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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 读读
核心提示

文化文化““造血造血””，，激活精神家园激活精神家园““内生动力内生动力””
来自文化礼堂的一线调研来自文化礼堂的一线调研（（三三））

海曙区石碶街道已建成12座文化礼堂，前几

年，遇到活动少、人气不旺的难题，图书室、舞

蹈室等场地利用率不高。去年开始，石碶在4个

村试点引入第三方公司，在摸清需求的基础上，

培养了一批文艺带头人和几个文艺团队，策划组

织全年的系列活动，激起文化礼堂“建管用育”

的“一池春水”。

培养一帮“大咖”
引导文艺队伍自我发展

上周五，海曙石碶街道星光
村的文化礼堂里，在悠扬舒缓的
音乐中，10 多位身着旗袍的妇
女正一板一眼地排练着，阵势完
全不输专业队伍。

“ 沈 大 姐 ， 你 看 我 这 样 迈
步，对不对？”在休息间隙，沈
亚凤被围在中间，大家七嘴八舌
地向她请教。“她是我们村的大
明星，也是村里文化活动的组织
者。”星光村文体员沈秋云对笔
者说，沈亚凤是星光村文化礼堂
引入第三方力量后，文化公司

“打造”的文艺骨干。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以前，我们曾组织文艺团队送
文化到礼堂，但是有活动的时候
人山人海，没活动的时候门可罗
雀 ， 无 法 保 持 活 动 的 常 态
化。”石碶街道文化站站长施志
涛说，引入第三方公司就是希望
集聚管理人员、志愿队伍、民间
团体等力量，保障文化礼堂的健
康有序和长效运行。

文化公司向街道立下军令
状，一年之内为每个试点村培养
一名以上的文艺骨干。“这个人
选，一要热心，二要有组织能力
和威望，三要有一定文艺基础，
在星光村，沈亚凤就是合适人
选。”文化公司负责人陈江波
说，他们多次送沈亚凤参加业务
培训，全力支持她组织开展活
动。

“最初成立舞蹈队，在文化
公司的帮助下编舞、排练，演出
效果非常好。”沈亚凤说，舞蹈
队“一炮走红”，去年组建旗袍
队，没想到有 54 个人来报名，
年纪最大的 70 多岁。文化公司
为旗袍队选购服装，寻找培训老
师。“每周来文化礼堂练习两
次，姐妹们都很喜欢。5 月 12
日，我们 12 名队员还到天台参
加旗袍秀，大家可自豪了。”村
民李大婶告诉笔者。

“种文化，首先要选好‘种
子选手’，有了一个好的带头
人，就成功了一半。”陈江波
说。文化公司在车何渡村培养的

“文艺大咖”是何春风。何春风
爱好文艺，以前和关系好的村民
组成“小圈子”，经常自发去敬
老院演出。“那时候，没几个节

目，演出次数也很少，完全是自
娱自乐。”何春风告诉笔者，“随
着文化公司的介入，请来专业机
构的老师培训，参加交流演出的
机会更多，眼界开阔了，水平在
不知不觉间得到提升。”

舞蹈队、快板队、戏曲队、
腰鼓队、歌咏队……何春风的队
伍越来越庞大，文化礼堂里排练
的人越来越多。去年，村里注册
成立“春枫艺术团”，取得了演
出许可证、申领了营业执照。

“没想到草台班子也能成为正规
军。”艺术团成员何元良说。

策划全年活动
确保文化礼堂长效运行

清明节做青团、4 月下旬艺
术团巡演、立夏当天亲子民俗活
动、七夕节翻拍老年结婚照……
一直到年末的“村晚”，在横涨
村文化礼堂的门口，笔者见到一
张特殊的“预告”牌，上面是该
村今年文化礼堂的活动安排。

“预告”牌上，既有各种文艺演
出和传统节日活动，又有“开蒙
礼”等特色活动，有健康养生、
手机使用、种植技术等各种讲
座，还有深受群众欢迎的吃西瓜
比赛、棋类比赛、跳绳比赛等趣
味活动，活动类型丰富多样。

