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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丛志强带领团队，先后在宁海
县大佳何镇葛家村和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城杨村实践艺术振兴乡村，经
媒体持续深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
强烈反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艺术设计植入乡村建设，我市起步
比较早，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工
程中，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等
高校已经做了不少项目。“那时项
目是零散的，以政府主导为主，大
多是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生态治
理等局部改造，没有系统性。”浙
江万里学院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方勇锋说。

宁波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随
着全市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的实现，农民早已告别温饱，希
望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宁波大学
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特聘院
长徐仲偶说：“艺术振兴乡村在当
前兴起，是物质积累、文化沉淀、
现实需要的叠加效应。”

除了葛家村和城杨村，我市各
级政府、大专院校、社会组织和广
大村民已在全市近百个村庄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艺术赋能乡村建设
的实践。

2019 年 10 月，宁波大学潘天
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和鄞州区东
吴镇联手打造 3000 多平方米的创
新创业基地，目前已经设立了木作
工坊、宋明家具研习基地、生活美
学研究中心及漆艺制作、建筑景观

设计等创新创业空间。宁波大学还
在海曙、宁海、象山等实施艺术
振兴乡村活动，比如在海曙区鄞
江镇挂牌设立潘天寿建
筑与艺术设计学
院艺术振兴乡村
实 习 实 践 基 地 ；
在宁海县桥头胡
街道成立“名师
工 作 室 ”， 深 度
参与桥头胡街道
双林村、东吕村
等村庄的旧村改
造和美丽庭院设
计，共同筹划黄
墩 艺 社 “ 归 来 ”
美术作品展；在
象山县设立乡村
振兴设计研究中
心，并选定涂茨镇黄沙村和定塘
镇花港村为首批校地合作项目村
庄。这两个村依托宁波大学的资
源 优 势 ， 充 分 挖 掘 自 然 、 人 文 、
物产、景观等资源特色，进行整体
改造。

2019 年以来，浙江万里学院
设计艺术与建筑学院在海曙区横街
镇惠民村，宁海县大佳何镇滨海
村、黄坛镇联溪村、一市镇武岙
村、西店镇集义村分批开展艺术设
计活动，帮助这些村实现了美学更
新。最近，他们在鄞州区咸祥镇横
山村的美丽庭院设计改造活动已经
结束，有多户村民在他们的设计下
进行了拆墙透绿。

艺术振兴乡村的宁波实践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在
追求着精神层面的丰富、愉悦。我
市一些农村，经过高校专家的点
拨，正在破茧成蝶、美丽蜕变。我
以为，艺术化的村庄，还需补上村
民文明礼仪这一课。

文明礼仪，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是人与人在
社会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言语行为

准则。它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文化涵养和文化素质，是一个人心灵
美、语言美和行为美的和谐统一。

之所以提出补上村民文明礼仪
这一课，一方面是村庄颜值提高
了，村民收入增加了，前来“打
卡”的人多了，需要村民相应的文
明礼仪匹配。如果村民待人谦恭和
气，谈吐文明有礼，举止端庄大
方，就会给人以愉悦和温暖；如果
村民为了个人的一点蝇头小利、一

点小小的方便而不顾及他人，任性
而为，甚至在与人交往中语言粗
俗、态度傲慢、行为粗野，就会使
人感到寒意和不满。另一方面是村
民的确需要进一步提高文明素质。
实事求是地说，经过这些年的文明
素质教育，村民的行为规范有了很
大的提升，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缺
乏应有的礼仪。他们说话出口成

“脏”，公众场合大声喧哗，公共场
所吸烟，随地吐痰、小便，遛狗不

牵绳等等。村民文明素质不提高，即
使村庄颜值提高了，也是像专家们说
的那样属于“穿衣戴帽”“涂脂抹
粉”的表面功夫。

多年前，《浙江通讯》 约我写一
篇“滕头的一天”。那天一早我就在
奉化滕头村转，遇见不少早起的村
民，他们遇见我都微笑着跟我打招
呼，一位早锻炼的妇女还热情地跟我
聊了起来，给我印象是村美、人美。

其实，文明是由细节构成的，与
人们的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希望
我们的村级组织在艺术驻村、提升颜
值中，不要忘了补上村民文明礼仪这
一课。 （李国民）

还需补上村民文明礼仪这一课

我市艺术振兴乡村开展得轰轰
烈烈，那么，他们有哪些经验可以
总结？

激发内生动力才能有持续动
力。乡村振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是一项长期工程。在我市的实践
中，专家学者、干部群众普遍认
为，村民是艺术振兴乡村的主人，
只有唤醒村民们的激情，发挥他们
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才是根
本之道、长久之计。丛志强教授
说，他刚来到葛家村时，把大家叫
到一起来上课，进行思想动员。但

