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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沉寂的桑洲“山坑调”重新响起，长街山歌也再度获得了展示的机会。自去年7月以来，由村
民自编自演的一台台文艺节目在宁海各村镇轮番上演，受惠群众达12万人次

“百姓大舞台”，缘何越演越精彩
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实习生 钱佳欣

自去年 7月以来，宁海县
的文化礼堂变得热闹非凡，由
村民自编自演的一台台文艺节
目在村镇间轮番上演。这一变
化源于宁海创新推出的群文品
牌“百姓大舞台”。

近年来，我市相继推出了
“天天演”“千场电影百场戏剧
进农村”等活动，丰富了农村
群众文化生活。但不可否认，
这些以“送文化”为主的活
动，节目数量偏少、内容较为
单一，无法满足村民多层次的
文化和精神需求。

基于此，宁海开辟“百姓
大舞台”，以政府搭建文化平
台、群众开展自我服务的方
式，打造低成本、高质量、合
口味的文化大餐，提升农民精
气神。

“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
来。”截至目前，宁海全县已
举办“百姓大舞台”活动 230
余场次，覆盖三分之二的建制
村，受惠群众 12 万余人次。
百姓舞台百姓演，真正实现了
群众文化共建共享。

“百姓大舞台”上演的小品节目非常接地气。 （宁海县委外宣办供图）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工程是宁波市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的具体体现，更
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的创新实践。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全民共享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坚持共建
共享、协同推进、创新发展和特
色发展的原则，主要围绕四大主
题和两个专项开展服务。

其中，艺术知识普及主要通
过开展讲座、编印图书等，让市
民更多地亲近艺术、了解艺术；

艺术欣赏普及则把古今中外优
秀、经典的作品，以展示展演的
方式介绍给市民，以此提高市民
艺术鉴赏的能力；艺术技能普及
则通过多途径的艺术培训，让更
多的市民学习掌握各类艺术技
能；艺术活动普及则设置丰富的
活动赛事，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
和展示。同时，中小学生普及专
项结合学校美育教育，在校外给
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和参与
机会；特殊群体普及专项针对老
年人、残疾人、贫困家庭等提供
特殊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努力，
宁波力争 2020 年全市艺术普及
综合参与率在80%以上。

（孙吉晶 整理）

我市的“一人一艺”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

宁海桃源街道下桥村，锣鼓
声响起，76 岁的村民金思富全
身披挂跨步上台，一曲京剧《锁
麟囊》唱得字正腔圆……台上演
得卖力，台下掌声连连。“一上
舞台可比平时有模有样得多，我
为他鼓掌，感觉十分亲切。”一
位熟知他的村民说道。

“百姓大舞台”办得如此有
声有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宁
海从肥沃的农村土壤汲取文化养
分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
道路。

“ 以 前 举 办 ‘ 天 天 演 ’ 活
动，政府补贴 1万元一场，为老
百姓‘送戏下乡’。”宁海县文广
新闻出版局负责人介绍，全县有
363 个建制村，仅靠专业机构送
文化，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一
年最多 100 场，覆盖面并不广。
面对群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
样化的文化需求，“天天演”已
显得“力不从心”。“百姓大舞
台”从“天天演”中获取经验，
提 出 变 “ 送 文 化 ” 为 “ 种 文
化”，这也是基层公共文化供给
侧改革的一次尝试。

按规定，“百姓大舞台”中
百姓自导自演的节目需超过六
成。同时，为了杜绝一台晚会演
到底、一台戏剧唱到底的现象，
还规定“百姓大舞台”应以综艺
晚会为主、其他文艺样式为辅，
各乡镇、街道戏剧专场等常规活
动最多计3场次。

在桥头胡街道，每次“百姓
大舞台”活动启动前，都会面向
辖区群众进行民意调查，走村入
户发放第一张调查问卷，包括晚
会主题、晚会时间、节目类型等
内容。在问卷的基础上，街道同
步建立文艺节目库，通过菜单式
选材的形式，编排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群众认可度高的节目
单，其中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
目占每张节目单的70%以上。

而在每一场晚会结束后，街

道工作人员还会发放第二张调查问
卷，针对现场群众进行该场晚会群
众满意度测评，及时获取群众意见
并不断改进，务必使每一场“百姓
大舞台”的演出接地气，贴近民
生。

“百姓大舞台”激活了百姓的
创造力。在深甽镇深甽村，想办一
台晚会，只需要吆喝一声，立马一
堆节目抢着来上台，除了本村的，
还有邻村的，往往一场晚会还排不
下。该村伴随着文化大礼堂的建设
成长起 5支文化团队，成员中有医
生、教师、退休干部、会计、工
人、家庭主妇等等。西店镇岭口村
则成立了高跷队、腰鼓队、舞蹈队
等多支队伍。

以往举办“天天演”，需要从
外面请主持人，一个人的劳务费少
则千元，多则上万元。为打造百姓
大舞台“人才链”，宁海要求每个
乡镇、街道培育本土主持人 1 到 2
名。西店镇建立了“星辰净化筒”
微信群，召集各村条件良好的年轻
人，通过微信党课培养等方式储备
主持人才。没有本土主持人的村，
就由镇从“星辰净化筒”中挑选派
给。该镇妇联副主席徐瑶就是“星
辰净化筒”中的一员。去年 5 月，
她第一次担任“百姓大舞台”晚会
主持人。“一开始心里没底，但经
过培训和实战就变得自信、从容，
现在已经得心应手了。”她说。