“这些是根据村民的需求，
在今年年初就定下来的规定动
作，此外，还会有临时安排的各
种文艺走亲等活动穿插进来，一
年的活动不会少于 30次。”陈江
波说。

“我们要求文化公司针对每
个村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安排活动。”石碶街
道党工委委员王军义说。“开蒙
礼 ”“ 祈 福 礼 ”“ 重 阳 敬 老
礼”……经过文化公司和村里的
共同策划，文化礼堂让这些沉睡
多年的传统礼仪复苏，同时文化
礼堂的各种活动还融入了特色鲜
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

星光村文化礼堂的活动侧重
挖掘和弘扬文化传统，去年专门
举行了“缅怀沈氏先祖，传承两
岸文化”进香祈福活动，村民通
过诵读 《沈光文诗词》，缅怀祖
先。

文化公司既是“参谋”，也
是“保姆”，为文化礼堂活动的
顺利开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我
们文化站人手不足，专业力量也

相对欠缺。文化公司自身有一定
的文艺力量，还拥有非常多的文
艺志愿资源，同时借助市场化的
力量，为文化礼堂‘种文化’。”
施志涛说。

文艺队伍不断增多，4 个试
点村的文化礼堂经常“一室难
求”。“文化礼堂人气可旺了，来
训练需要预约。有时候，一个晚
上也要掰成两半，两支队伍各一
个半小时。”横涨村村民杨勇美
说。

随着文艺力量的迅速壮大和
水平的不断提升，4个试点村的
文艺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
一年的“文化造血”，车何渡村
今 年 已 经 从 试 点 名 单 上 “ 移
除”，在首批试点村中率先实现

“单飞”。村党委书记何成赛自豪
地说，“别看我们文化礼堂的设
施一般，但我们村的文艺实力绝
对一流。村民展现才艺的欲望非
常强烈，去年的村晚，三小时都
不够用，节目太多了。”而横涨
村党委书记王朝浩说，“我们村
文艺力量强，人才济济，平时文
化礼堂里排练需要预约，大家的
积极性都很高。可以排几个不同
风格的晚会出来。”

各 村 文 艺 队 伍 经 常 “ 互
访”，文化走亲越来越频繁，文
化礼堂的使用率越来越高，老百
姓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政府通
过文化公司“种文化”，到村民
自发“秀文化”，再到各村之间

“赛文化”，一座座文化礼堂中，
理论宣讲、科技培训、传统礼
仪 展 示 、 文 艺 走 亲 轮 番 “ 登
场”……各种活动由“政府包
办”逐渐变成“民间主办”，“大
门常开、活动常态、内容常新、
队伍常驻”成为石碶街道文化礼
堂的常态。

凝聚价值共识
用好阵地培育文明乡风

文化礼堂有文化，精神家园
见精神。

“把人气集聚起来，是把文
化礼堂打造成繁荣农村文化和助
推 乡 村 振 兴 重 要 载 体 的 第 一
步。”王军义说，文化礼堂留住
了传统、传承了文化、丰富了农
民群众的生活，也让乡风文明焕
发新气象。

“认识四色垃圾桶，分门别
类要认准。玻璃金属可乐瓶，纸

盒塑料尼龙绳，蓝色桶里可安
身。残羹剩饭瓜果皮，厨房泔水
绿桶里。餐具废油莫乱倒，黄色
桶里去放好……”这是横涨村春
兴艺术团凌彬耀创作的双人快
板。明快的节奏、诙谐的语言、
地道的方言，节目在文化礼堂上
演后，村民对垃圾如何分类印象
深刻。“垃圾分类抓源头，生活
质量上品位。村美人美环境美，
个个长寿超百岁”，村民对快板
中的这几句耳熟能详。

在文化公司的帮助下，村庄
文艺队伍开始拥有原创能力，自
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中融入了更多
的本村特色和宣教内容。“对于
垃圾分类、美丽庭院建设、拆迁
等村里的中心工作，文艺骨干通
过自编的节目进行宣传，效果比
我们开动员大会还要好。”王朝
浩由衷地说。

