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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宁海县以“百姓大
舞台，有才你就来”为口号，创新
推出“百姓大舞台”活动，群众自办
文化、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模式满
足了多样化、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有效推动了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

“百姓大舞台”活动，从“送
文 化 ” 到 “ 种 文 化 ”， 变 观 众 为

“主演”，以优秀健康的日常文化抢
占农村文化阵地。镇村群众自编自
导自演节目占“百姓大舞台”表演
节目的 60%以上。充分尊重群众主
体地位，舞台节目构成由村民自主
筛选决定，举办活动前开展民意调
查，事后进行满意度测评，有效提
升了活动质量。改变了以往主题宣
传以“讲”为主的格局，立足“以
文 化 人 ”， 把 党 和 政 府 的 方 针 政
策、重大举措等以“百姓大舞台”
形式传达给老百姓。

同时，借助“百姓大舞台”举

办“歌王、舞王、戏王、琴王、秀
王”“五王”大赛，选拔一批草根
明星，年终分片区举办“百姓大舞
台”优秀原创节目汇演。并为每个
乡镇 （街道） 配备 1 名专职文体管
理员、2 名“百姓大舞台”工作指
导 员 、 2 名 专 家 型 文 化 志 愿 者 、
100 余名各文艺类别专长志愿者，
帮助基层策划“百姓大舞台”、组
织培育原创节目，提升节目质量。
突出“小成本制作”，每场“百姓
大舞台”活动费用控制在 1 万元左
右。鼓励社会力量以冠名等形式参
与建设“百姓大舞台”。出台 《宁
海县“百姓大舞台”工作实施方
案》，实现制度管人管事，持续打
造“百姓大舞台”活动品牌。

截至目前，宁海已举办“百姓
大舞台”活动 1000 余场次，受惠
群众 50 万余人次。

（孙吉晶 蒋攀 整理）

“百姓大舞台”：

探索公共文化
供给侧改革新路径

“黑黑的夜空，闪闪的星，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你，不顾一切，负重前行，照亮黑夜，照亮生命……”近日，

由宁海 17个校区的学生共唱一线最美坚守者的短视频——童声战“疫”《最美的星星》，刷爆了宁海人的朋友圈。

视频里学生演唱的画面由家长手机录制，并被制作成MV，通过看宁海APP传播。

2月 19日，宁海县委宣传部联合多部门发起“百姓云舞台·居家‘艺’起来”网络展演活动，宁海百姓踊跃

参与。短视频《最美的星星》就是其中一件作品。

疫情防控期间，聚集性群众文化活动按下“暂停键”。宁海县创新思维，因势利导
搭建“百姓云舞台”，丰富“宅”家群众的文化生活，传播全民战“疫”正能量——

云舞台云舞台，，开开辟群众文化新天地辟群众文化新天地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实验校区一 （1） 班的吕芃芃小朋
友在父亲帮助下录制节目。

一条凳子、一把胡琴，面对手
机镜头，葛红前为大家带来了一段
宁海走书 《最美婚礼》，用朗朗上
口的曲调、地道的宁海土话，生动
演绎了西店镇机关干部魏再芳取消
婚礼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故
事 ， 既 宣 传 了 基 层 工 作 者 的 战

“疫”事迹，又展现了宁海本土文
化的魅力。

“疫情防控期间，我耳闻目睹
了许多一线防控人员坚守岗位、默
默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事迹，心
里既敬佩又感动，想着用走书的形
式把他们的事迹唱出来。”平时热
爱文艺表演的葛红前经常在县里、
村里的“百姓大舞台”上亮相，走
书、快板、三句半样样拿得起，他
的演出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但自拍
自演还要做成短视频，对葛红前来
说是个挑战，好在，他圆满地完成
了这个新任务。

不少文艺工作者也参与其中。
宁海本地小品演员葛圣明录制的宁
海清口小视频 《返甬复工要记牢》
一上线，就在微信群、朋友圈引起
了转发热潮。“返甬开工要登记，
二维码上扫一记⋯⋯”葛圣明说，
扫码、专车接送等复工防疫措施很
有特色，所以他就把这些
都写了进去。为了
让 台 词 更 接 地
气 ， 葛 圣