如今，有越来越多企业和社团
加入“百姓大舞台”行列。在今年
宁海举办的 89 场“百姓大舞台”
中，有 20 场是企业共同参与的。
茶院村“百姓大舞台”暨五水共治
公益宣传晚会是与宁海县宁泽茶叶
有限公司、宁海阳光商贸有限公
司、宁海县华天休闲有限公司合作
举办；道士桥村“百姓大舞台”暨
优秀学子现场表彰会是与上海今海
集团、杨家苑百合花基地合作举办
……“政府托底，村企共演”，“百
姓大舞台”在众手共育下变得枝繁
叶茂。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基层文化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尝试

桑洲镇的“乡音”——“山
坑调”上口动听、高亢有力，分
为“挖花调”“紫竹调”等多种
唱法，但它一度因人口的外迁而
逐渐走向没落，面临失传。近年

来，桑洲镇将“山坑调”划入“百
姓大舞台”必演节目，使其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

无独有偶，长街山歌也在“百
姓大舞台”上再次获得了展示的机

唤醒文化自信
“乡音乡调”重现生机

去年 8月初，我市启动“一
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并
列入“十三五”宁波市重要民生
实事工程。

专家表示，“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让艺术由高雅殿堂走
进百姓生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走向
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

宁海县相关部门把“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与推进

“百姓大舞台”深度融合，以
“百姓大舞台”的深入开展，为
群众展示“一人一艺”搭建锻炼
平台。

面对人才“短板”，宁海统
筹全县文艺人才资源，组建“群
星 ” 文 艺 志 愿 者 队 伍 ， 采 取

“2+2+N”的形式，为每个乡
镇、街道配备 2 名“百姓大舞
台”工作指导员，2名专家型文
化志愿者、100 余名各文艺类别
的志愿者，建立梯队化导师队
伍，制定志愿服务菜单，供基层
按需点单，要求至少为各乡镇、
街道开展志愿服务 20 次。截至
目前，宁海每月平均开展文化志
愿服务30次，受惠群众800余人
次。

为持续打造“百姓大舞台”
活动品牌，宁海制定完善考核办
法和实施方案，县文广新闻出版

局实施“群星”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提升基层文艺工作者业务水
平；县文联组织文艺指导小分队走
乡入村，积极服务“百姓大舞台”
工作。

面对百姓越来越挑剔的“味
蕾”，“开锣”一年有余的“百姓大
舞台”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
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节目内容艺术
性不强、模仿性内容过多，难免引
起审美疲劳。

为此，宁海县建立了质量保障
机制，制定事前申报、事中备案、
事后认定的全程检查制度。举办晚
会前要求提交申报表及节目单，由
宣传文化部门进行把关；在举办的
过程中实时发送节目视频和照片，
进行网络同步查看；晚会结束后由
县委宣传部综合判定是否计入场
次，确保“百姓大舞台”的质量达
到一定水平。宁海县委宣传部文化
科科长娄姣敏告诉笔者，在实行这
些举措后，“百姓大舞台”节目同
质化现象有了一定的改善，晚会总
体水平也有了提升。

“今后，我们将切实从群众文
化需求出发，进一步在资金、人
才、制度等方面着力，继续夯实

‘百姓大舞台’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让‘百姓大舞台’产生源源不
断的内生动力。”宁海县委宣传部
主要负责人如是说。

与“一人一艺”深度融合
“百姓大舞台”打造群文品牌

相关链接

数 说

会。长街山歌曾入选宁海县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
也一度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
在“百姓大舞台”上，长街镇
将其进行了一系列改编和再创
作，使得传统民俗文化重新焕
发生机。

最好的传承是活态的传承。
正因如此，宁海把“百姓大舞
台”作为传统乡村文化活态传承
的载体，使得许多没落的民俗文
化、“乡音乡调”在“百姓大舞
台”上日渐复苏。

为此，宁海县组建了“百姓
大舞台”工作指导团，推出菜单
式培训服务。去年以来，安排专
业指导老师到村里辅导培训 100
余场次。该县还为全县所有建制
村配备一名文化管理员，专门负
责“百姓大舞台”的组织实施，
挖掘培育基层特色文化团队 630
余支，成立了 500多人的文化志
愿者服务队伍。

宁海还把文艺骨干培训纳入
全县繁荣群众文化奖励政策，利

用全县群文讲堂、正学讲堂、四季
公益讲堂等培训资源，面向群众推
出免费艺术培训课程，打造“零门
槛”艺术殿堂，全年为群众提供多
门类艺术培训 500余课时，受惠群
众2500余人次。

一批草根文化人才从乡村大
地上快速成长起来。宁海下桥村
的阿明工作室积极创作与下桥村
有关的方言小品，在重大节假日
的演出活动中为村民献演助兴。
这个小品团队在乡村的土壤中吸
取创作营养，还把宁海清口绝技
进行一对一带徒传承，培养出葛
姗 妮 、 麻 玲 玲 、 田 威 威 、 孔 伶
俐、张三姣等在县内具有一定知
名度的小品演员。

“百姓大舞台”对宣传主旋
律、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
了积极作用。宁海县因势利导,举
办优秀原创节目大汇演及琴、歌、
秀、舞、戏“五王大赛”，鼓励群
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文艺创
作。目前，每个乡镇、街道基本上
形成了自己的节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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