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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菡萏新花晓并开，浓妆美笑
面相隈。”

接天的莲叶蔓延铺陈，清风微
拂，绿意摇曳；粉嫩的莲花和绿色的
莲蓬互相交错……汽车驶进余姚马
渚镇开元村，仿佛进入了一幅巨大
的油画。穿过莲田，闻着悠悠清香，
入眼是江南水乡的唯美。

景美、人美、生活美。从建设洁
美村庄开始，到发展产业、浸润乡
风，开元村近年来环境明显改善，
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安居乐业，丰
硕的成果来自辛勤的耕耘，开元人
用坚实的脚步，奏响乡村振兴的

“三部曲”。

齐心建设洁美家园

开元村位于马渚镇的北面，由
10 个自然村组成，区域面积 4.7 平
方公里。

走在开元的村道上，路面平整
干净，村民的房屋整齐排列。路的
两边大树挺拔，鲜嫩的绿色衬着夏
日的清凉。这些年来，开元村通过
深入开展洁美村庄建设，成为村民
的美丽宜居家园。

“安居才能乐业。2015年开始，

我们投入 900 余万元，开始进行环
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新开元。” 开
元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炎介绍。开元
村是水乡，村里将治理重点瞄准水
环境，首先投入 250 万元对南王、
唐巷自然村的水系进行整治，通过
清淤、砌坎、新建桥梁，并对两岸
道路进行改造，新增绿化带。如今，
一条条河道不仅是村庄的“血脉”，更
成为村庄的亮丽风景线。

随后，开元村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经过几年的建设，全村实现
了路平、灯明。同时，建设了开元农
贸市场、警务综治室、文化活动中
心，还修建了公交停靠站。记者在
三层楼的便民服务中心看到，这里
集村务、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劳动
保障、法律咨询服务为一体，能为
村民提供各种服务。

“通过建设洁美村庄，大大提
升了居住品质。村民不但住得舒
服，还能享受便利的生活。”村委会
主任朱迪自豪地说。

独辟蹊径发展产业

开元村有1000多亩水塘，淡水
鱼养殖和莲藕种植是村庄的特色
产业。前些年，淡水养殖产业不景
气，莲藕价格低廉，大片的水塘效
益低下。如何让水塘成为村民的聚
宝盆，成了村里的大课题。

村里多次召开会议，集思广
益，寻找致富新渠道。经过一段时
间的调研，村干部发现小龙虾市场
价格高、需求量大，如果能实施莲
花跟小龙虾有机套养，应该是个大
商机。

“经过轮番讨论，我们决定在
120 亩水塘里‘试水’。”王国炎说，
引进莲虾共生生态农业后，单一的
莲花种植发展为集种植、采摘、垂
钓、养殖为一体的综合农业发展模
式，真正实现农旅融合，提高了亩
产效益，增加了村民收入。

开元村的小龙虾一炮走红，实

现当年养殖、
当年收益。上个

月，村里办起了龙
虾节。活动期间，村庄文

化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赏
莲花、摘莲蓬、钓龙虾、品尝小龙
虾、观看文艺表演、参与节目互动
……现场气氛热烈。短短3天时间，
吸引了周边1万多名游客。

“开元村的水质好，这里的青
壳小龙虾更富活力，肉质紧实而有
弹性，一亩水塘可产出 200 公斤左
右的小龙虾。目前，市场价每公斤80
元，饭店和熟客会上门收购，供不应
求。”养殖户告诉记者，小龙虾晋级

“网红”，同时带动了莲蓬的销售。
小龙虾成为致富虾，示范效应

开始显现，不少村民准备明年大干
一番。“村里还有 1000 亩左右的水

塘，更多的村民参与套养，将开元
小龙虾打出名气，实现共同致富。”
朱迪说。

用心培育文明乡风

进入黑瓦白墙的展览厅，地面
铺着洁净的大理石，穿过入口的小
竹林，便是开元村文化礼堂中最具
特色的家园馆。以“美丽开元”为主
题，家园馆分为风物之美、人文之
美、生活之美和发展之美四个部
分，每个部分用文字、图片和实物
展览的形式，展现开元村的建设历
程、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

“我们设计展厅的时候，主要
挖掘红色文化、慈善文化和尊师重
教等优良传统文化，希望凸显村落
丰富的历史内涵，并且起到寓教于

乐的作用。”王国炎介绍，家园馆设
在服务大厅，村民来办事就能看
到，家乡自豪感油然而生。

记者看到，文化礼堂内还有宣
传窗、讲堂、春泥活动室、文体活动
室、图书阅览室、教育培训室和道
德评议室，设施齐全。此外，室外的
广场上还建有200多平方米的欢乐
大舞台，安装了电子大屏幕，用来
在节庆时举办晚会，以及各类大型
娱乐活动。村民自发组建了旗袍
队、舞蹈队，平时在文化广场“亮
相”，乐在其中。

