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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不管是面向年轻人、吸引年轻人回流乡
村的乡野艺术活动与乡村文旅中心，还是旨
在解放乡村产品附加值的壹艺坊，都指向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的初衷——重心下移。
人才和资源不再是只在城市兜兜转转，而进
一步向乡村下沉。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
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认为，乡
村文旅中的心成立是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
设走向深入的标志。“农民艺术素养的提升，
是全民艺术素养提升的标志。”李国新认为，
宁波在这方面做了一个示范，今天的活动是
乡村文化建设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

但因为节日聚集起来的人流散去后，乡
村文旅中心又要如何持续地为乡村振兴赋
能？对此，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
委员会，上海社科院研究院的专家巫志南给
出的方向是“规模化发展。”

“要尽快在有条件的乡村复制经验，一
旦实现一定的规模效益，乡村文旅融合就不
再是今天各个乡村各自为营、单打独斗的局
面，而将形成一个面向更广阔市场的平台和
一个新的乡村旅游形态，从而实现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巫志南对记者表示。

而溪里方村作为全国村级文旅中心建
设的先行者，其意义在于积累经验，提炼出
可供复制的“溪里方标准。“将文化的因素嵌
入到旅游中，通过旅游给公共文化场所带来
更多的人气，为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相信这
种示范效应很快就会见效。”李国新说

但规模化复千篇一律，复制经验也并非
拿来主义，“溪里方模式“是开放的，其产品与
运营模式可以为各个乡村提供一种借鉴，同
时并不限制各个乡村在这个框架内做出个性
化探索。李国新表示，每个乡村挖掘出自己的
特色内容才是乡村文旅中心难点所在。

这确也是“一人一艺”乡村计划下一步努
力的方向。据介绍，通过象山县溪里方村试点
运作，“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将不断完善内容，
形成模式。下一步，计划在全市深入开展，从
而进一步提升乡村服务效能，激活乡村文旅
活力，构建乡村文化振兴体系，最终实现“村
村有品牌，户户有特色”的繁荣场景。

“我们致力于让乡村文旅中心从‘盆景’
变成‘花园’。把已经具备条件的乡村作为第
一批开发对象，从而带动更多的乡村建设与
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宁波市文化馆馆长
林红表示。

“快来尝尝！”伴着村民屠彩君老人热情的吆
喝声，象山墙头镇溪里方村的特色点心艾草麦糕
热腾腾地出炉，香气瞬间弥漫开来。

11月25日，是溪里方村乡野艺术节开幕的
日子，香喷喷的糕点吸引了不少因此而来的游
客。穿过成片连排的老屋，一家以糕点为特色的
农家乐入口处，只见明黄色木质标牌钉在显眼
处，两盏火红的灯笼高挂在门前，上面印有“壹
艺坊”的字样。

这一天，也是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在象山
墙头镇溪里方村文化礼堂门前广场上宣告成立的
日子。这是我市“一人一艺”乡村计划的重要内
容，也是我市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中对乡村文化
建设的有益探索。“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如何能
够真正下沉乡村，又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不
如来看看先行者象山墙头镇溪里方村的探索。

目前，在溪里方村，像屠彩君老人一样被选中成为
首批“壹艺坊“示范户的村户有5户，老人告诉记者，
这样示范村户可不是人人能当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特色
技艺或者文创能力，比如除了糕点房之外，还有几家善
于制作精美盆景的村户也入选了壹艺坊“示范”。

而成为示范村户，不仅是个荣誉，也是个能给村民
带来切实利益的好事情，村民能得到“一人一艺”更加
专业化的辅导、培训等扶持举措，以弥补其在品牌策
划、包装及对外宣传等方面的不足，并通过文创产品的
销售为存户创收。

此外，来到溪里方村的游客们不难发现，这儿比别
的村多了个“乡村文旅中心”。原来是溪里方村原有的文
化礼堂被改造成了集游客服务站、文史展示厅、乡创工
作坊、艺普讲习所等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文旅融合中心，
从而拥有了文化和旅游双效服务功能。

据墙头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游客服务站提供
日常信息发布、咨询接待、休闲服务等；文史展示厅常
年展示村史村貌、民风民俗、乡村亮点等内容；乡创工
作坊为乡村文创特色产品或项目提供展示、孵化及销售
平台；艺普讲习所借助“一人一艺”云平台的数字设备
和资源，定期向村民及游客开展艺术培训、文化讲座、
文化活动等。

溪里方村的“变身”，还得从年初说
起。

按照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的决策部署，根据宁波市
委、市政府关于“十三五”期间重点文化
工作的安排要求，我市文化部门文化部门
提出了把“一人一艺”纳入乡村振兴战略
计划，旨在增强全民艺术普及在乡村的服
务效能，让基层群众享受乡村文化振兴带
来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希望借助文化的
力量挖掘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提升乡村形
象、品质，实现景美、情美、人更美的新
时代农村新景象，从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城乡一体化、均衡化发展。

在此背景下，今年伊始，宁波市文化
馆就开始着手调研“一人一艺”在乡村文
化振兴中的项目和抓手，经过综合考量，
象山县墙头镇溪里方村被选中成为“一人
一艺”乡村计划的启动和实施试点。而

“壹艺坊”与乡村文旅中心、文旅一日游、
数字乡艺行动和乡野艺术节五大板块一
起，共同构成了“一人一艺”乡村计划的
子集。

成为试点乡村后，溪里方村做了不少
工作。据墙头镇党委书记石雷霆介绍，除
了“壹艺坊”与乡村文旅中心之外，溪里
方村深度挖掘乡村文化特色，串联起展、
赏、游、乐等文化体验项目，提炼出溪里
方村“盆景园艺、乡村美术馆、古村古
居”的特色、舫前村“茶文化、诗词文
化、佛学文化、影视文化”的特色、下沙
村“赶小海、村歌、传统婚俗”的特色，

宁波成立首个乡村文旅中心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如何实现可持续？

打造了雅居、禅艺、赶小海三条文旅线
路。其次，建设乡村文旅中心。把“一人
一艺”与“文化礼堂”相结合，融合乡村
旅游功能，将三个试点村的农村文化礼堂
升级打造成具有“艺+堂”特色的乡村文旅
中心，主要设置游客服务站、文史展示
厅、乡创工作坊、艺普讲习所四大板块，
并依托数字化传播形式，全方位展示特色
乡村文化。

除了深入发挥基层文化站、村级文艺
团队的职能作用，溪里方村还邀请社会组
织、文化经营户等参与到运营中，逐步形
成“政府引导、村级主导、社会参与、市
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保证了“艺+堂”
有人管、有人用、有钱赚，构建了良性循
环的运营体系。

“要把‘一人一艺’纳入乡村振兴切入
计划，必须找准切入口。乡村振兴的核心
还是在产业振兴，如果不先解决与村民利
益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普及艺术就是空
谈。因此还要与产业结合起来，为当地老
百姓做点致富的事。”国家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上海社科院院士
的专家巫志南对记者表示。

“利用原有的文化基础设施，避免了重
复建设与昂费，而以文化艺术普及切入，
带动产业的发展，依托原有基层文化馆
（站），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
则，吸引社会组织加盟运营，共同组建一
个运营管理团队，逐步实现文旅中心专业
化、社会化运作，是现实可行的路径。在
溪里方村，我看到不少已经实现的案例。”
巫志南说。

“一人一艺”乡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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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里方村的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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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首个乡村文旅中心启幕仪式。

乡野市集。

乡村艺术节之稻田音乐节乡村艺术节之稻田音乐节。。

见习记者 马欣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