蒋锦燕介绍，他们从刻板做起，
浸布、刮浆、浸染、清洗、晾晒⋯⋯每件
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体与艺，如影随形。
应群众需求，2021 年起，温岭乡

村艺校暑期增设了体校课程。“人气同
样很高。”温岭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周航辉介绍，增设的体校课程，
包括足球、排球、瑜伽、门球等，截至
目前共开展相关培训近 500 场次，掀
起一股乡村全民健身的热潮。

送到家门口 上什么课村民说了算

“起初，我要上门挨个动员。”泽国
镇上汇头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叶玉娟回
忆起第一期乡村艺校时的场景，“一个
班名额都没报满。”在她看来，村里包
括她在内，很多人偏保守、羞涩，“你让
我一个人去学什么，很难为情的，不想
去。但左邻右舍都去了，你喊我、我喊
他，大家就都去了。”

现在，上课全靠抢，门门课都要掐
点拼手速。“热门的课程，秒没！”2024
年春季班，开启报名通道不到一周，进
入线上课程页面，只见 269 门课都在
右上角标上了“报名已结束”字样，抢
得最快的一门课茶道，分秒之间便已
满员。叶玉娟今年也没抢到心心念念
的瑜伽课。

“在场地允许、不影响老师授课的
前提下，乡村艺校允许蹭课。”张一彦
告诉记者，有的课程，学员会从原定的
20 人左右发展为四五十人，直到教室
挤不下为止。

送到家门口的文化种子，在热爱
的浇灌下，在乡野间生根发芽、蓬勃
生长。

根据学员学习情况，“2022 年起，
不少门类都增设了提高班。”张一彦
介绍。

泽国镇居民阮贞云期期抢到家门
口的古筝课，被大家称为“幸运儿”。
在家门口的乡村艺校2期基础班、4期
提高班，几年来她一期没落。

每天花半小时练习，这个习惯阮
贞云也雷打不动坚持了3年。“时间大
多花在打基础上，古筝毕竟没法一蹴
而就。”她告诉记者。

阮 贞 云 在 一 个 古 筝 班 微 信 群
中，“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练琴。老
师也在群里，每天督促我们练琴，有
时也会线上指导。”阮贞云说，“能坚
持下来，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演出。”
去年底，她所在的古筝提高班 12 人

的 学 习 劲 头 达 到 了 顶 峰 ，“ 当 时 想
着，很快就是泽国镇村晚表演了，得
抓 紧 练 啊 ！ 底 下 坐 着 的 可 都 是 熟
人，上台磕磕绊绊的，那不是闹笑话
吗？”

一番努力获得了回报。泽国镇村
晚演出时，古筝提高班12人奏响了一
曲《春江花月夜》，曲毕，掌声、欢呼声
久久不停。

据统计，2020 年以来，温岭已举
办镇级汇报演出 90 余场，村级汇演、
晚会1300余场；村运会以及其他体育
类赛事活动580余场，场场都很精彩。

“举办演出、赛事，给学员一个成
果展示平台，让大家学有所得，这大大
提高了报班、上课的积极性。学员积
极性高了，更能出成绩，并进一步撑起
各式演出、比赛。”张一彦解释。

同时，温岭将乡村艺校与文化礼
堂月竞赛、月达标、月评估活动结合在
一起，通过活动标准化赋分，形成各地
你追我赶、比学赶超的良好态势，激发
运行管理内生活力。

学员努力向上，对老师的要求
也水涨船高。“现在上课有压力。”胡
永秋曾全国驻场表演 20 多年，现是
松门镇淋头村、幸福村以及石塘镇
海港村乡村艺校的非洲鼓老师，“现
在有的村甚至有拿过好多奖的艺术
团队组团来进修。学员们很认真，
不拿出毕生所学认真教，根本不好
意思。”

红火的乡村艺校，还引来了外
地人才前来任教，比如四川大凉山
的彝族小伙阿扭什古。“当时接到电
话，对方毛遂自荐想来教陶笛，说实
话，我有点惊讶，又很欣喜。”大溪镇
综合文化站副站长阮赛赛说。记者
找到阿扭什古，问其原因，他直言：

“很简单，想让更多人认识陶笛、学
习陶笛。”

种在乡野间 用热爱浇灌文化种子

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曾获得
众 多 书 法 奖 项 的 书 法 家 程 文 波 ，
会在耳顺之年把书法课堂开到乡
野间。

程文波长相清爽、举止儒雅，说
话不紧不慢。他说：“我有点理想主
义。”因此，当松门镇综合文化站问他
是否愿意去乡村艺校教书法时，他欣
然应允。程文波设计了各种教学计
划，指向脑海里的诗意场景：学会了
书法的村民，在劳作疲惫时捡起几块
老船木，顺着木头本身的纹理，刻出
大海的韵味，“这是在海边，跟这里的
渔民一起生活，练书法、玩木刻，才能
有的感觉。”

原来从事工艺品加工的温岭人
吴良永是程文波的得意门生。“刚
开始是教吴良永书法、带吴良永练
字。后来，吴良永琢磨出自己的风
格，成了班里最活跃、最有成果的学
生之一，然后也可以当老师了。”程
文波介绍，这几年，吴良永举办了多
次散发着海洋气息的“海角刻字”个
展。“海角刻字”逐渐成为继“海角
版画”和“海洋剪纸”后，温岭的第三
个海派艺术形式。“现在吴良永已经
去金华市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当
副秘书长，只能等他空闲时，才能
过来给我们乡村艺校书法提高班
上课。”

像吴良永这样当上老师的优秀
学员，在乡村艺校并不少见。

温岭村民普遍喜欢舞蹈课，几乎
村村都开设。今年75岁的舞蹈家季

兰花，自 2020 年接受大溪镇综合文
化站管理员的邀请，在乡村艺校任教
以来，至今为止共上了 200 余节课，
教过 300 多名村民，“找到不少好苗
子，他们现在都能带学生了！”谈及自
己的弟子，季兰花十分自豪，“油屿村
春季开班的中国舞课，就是我的学生
林仙培在教。”

通过乡村艺校，温岭共培育了
143 支优秀乡村艺术团、3500 余支
文体团队、2 万余名文艺骨干，相当
一部分优秀学员被吸纳进师资库。

乡村艺校也是社会和谐互睦的
催化剂，助力温岭留住原乡人、吸引
新乡人。

大溪镇是外来人口约 9.5 万的
全国泵与电机产业重镇。“以前，下
班没事就跟来打工的同乡一起打
牌、搓麻将。”新大溪人曹全秀一边
翻看微信朋友圈一边感慨，自从乡
村艺校开班以来，“这几年都是吃完
晚饭，就三五成群往文化礼堂赶，大
家伙儿一路上说说笑笑，气氛好得
不得了。”

参加乡村艺校学习后，曹全秀通
过线上打卡聊天、线下约课训练等方
式，很快便融入本地大家庭。

乡村艺校还在深入发展。温岭
市文化中心即将正式运行，温岭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戴曦敏告诉记者：

“我们已经有计划，将尝试在文化中
心开发更招年轻人喜欢的课程，比如
脱口秀、街舞、戏剧等，让这所‘红校’
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孕育新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互睦孕育新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互睦

温岭乡村艺校在岙增张村文化礼堂开展舞龙培训。 受访者供图

书法课上学员们在刻字。 受访者供图

老师和学员展示扎染课课堂成果。 拍友 蒋友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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