“麻将声少了，休闲健身的多
了；只扫门前雪的人少了，热心公
益的人多了。”王国炎说，通过开展
身边好人等各类评选，营造了向上
向善向美的农村新风尚，村民齐心
建设美丽幸福家园。

洁美家园洁美家园 壮大产业壮大产业 培育乡风培育乡风

马渚开元村马渚开元村：：奏响乡村振兴奏响乡村振兴““三部曲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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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三层建筑，门外是开满鲜花的公园，里面是通透
敞亮的空间，图书室、棋牌室、视听室、排练室、会议室等
一应俱全，村民看书、下棋、讲大道，其乐融融。这是在海
曙区集士港镇岳童村文化礼堂司空见惯的场景。

“图书室有千余册书籍、7台可上网电脑，还有和宁波市
科协联网的科普E站。平时经常开展书法培训、礼仪讲座等多
姿多彩的活动，腰鼓队、舞蹈队等文体团队活动更开展得有
声有色。”岳童村文化礼堂管理员谢孝琴的喜悦溢于言表。

有先进的设施，更有承载丰富的内容，目前这样的农村文
化礼堂海曙区共有78家，到今年年底，将超过90家，覆盖近60%
的农村人口。“海曙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宣传党的政策、弘扬乡
风文明、繁荣农村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成为海曙乡
村振兴的靓丽风景线。”海曙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照宇表示。

去年年底，海曙荣获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先进
区县（市）称号。

周一戏曲队排演，周二腰鼓
队、舞蹈队排练，周三大家唱……

《国家》 歌伴舞培训、藏舞培训、
五一晚会、百家菜比赛……在海曙
区石碶街道车何渡村去年投入 100
万元新建成的文化礼堂和文化长
廊里，活动排得满满当当。“依托文
化礼堂，村民还成立了自编自导自
演的艺术团，为村民送上一道道丰
盛的文化大餐的同时，还经常去邻
村参加公益性文化走亲活动，并多
次在市、区、街道等各级比赛中获
奖。”车何渡村党支部书记何成赛开
心地表示，如今村民生活充实、精神
愉悦，享受着幸福生活。

在高桥镇民乐村，高大上的文
化礼堂和崭新的楼房、别墅交相辉
映。“新村建设让村民住得舒心了，
物质生活上了新台阶，精神生活同
样精彩。”民乐村党支书谢江伟自豪
地介绍，村文化礼堂不仅是村民开
展各类文体活动的场所，还是“村民
说事团”的活动阵地，“大伙在这里
对村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村
民落实村务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
以及监督权，解决了村民很多大小
烦心事。可以说，文化礼堂集聚人
气、凝聚人心，村民都喜欢。”

只要走进海曙区的乡村，不难
发现，“文化礼堂——农村的文化
地标和农民的精神家园”这句话得
到了生动体现。去年，洞桥镇沙港

村文化礼堂被评为全省 50 个示范
文化新地标，高桥镇民乐村文化礼
堂、古林镇蜃蛟村文化礼堂和集士
港镇深溪村文化礼堂入选全省 100
个优秀文化新地标。

“与传统的农村文化阵地相
比，如今文化礼堂有一个重大的功
能变革，就是集思想道德教育、文
体娱乐活动和科学知识普及于一
体，外在呈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元的
农村文化综合体，内在孕育的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精神家园，满足农民
群众的文化需求、精神需求，进而
丰 富 和 充 实 农 民 群 众 的 精 神 世
界。”海曙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海曙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保障文化礼堂人、财、物等要素，确
保将文化礼堂打造成为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孵化器”。

近年来，海曙持续做好文化礼
堂“红色”“先贤”和“生态”三
大系列文章，增强文化礼堂的地域
色彩和乡土韵味。今年，海曙区文
广新闻出版局制定了“阅读书房”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 启 动 “ 百 川 工
程”。“依托农村文化礼堂，3年内
将建成 100 家‘阅读书房’，这些书
房有统一的建设标准，配齐专兼职
管理人员，做好图书配送流通工作，
真正成为村民阅读的重要阵地；同
时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阅读下乡
等活动，推动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
开展，让更多村民享受优质精神食
粮。”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曙区还探索试行“履职清
单”模式，区文明办在“履职清
单”中制定了“弘扬时代风尚”项
目，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身边好人
推荐、最美家庭评选等，并在文化
礼堂内展示；瞄准春节、端午、中
秋等重大传统节日，开展“我们的
节日”民俗活动，在文化礼堂开展
各类礼仪、民俗活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项目推出半年来，集
士港镇翁家桥村、石碶街道横涨村
等多个文化礼堂举办了“好家风”
传承活动，吸睛又接地气，为乡村
文化注入活力。