春枫艺术团和文化公司创作
的小品 《20年媳妇20年婆》，讲
述的是一个儿媳妇对婆婆不是太
孝顺，等她自己成为婆婆后，通
过换位思考，意识到自己的不
足，加倍孝敬婆婆的故事。剧情
一波三折，台词直白幽默，《20
年媳妇 20 年婆》 在去年的村晚
一亮相，收获了村民发自心底的
叫好。“舞台上的演出就像是发
生在身边的事情，看完这个节
目，很多村民在欢笑的同时陷入
了反思，大家看完节目后说要好
好孝顺长辈。”车何渡村村民何
国成说。

“家”和万事兴，用好文化
礼堂对促进邻里和谐及推进村里
的工作有明显的作用。“我们村
以前矛盾多，是个复杂村。文化
礼堂的活动丰富起来后，村民经
常在一起排练演出，关系非常融
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健康，邻
里关系更和睦。”何成赛感慨地
说，“文艺骨干也是村里志愿者队
伍的主心骨，碰到垃圾分类、拆迁
等问题，他们出面和村民沟通，
有时候比村干部还管用。”

“ 石 碶 街 道 引 进 社 会 力 量
‘种文化’，在农村文化礼堂内容
服务和供给体系方面做出了有益
的探索。”海曙区委宣传部宣传
科陆亿告诉笔者，海曙即将开通
农村文化礼堂服务专线，整合政
府、市场和志愿服务三类资源，建
设需求收集——需求点配——服
务提升一体化的农村文化礼堂服
务供给平台，更好地满足农村群
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人物名片：张朝晖，海曙
区石碶街道党工委书记

海曙区石碶街道试点引入文化
公司，在试点村“种文化”，文化礼
堂逐渐成为普及科学文化的阵地、
弘扬文明新风的舞台、传播传统文
化的殿堂。本期，石碶街道党工委
书记张朝晖作为受邀嘉宾，讲述文
化礼堂在“建管用育”中，如何变

“输血”为“造血”，让乡村文化在
文化礼堂里根深叶茂。

记者：文化礼堂是农村的“文
化地标、精神家园”。在落实“建管
用育”上，也存在建设容易管理难
的情况，在解决这一难题上，石碶
街道有何探索？

张朝晖：多年来，石碶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始终致力于文化礼堂
建设，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12 座，
实现了从一张白纸到多点突破的局
面。文化礼堂建成后，我们也发现存
在不同阵地使用差异较大的情况，如
喜事宴堂应接不暇，但图书室、讲堂、
舞蹈室等功能场地门前冷清，礼堂活
动中群众参与性、互动性不高。2018
年年初，街道引入第三方公司进驻其
中 4个村的文化礼堂，量身定制活动
方案，统筹培育文艺力量，开展了“碶

‘味’无穷”系列活动，取得了明显成
效。此外，我们实行试点村动态管
理，“学有所成”的村庄退出试点名
单，新的村庄补充进来。经过一年努
力，目前车何渡村已经实现“单飞”。

记者：您刚才提到，石碶街道
在文化礼堂管理中引入第三方公
司，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同
时您认为第三方公司的核心作用体
现在哪儿？

张朝晖：着眼于提高农村文化
服务供给效率，去年年初，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成立了文化礼堂工作
领导小组和活动办公室，安排近 50
万元资金用于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开
展。文化站、第三方公司和村庄三
方签订协议，按照“街道文化站审
核监督”+“文化公司策划活动”+

“村属地组织管理”的文化礼堂运行
新模式，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方公司的核心作用，我认为
是通过专业性力量，变文化“输血”为
文化“造血”，让村民“身有所憩、心有
所寄”。文化公司进驻后，在 4个试点
村培育出一批草根文艺明星和几个
草根文艺团队，实现了草根明星带动
群众参与活动的格局，文化礼堂的活
跃度明显提升。通过一年多试点，4
个试点村已基本达到“四个一”：组建
一支以上文体精品队伍，举办一台较
高水平的“村晚”，开展一次以上“文
化走亲”活动，开展每月一次以上“我
们的星期日活动”。比如，第三方公司
培 育 出 的 车 何 渡 村 春 枫 艺 术 团 ，
2018 年申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演
出许可证，成为本村和周边区域的一
支重要文化力量。

