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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芦浦人，我
唱这首村歌时特别自豪。”谈起为
啥唱村歌，芦浦村村民舒旱君如
是说，“现在村里都在传唱村歌

《芦山浦水》，村里人特别是年轻
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希望以后
能有机会唱到区里、市里更大的
舞台上去，让更多人知道有着革
命传统、宜人风景的芦浦。”

一首村歌就代表一个村魂，
唱 着 村 歌 ， 村 民 的 归 属 感 更 强
了，心更齐了，对家乡的爱更深
沉了。记者采访中发现，除了留
在当地的村民在唱村歌，还有不
少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也利用周
末赶回家乡学唱村歌，更有旅居
海 外 的 游 子 在 朋 友 圈 里 转 发 村
歌，通过视频自学村歌。

“村歌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
源，是一个村的重要文化符号。”
朱先生老家在咸祥镇咸五村，虽
然人在宁波工作多年，但他依旧
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家乡的村歌。
在他看来，创作传唱村歌，既留
住了乡愁，又保存、传承、弘扬
了乡村文化，更是新时代团结凝
聚村民的强大纽带。

村歌，凝聚了人心。在唱村
歌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村民主
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让新时代
的文明风尚深入人心。南头村唱
村歌队员自从练习村歌以来，自
身 精 神 面 貌 越 来 越 好 ， 各 家 的
家 庭 卫 生 、 个 人 卫 生 都 搞 得 干
干 净 净 ， 还 主 动 带 动 周 围 的 邻
居 、 亲 朋 好 友 参 与 村 庄 环 境 整
治 和 垃 圾 分 类 ， 让 整 个 村 的 面
貌发生了变化⋯⋯

村 歌 ， 激 发 了 游 子 的 思 乡
情 怀 ， 在 各 地 的 咸 祥 乡 贤 力 所
能 及 地 反 哺 家 乡 建 设 。 今 年 ，
首 届 全 国 青 少 年 大 提 琴 高 峰 论
坛 在 咸 祥 举 行 ； 咸 祥 友 友 音 乐
剧院奠基，配备可容纳 900 人的
大 型 演 艺 厅 ， 将 于 2020 年 竣
工 。 同 时 ， 随 着 “ 全 国 青 少 年
大 提 琴 艺 术 周 ” 永 久 落 户 咸
祥 ， 友 友 音 乐 剧 院 成 为 咸 祥 经
济 、 社 会 、 文 化 融 合 发 展 道 路
上 的 里 程 碑 ， 将 打 造 成 一 个 集
教学、娱乐、鉴赏、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村歌，唱出了发展干劲。球
东村是全镇距海洋最近的村，依
托象山港天然渔业资源优势，这
里水产养殖业发达，平日里村民
们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深入交
流，不是在鱼塘和滩涂里忙活，
就是在送货跑市场。村歌 《阿拉
球 东》 再 度 鼓 起 了 村 民 发 展 干
劲 ， 大 家 以 村 歌 创 作 传 唱 为 契
机，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抱团”
发展农旅融合，将原有零散的民
宿、渔庄和农家乐整合升级，大
刀阔斧开展乡村振兴。以球东村
村民朱成平的启新渔庄为例，如
今每逢节假日，都有上百人来垂
钓。游客们喝喝茶、聊聊天、钓
钓螃蟹、吃吃农家乐，不亦乐乎。

“村歌不是为写而写，也不是
为唱而唱，而是让群众明白，未
来的乡村振兴，就是要用祖宗的
优秀文化和现代的文明相结合进
行传播、沟通、传承，才能达到
乡村振兴的最强音。”咸祥镇有关
负责人说。

凝聚村民心 激发爱乡情

鄞州区咸祥镇有 17 个村，每
个村的村歌都富有特色，但总体都
是赞美家乡，唱出幸福生活。

咸一村《书香春秋》

迎东海日出，送西山星稀，秋
山书院不朽，碑刻几经寒暑，根须
入泥，我发芽，我展枝，在这片先
哲耕耘地，在这片书香春秋的土
地。接知识火炬，举道义大旗，高
楼基石，时代磨砺，家国栋梁育苗
抓起，我自豪，我骄傲，在这片塑
造灵魂的土地。

球山村《大松石，球山人》

浙江之东这个地方，有一座玉
石山奇美精良，纹彩流丽恰似玉液
琼浆。这就是大松石，这就是大松
石，古往今来初心不忘，这就是秋
山人，这就是秋山人，继往开来勇
向前方。

咸二村《井弄飞歌》

踏过青石板，拍遍马头墙，是
谁，是谁，是谁一念一生？长池河东

望，在梦里流淌，那是故土乡亲，眷
恋的过往。你听，谁在轻声低语，你
听，谁在真情诉说。噢，老七房的故
事，历尽风霜，祖辈携手走进温暖的
时光。村路永远幸福绵长。扬起风
帆，乘风破浪，追逐梦想，诗与远方。