建设和发展：村民的“精神家园”

除了引导文化礼堂开展各项常
态活动，海曙还通过区、镇、村三
级联动，积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走
进文化礼堂。“区文联下属各协会
团体与文化礼堂‘结对’、城市社区
与文化礼堂村‘结亲’、全区文化礼
堂业余文艺团队‘结盟’，成为最引
人注目的三个载体，一方面丰富了
村民的礼堂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提
升了文化礼堂的文化自给自足能
力，有效提升了礼堂的文化品位。”
海曙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7 月 7 日一早，海曙区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阎云泉给结对的古林镇
前虞村党支部书记虞建国发去一条
信息，经过前期的现场调研考察，
区美协计划为前虞村举办“前虞风
情”美术作品展，计划持续组织画
家到村里采风写生，然后精选作品

在文化礼堂以及城区各个展
馆巡展，把前虞村的特

色 与 亮 点 推 广 出
去。“前虞村是

市历史文化名
村，古村面
貌 保 存
好，江南
水乡味道
足 。 美
术 家 协
会 与 我
们 村 结

对 ， 为 我
们 送 来 了

致 富 发 展 新
思 路 、 新 理

念。美术作品展
只是双方结对后项

目落地的一个开始，后续
的文创设计、艺术创作基地建

设等将逐步提上日程。”虞建国感
动地介绍。

目前，海曙区文联下属 11 个
文 艺 家 协 会 已 与 26 个 文 化 礼 堂

“文艺结对”，每年“培育一支团
队、组织二次采风、开展三堂讲
座、举办四场培训”，及时掌握结
对 村 文 化 需 求 ， 精 准 开 展 文 化

“送种育”活动，推动文化礼堂草
根文艺队伍的建设，让农村文化
礼堂成为各协会团体在基层活动
的根据地、文艺帮扶的自留地和
精品创作的孵化地，繁荣礼堂文化
建设。

“七一”前夕，一场主题为
“远航吧，我心中的红船”的“文
艺走亲”活动在集士港镇深溪村文
化礼堂上演，除了镇文化站精心编
排的 10 个节目外，望春街道也送
来了社区文艺骨干编排的舞蹈《打

靶归来》，精彩的演出让台下村民
大饱眼福。今年以来，这样的城乡

“文化走亲”活动在海曙区各镇乡
（街道） 的农村文化礼堂里持续开
展。

目前，海曙首批选择了 22 个
城区社区与 22 个农村文化礼堂建
成村开展“文化结亲”，通过建立
常态联络机制，定期开展“文化走
亲”活动，推动双方在理论宣传、
群众文化、志愿服务、党员教育等
方面活动的常态联系与互动参与，
让优质文化资源流通共享，推动品
牌文化项目的联动打造与提升，也
促进着城乡融合发展。

6月30日上午，洞桥镇的夏永
元老师作为海曙“民间名嘴”宣讲
员队伍成员之一，来到石碶街道联
丰村文化礼堂，结合身边的事例，
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为该村党员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像夏老师这样
的“民间名嘴”宣讲员，海曙区共
有 109人，而这样的宣讲活动也是
海曙文化礼堂草根团队大“结盟”
活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海曙以近几年评选出的农村文
化礼堂优秀业余文艺团队为主要班
底，开展文化礼堂草根文艺团队大

“结盟”，同时又重点组建文化、敬
老、科技、健康等数支志愿者队
伍，组团走进文化礼堂，开展流动
展演，宣讲党的理论和形势政策，
送精品文艺、健康讲座、道德教
育、人文社科、致富经等，丰富了
资源供给，提升了文化礼堂的平台
服务质量与效益。

“协会‘文艺结对’充分推动
优质文艺资源在文化礼堂扎根育
种，城乡‘文化结亲’促进基层优
质文化资源互动交流，礼堂‘团队
结盟’加强各类草根队伍资源的共
享流通，让文化礼堂真正成为海曙
发掘乡土文化、留住乡村记忆、振
兴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灵魂
所系和魅力所在。”海曙区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融合与提升：三级文化联动提升文化品位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汪科达

海曙区古林镇蜃蛟村文化礼堂海曙区古林镇蜃蛟村文化礼堂。。（（海曙区委宣传部供图海曙区委宣传部供图））

海曙区鄞江镇沿山村文海曙区鄞江镇沿山村文
化礼堂快板表演化礼堂快板表演。。

（（海曙区委宣传部供图海曙区委宣传部供图））

岳童村文化礼堂岳童村文化礼堂。。（（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开元村村民房屋开元村村民房屋。。（（何峰何峰 摄摄））

开元村的莲花塘开元村的莲花塘。。
（（何峰何峰 娄坚娄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