明还加入了方言元素，宁海土话让
老百姓喜欢听，也听得进。前段时
间恰逢复工高峰，葛圣明这段通俗
易懂的视频表演，给前来宁海的复
工人员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宁海县戏剧家协会秘书长邬再
飞看到宁海县第一医院感染科护士
长叶伟珍在隔离病房楼上与楼下女
儿“隔空拥抱”的新闻报道后，深
有感触，想到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更
多坚守抗疫一线的父母和孩子在急
切期盼着拥抱和团聚，遂萌发了创
作念头。在宁海县戏剧家协会的支
持下，邬再飞迅速组建了团队，在
两天内完成了越剧 《拥抱》 的创
作，并请越剧爱好者陈逸远参与表
演 。《拥 抱》 取 材 真 实 、 切 合 时
事，极富感染力，在看宁海 APP
上一经推出，短时间内点击量猛
增。后来，节目视频还被推送上了
学习强国平台。

在防疫抗疫期间，“百姓云
舞台·居家‘艺’起来”活
动收到了 200 余件抗疫主题
作品。其中，有宣传防
疫知识的三句半 《抗击
疫 情 从 我 做 起》、 平

创作战“疫”作品，传递必胜信念

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通讯员 叶宇航

童建峰是前童尺木草堂民宿的
经营者。2 月 22 日，他妻子随手拍
摄的一段歌舞表演 《上海滩》 在宁
海 发 布 等 平 台 上 推 出 后 ， 让 他

“火”了一把。视频中，童建峰一
身衬衫西裤，头戴一顶绅士帽，挂
着一条红围巾，举手投足还颇有点

“许文强”的风范。他的朋友则在
一旁深情伴唱，架势十足。

“ 微 信 小 视 频 我 们 平 时 都 在
拍，上手很快，‘百姓云舞台’让我
也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滋味。”
童建峰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
段歌舞表演还被选入“百姓云舞台·
居家‘艺’起来”首期展演节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改变了人
们的正常生活。因疫情防控需要，
宁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停办所
有聚集性群众文化活动。在全民战

“疫”的日子里，宁海的广大市民
少外出、不串门、不聚集。

如何丰富“宅”家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成为当地相关部门亟待
破解的难题。

2016 年，宁海推出了“百姓
大舞台”，经过近 4 年的运作，“百
姓大舞台”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
的群文品牌，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
可。

“何不将‘百姓大舞台’搬上
网络，顺势搭建一个新型的文化阵
地？”宁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章伟
银说，这一提议既能让市民展示自
己的才艺，又顺应了大众喜爱摄
录、浏览视频的潮流，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

经过前期策划酝酿，由宁海县
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县文广旅游
局、县文联等单位搭建的常态化网
络版“百姓大舞台”——“百姓云
舞台”开始成型。从表演主体来
说，“百姓云舞台”以个人或家庭
为单元，全民动员；从表演空间来
说，在疫情防控期间，以客厅、阳
台、庭院等场所为主要表演空间，
疫情结束后，不限空间。节目主动

适应网络传播规律，单个节目 1 分
钟以上，整台节目时长在 20 分钟
左右。每周推送 1 期到 2 期节目。
除歌舞、曲艺之外，还有情景模
仿、游戏、家庭游、年代秀等各种
创意节目。

活动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市民
的积极响应。大家把客厅、阳台、
庭院变成了秀场，空间虽然有限，
但创意频出、亮点纷呈。短视频
里，男女老少齐参与，戏曲联唱、
器乐演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不
少家庭全家总动员秀起了才艺，点
燃了全家人文艺创作的热情。卢丙
组一家三口在镜头前表演了一曲二
胡齐奏 《田园春色》。“我跟妻子都
学过二胡，读大班的女儿从去年起
也在县文化馆跟着老师学，全家一
起拉，既能让女儿的演奏水平得到
提 高 ， 又 能 增 进 感 情 。” 卢 丙 组
说，他打算继续尝试拍小视频，记
录全家人一起成长的音乐梦。