17个村村歌歌名

咸一村 《书香春秋》
咸二村 《井弄飞歌》
咸三村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

方》
咸四村 《我们走向希望》
咸五村 《果园飘香的地方》
咸六村 《小村好美》
球东村 《阿拉球东》
芦浦村 《芦山浦水》
龚犊村 《龚犊龚犊我的家》
西宅村 《咸祥河，村中过》
球山村 《大松石，球山人》
海南村 《象山港畔小海南》
王家村 《和美王家村》
横山村 《海眺横山》
里蔡村 《神奇里蔡》
外蔡村 《睡鹿堂》
南头村 《南头海》

（王博 整理）

咸祥的村歌

村歌古已有之。《诗经》 中的
十五国风，皆出自各地的民歌，内
容多是对劳动、爱情的吟唱，可视
作村歌的雏形。今天的村歌同样承
载着村庄历史、村风、民风。鄞州
咸祥广泛开展“村村写村歌、人人
唱村歌”活动，引导村民唱家乡
歌、赞家乡好、抒家乡情，不仅丰
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为新时代乡风
文明建设植入了新元素，而且赋能
乡村振兴，起到“活血造血”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已成
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需
要乡村文化振兴先行。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延续文化脉络、弘扬优秀
文化、增加文化认同、凝聚乡土情
怀、增强文化自信，是实现乡村文
化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在乡村文化

振兴中，唱响嘹亮的村歌具有显著
作用。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一首
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村歌，既是
村庄的一张“有声名片”，又是一
首奋进的序曲。“接知识火炬，举
道义大旗，高楼基石，时代磨砺，
家国栋梁育苗抓起，我自豪，我骄
傲，在这片塑造灵魂的土地。”咸
一村的村歌《书香春秋》无疑唱出
了接续奋进的“精气神”，唱出了
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好声音。村
歌，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聆听传唱之
中，赞颂家乡的美，感受浓浓的
爱，培养人们的意志、品格和情
操，从而激发创新创业、扮靓生态
宜居家园的热情。

让宁波大地村歌嘹亮，让嘹亮
村歌赋能乡村振兴！

（李国民）

嘹亮村歌赋能乡村振兴

让幸福村歌让幸福村歌
唱响农村新风貌唱响农村新风貌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鲍婷婷 顾一伟

“东海蓝湾，和美咸祥，有一个离海最近的地方，那是阿拉亲爱的家
乡”“青山起舞，绿水吟唱，上桥河的划船在追逐青光，悠悠七星街，老
街星空飞梦幻”⋯⋯前不久的一个晚上，鄞州区咸祥镇海南村文化礼堂人
声鼎沸，村民欢聚一堂，用一首首带着泥土芳香的村歌致敬新时代，抒发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炽热情感。

为讴歌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咸祥镇组织开展了
村歌比赛，下辖的 17 个村的千余名村民参与其中。唱歌的村民中既有七
八十岁的老翁，也有十几岁的孩童。

鄞州区南头村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家小村，但是如果你走进这个
小村，经常可以听到欢快的歌声，
这 是 该 村 的 村 民 在 合 唱 或 “ 哼
唱”。而这一切的起源，是因为咸
二村的村歌 《南头海》。在咸祥，
不止南头村，其他 16 个村也是村
村有村歌，人人会唱村歌。

“风从海上来，在田间散开，
一缕缕柔软，醉美在心海”“淳朴
的民风旋转时尚，乐陶陶的生活袒
露吉祥”⋯⋯过去几个月里，几乎
每个白天，在各村的文化礼堂里，
都有村民在练习村歌。他们中，有
的是农民，有的是商贩，有的是工
人。其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正式学
唱歌，有的甚至可以说五音不全，
还有的连普通话都算不上标准，但
在学唱村歌这件事上，他们都认认
真真，精神百倍。

为鼓励村民学唱村歌，各村党
支部书记带头报名。让书记们感动
的是，很多村民踊跃参加。“我们
先教村里的文艺骨干，把他们教会
了，再让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教更
多村民唱村歌。”芦浦村党支部书
记舒奇峰说，等到大部分村民会唱
了，再针对个别跑调的进行纠正。
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但让没有
丝毫音乐基础的农民都会唱村歌，
着实不容易。好在功夫不负有心
人，几个月的努力，咸祥的村民几
乎人人会唱村歌。有的做饭时哼唱
几句，有的下地时唱上两嗓，还有
的在开会或搞活动时，专门组织仪
式集体唱村歌。

如何调动更多村民的积极性，
让他们愿意学并且乐于唱村歌呢？

咸祥镇文化站负责人邵鹏翱没少动
脑筋。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他，
专门组织了一场村歌比赛，请来省
市的音乐界“大咖”做评委，让各
村互相比拼，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村歌大赛。

咸祥镇村歌比赛当天，海南村
文化礼堂坐满了人。坐着轮椅的老
人、牙牙学语的婴儿、专程从市区
赶回来为本村村民加油的年轻白
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
期待。晚上 7 时，在一曲激情澎湃
的 《咸祥渔腔》 中，村歌大赛正式
启 幕 。 17 个 村 17 首 村 歌 轮 番 登
场，唱出了优良的家风，唱出了丰
收的喜悦，唱出了浓浓的乡愁，唱
出了发展的干劲，为观众献上了一
场展现农村新风貌的视听盛宴。