记者：所谓十里不同俗，每个
村庄的历史和风俗都不一样，引入
第三方公司策划组织文化礼堂的活
动，会不会造成活动内容和活动形
式的同质化？

张朝晖：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原
生地、乡土文化的集聚地。作为乡
村文化服务综合体，文化礼堂活动
必须继承村庄历史，体现村庄个
性，才有可能唤醒沉潜于乡野民间
的文化自觉意识，激发蕴藏在百姓
心中的文化创造热情。

我们要求第三方公司提供个性
化定制服务。去年年初，文化公司
到 4 个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在充分了解村情民风和百姓需求的
基础上制定活动方案。一是围绕村
情民风策划活动，挖掘各村历史文
化，突出文化特色，着力打造一村

一品。比如，台湾“文献初祖”沈
光文是星光村人，文化礼堂的活动
主要依托沈光文纪念馆，开展怀念
先祖、诗词比赛等，营造书香氛
围。二是根据村庄当前的工作来组
织活动，如横涨村正在推进美丽庭
院建设，文化礼堂中不少活动的主
题是“和美横涨”。新村建设是雅渡
村今年的头等大事，该村文化礼堂
活动的主题都和“亮丽雅渡”有关。

记者：农村文化礼堂是“实现精
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
农村文化礼堂真正要成为道德教化
伊甸园、耕读传家复乐园、凝心聚力
心家园，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张朝晖：我想最关键的是发动
群众，让群众成为文化礼堂的主角。

农民群众既是文化礼堂的建设
者，也是管理者和使用者。在礼堂
的“建管用育”上，群众最有体
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充分调
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发挥群众的主
体作用，让群众成为文化礼堂各种
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
受益者和评价者，这样文化礼堂才
能真正用起来、火起来。

引入第三方公司，实质是我们
在“种文化”上的一种创新和突
破。通过文化公司在策划、表演和
执行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让文艺人
才“跳”出来、礼堂活动多起来、
农民群众“走”进来，逐步提高活
动热度和百姓的参与度。

通过一年多来的“种文化”，试点
村完成了从政府“送文化”，到农民主
动“秀文化”，到现在村与村之间“赛
文化”的转变，文化礼堂活动实现了
常态化。更为可喜的是，试点村有了

“拳头节目”，纷纷“走出去、请进来”，
参加文化走亲活动，使文化礼堂由

“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礼堂
共享圈”已悄然形成。

记者：各种活动多起来，草根
明星火起来，人气指数高起来，“种
文化”初显成效。下一步，在满足
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上，在传播主流
文化上，有怎样的设想？

张朝晖：以礼堂之基，让文化
致远。文化为魂，浸润村民心田，
文化礼堂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通过文化“造血”，文化礼堂成
为农民喜欢去的地方。下一步，我
们将在涵育乡风文明上狠下功夫，
引导文化礼堂自我管理、自我发
展，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
容，把核心价值观宣传、政策理论
宣讲有机融入各种文化活动中，以
文化人，凝聚价值共识，拉近基层
党员干部和群众间的情感距离，真
正让文化礼堂成为乡间教育的“大
课堂”、乡风文明的“大礼堂”和凝
心聚力的“大会堂”，提升农村群众
的民生幸福指数。

记者 何峰 海曙区委报道组 续大治 尤文军 通讯员 孔卫飞

通过专业老师的培训通过专业老师的培训，，建庄社区踢踏舞队已小有名气建庄社区踢踏舞队已小有名气。。（（何峰何峰 摄摄））

横涨村家风家训评选颁奖典礼横涨村家风家训评选颁奖典礼。。（（石碶街道石碶街道 供图供图））

联丰村在文化礼堂举行立夏民俗趣味赛联丰村在文化礼堂举行立夏民俗趣味赛。。
（（何峰何峰 摄摄））

车何渡村的车何渡村的““村晚村晚””。。（（石碶街道石碶街道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