在 《百姓云舞台·居家“艺”
起来》 节目中，有人用家里桌椅作
道具展示中国功夫，有人找了面墙
壁表演插花，还有人在客厅架起话
筒吹口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在“云舞台”上，只要有才
艺，就能发光。大家利用相机或手
机镜头，展示看家本领，亮出独门
绝技，记录抗疫期间的生活点滴。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超长假期，
实现放假不放学的目的，宁海县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实验校区一(1)班
的班主任徐海英把才艺表演的舞台
搬上了钉钉群。于是，每周五的晚
上 7 时，班上的孩子们一一登台，
通过网络，将自己的才艺“云”展
示给全班的同学和家长观看，钢琴
独奏、书法表演、独唱、芭蕾舞等
节目精彩纷呈。徐老师还把孩子们
的表演视频打包向“百姓云舞台”
投稿，其中魏周怡小朋友的钢琴演
奏 《咏鹅》 和林泽楷小朋友的架子
鼓 《逆战》 被录用推送，极大地提
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居家“艺”起来，客厅、阳台、庭院成舞台

受疫情影响，宁海“百姓大舞
台”转化为“百姓云舞台”，给居
家的市民提供了一个展示文艺才能
和传播正能量的平台。文化与艺术
的魅力在于开放和共享，线上文化
活动小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运作模
式，让更多人加入进来，过足了自
编自演的瘾。

“群众宅在家里不能出门，‘百
姓大舞台’又不能在文化礼堂上
演。云舞台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
个空缺，开辟了群众文化补给的新
渠道。”章伟银表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宁海“百姓云舞台”已经从居家

“艺”起来拓展到有戏“艺”起来
和有才“艺”起来，从家舞台延伸
到村舞台、镇舞台、县舞台，把线
下高质量的优秀节目搬到线上，让
群众随时随地享受文化大餐。同
时，也将线上涌现出来的好节目、
好创意，经过重组利用编排成精品
节目，再次推送充实到“百姓大舞
台”配送库，为“百姓大舞台”今
后开展优秀作品汇演做好准备。

在节目质量方面，相关部门发
动专业机构团队，对征集到的亮点
素材从创意、表现形式、拍摄技巧
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充分调动县
短视频联盟、文艺志愿者队伍等各
方力量，适时开展公益培训和服
务，送服务送技
术进单

位、进家庭，由县文化馆对原创视
频进行编排剪辑、主持词串联。

“百姓云舞台”让许多民间高
手崭露头角、大显身手。而宁海县
有关部门则把“百姓云舞台”作为
发现培育文化人才、采集收录优秀
节目、拓宽演艺渠道、丰富文化活
动形式的有效途径，将“百姓云舞
台”网络展演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
秀人才吸收到文化人才库中，为全
县文化志愿者、民间文化人才、文
化优才、文化名家名匠等培育储备
夯实基础。

宁海还鼓励各乡镇、街道开辟
乡 镇 “ 百 姓 云 舞 台 ”， 形 成 以 县

“百姓云舞台”为龙头、覆盖 18 个
乡镇、街道的县乡两级“云舞台”
体系，着力解决普通舞台活动制作
成本高、资源少的问题，实现小成
本甚至零成本运作，共同促进文化
活动自给自足。

乡村振兴，文艺先行。业内人
士认为，“百姓云舞台”这一新型
文化阵地充分激发了群众追求文
艺、参与文艺、表现文艺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在艺术振兴乡村健康发
展中，汇聚家庭和个人的点滴力
量，这将大大增强群众的文艺获得
感和幸福感。

宁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
秀高告诉笔者，从运动型走向常态
化，从单一型转向多元化，宁海正凝

聚全民力量，加强机制建设，
开辟“百姓云舞台”文

化 新 空 间 ，进 一
步深化“百姓

大舞台”的
品 牌 效

应。

搭建云平台，走向常态化

本版图片由宁海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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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阿爷阿娘听我讲》、短剧 《三
缺 一》、 快 板 《返 工 战 疫 两 不
误》，有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的手语
歌曲 《听我说谢谢你》、朗诵 《医
护人员的日记》，还有展望未来、
提振信心的萨克斯独奏 《明天会
更好》、京胡 《迎春》 等，这些作

品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凝聚起一股
强大的精神力量，传递出全民抗
疫的正能量和必胜信念。

目前，宁海县文化馆已从投稿
作品中精选编排出 10 余期节目，
在 宁 海 发 布 和 看 宁 海 APP 上 展
演，让群众共享文化大餐。

卢丙组一家录制二胡合奏《田园春色》。

◀市民潘旖楠在录制手
语歌曲《听我说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