舞台上，村民们引吭高歌。舞
台下，即将登台的村民互相拍着粉
饼，检查彼此头上的装饰花，调整
最佳状态。整晚，现场气氛活跃，
上台演出的村民中，有夫妻、父
子、母女、婆媳、妯娌，还有一家
三口和祖孙三代。从排练到比赛，
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些农民“明星
队”，凭借着一腔热情，把一首首
村歌演绎得感人至深、气势如虹。

为了这次比赛，不少村提前两
个月就进行了准备。像南头村，为
营造更好的舞台效果，村里专门编
排了情景表演。这个靠海的小村
庄，靠海吃海，从晒盐到捕鱼，村
民的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在村歌
比赛的舞台上，那一堆白花花的
盐，看起来与真盐神似，其实是表
演道具，是巧手的南头村村民自制
出来的。

村村有村歌 人人唱村歌

咸祥镇文化底蕴深厚，最具本
土特色的“八月半渔棉会”至今已
有 300 多年历史，是当地百姓为庆
祝鱼虾满仓、棉花丰收而举办的盛
会，盛会很热闹，有唱歌的，还有
其他艺术表演。每一届盛会都吸引
了数万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2017
年 ，“ 八 月 半 渔 棉 会 ” 被 列 入 省

“非遗”名录；咸祥镇也被省文化
厅命名为“浙江省民间艺术之乡”。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咸祥镇充分利用蓝海独特风光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打响了农旅、
山旅、渔旅、文旅结合的海湾小镇

品牌。如今，很难想象在这个鄞州
最偏远的滨海小镇，居然以传统文
化为突破口，加大滨海地块开发，
把海塘提升作为旅游发展的着力
点，打造了沙滩音乐节、露天电影
节、马鲛鱼节等闻名全国的文旅融
合节庆活动。

唱好村歌，首先是要创作好歌
词，时代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给咸祥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村歌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
材。而这次村歌比赛，不仅把村民
调动起来了，更是将一大批乡土文
化人才和乡贤吸纳了进来，大家一

唱出家乡美 唱响新时代

起挖掘咸祥文化，寻找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咸祥发生的实实在在的
变化，并进行艺术加工创作。在
村歌创作中，咸祥镇邀请到了老
中青三代词作家，大家一个村一
个村地走，了解每个村的地理、
人 文 特 色 ， 与 村 干 部 、 村 民 代
表、草根艺人交谈，深入挖掘每
个村的优秀文化、历史底蕴、优
势资源、精神特质及村民们的幸
福生活、农村的发展变化，创作
出 17 首风格各异的歌词。

咸祥村歌的创作除了得益于
丰富的文化，也离不开乡贤文化
能 人 的 鼎 力 支 持 。 在 歌 词 创 作
中，咸祥镇人大副主席王世军为
龚犊村作词作曲。王世军是龚犊
村的联村干部，对村里情况比较
熟悉，而且是个文艺爱好者。“歌
曲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符我
都 仔 细 推 敲 了 ， 希 望 村 民 们 喜
欢。”马友友是世界第一大提琴
手，他 4 岁开始学琴，5 岁开始演
出，7 岁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夫妇
演 出 。 作 为 马 友 友 故 乡 的 咸 二
村，在村歌创作中，无论是作词
还是谱曲，都充分融入了马友友
和大提琴的元素。“又听琴声扬，

友友荣耀在世界，音乐的殿堂。
你听，大提琴曲低沉⋯⋯”

在 17 首村歌创作出来后，著
名词作家、浙江省文化馆理论创
作指导中心主任毛光正也被请到
了咸祥。熟悉音乐的人都知道，
毛光正至今创作戏剧、歌词、歌
曲 、 诗 歌 等 文 艺 作 品 500 多 首 ，
获全国“群星奖”、全国戏剧“金
狮奖”、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等省
一等奖以上奖励 100 多项。作为
该领域的专家，毛光正就咸祥镇
17 首村歌的歌词发表了自己独特
的见解，并对每一首村歌进行了
专业加工，使其更有韵味。

为 了 给 歌 词 插 上 音 乐 的 翅
膀，咸祥再度邀请音乐人，充分
领略当地生活景象和村庄变化，
集 中 民 智 、 精 心 打 磨 、 数 易 其
稿，让每首歌曲成为一张张特色
浓郁的“有声名片”。浙江省音乐
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曲家翁
持 对 每 一 首 村 歌 的 作 曲 者 进 行

“一对一”指导，在听取村民意见
的基础上让村歌更加接地气、朗
朗上口。经过仔细考究、反复修
改出来的一首首带着泥土芬芳、
特色浓郁的村歌优雅动听。

照片均为村歌比赛现场。 摄影：朱春晖 王博

鄞州咸祥用村歌解读美丽
乡村的文化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