发现这招不
灵，村民们
没 当 回 事 。
后来他改变
策略，一家
一 家 走 访 ，
与村民谈实
际 的 东 西 ，
比如家里怎
么布置、庭
院 如 何 改
造，这才打
动 了 他 们 。

城杨开发建设
工作专班常务
副主任张健民
说，城杨村在
启动艺术振兴

乡村之前，不是组织领导干部去外
地考察学习，而是打破常规，组织
了村里 12 名能工巧匠到葛家村驻
村学习了 4 天，还组织了 150 名村民
到艺术振兴乡村先进村考察。村民们
看到了差距，被深深触动，才有了
改变家园的决心和动力。

需因地制宜才能避免千村一面。
我市现有 2500 多个村庄，每个村庄
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景观、地域风貌
和历史传承。艺术进驻，要充分挖掘
当地的特点，打造独具风格的现代化
村庄。徐顺毕说，在象山涂茨镇黄沙
村进行整体设计前，他带领学生们驻
村调研一周，对当地的民风民俗、文
化历史、建筑特色、村民需求进行了
深入全面的调研，并把这些内容融入
设计方案中。丛志强教授说，不仅每
个村要不一样，他在各村实践时，每
户人家的设计也不一样。

努力找到公共利益和个人诉求的
平衡点。对艺术家们的进驻，村民们
普遍持欢迎态度，但在涉及自家的情
况时，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
方勇锋告诉记者，他们发现村民们普
遍喜欢多占地、多盖房，如果拆掉或
者缩小他们的庭院面积，工作就会遇
到很大的阻力。他们在鄞州区咸祥镇
横山村进行美丽庭院改造时，因为总
体设计需要，有户村民院子面积缩小
了，但他们对院子的使用功能进行了
整合，不影响日常使用，村民最后接
受了他们的方案。此外，还必须考虑
左邻右舍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公共空间
和私人空间的衔接。

要通过顶层设计进行资源整合。
专家们认为，艺术振兴乡村不能当作
一个纯粹的产业来做，最重要的是调
动村民的积极性。目前各地的模式是
基层政府推动、各高校作为一个课题
在探索，还没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模式。但大家普遍认为，首先要厘清
政府的职责，政府可以发动群众、引
入资源、做好服务、把好方向，但不应
大包大揽。据丛志强教授介绍，我国
有的地方乡村振兴由政府主导，投入
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但缺少后续资
金维护，实际效果并不好。目前高校
艺术设计专业的师生主要是凭热情在
参与，经费仅够差旅费。如果没有资
金保障，将难以为继。

专家们认为，艺术振兴乡村要避
免“穿衣戴帽”“涂脂抹粉”表面功
夫，不能是“走过场”“一阵风”。要
把落脚点放在提升村民审美情趣和道
德水平上，要通过艺术的植入软化人
心、和谐邻里、淳朴民风，为乡村的
全面振兴奠定精神基石。

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设计导入、艺
术加持为乡村振兴
打开了一扇窗。艺
术家、设计师不经
意的神来之笔，往
往 能 化 腐 朽 为 神
奇。

村民的居住环
境不断得到改善。
宁海葛家村有一条
约 200 米 长 的 巷
子，环境脏乱。丛志强用当地的石
头、毛竹以及村民废弃的瓦片、旧
衣服等制成风铃、座椅和盆景，让
小巷充满艺术气息，大伙儿把它命
名为“教授路”。葛万永家的庭院
很大，但杂乱无章。经丛志强点
拨，他们在庭院内的大桂花树下放
置了多边形石凳，旁边空地铺上石
子、种上花草，装饰用的石磨坊、
酒坛子等是家中旧物。城杨村实施
乡村振兴以来，就地取材，变废为
宝，原来堆在犄角旮旯的瓦缸变成
了溪畔灯箱。记者在城杨村看到，
很多村民的院子里变得整洁、干
净，即使在初冬时节，依然藤蔓缠
绕，绿意盎然。

吸引了一批新兴产业集聚，有
望成为撬动乡村振兴杠杆。艺术设
计之美与农村的原生态之美发生

“化学反应”后，就会变成一座座
“金山银山”。艺术赋能的乡村，民
宿、家庭博物馆或美术馆、微型娱
乐综合体、智慧农业、创意农场、
特色餐饮不断冒出，节假日游人如
织。鄞州区东吴镇老街开出 14 家
商铺，其中有两家是咖啡馆。葛家
村实施艺术振兴乡村以来，吸引了
周边客人经常前去“打卡”。该村
民宿桂语十八号，2020 年 6 月至今
营收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0%。留
法博士劳伦受艺术振兴乡村的感
召，来到城杨村创业，与村民合作
创办城杨竹筒饭、竹筒粽子。徐顺
毕说，他们在对象山两个村进行设
计时，将废弃不用的粮站、酒厂、
垃圾场、旧厂房等进行了有机更
新，有的设计成了民宿，有的设计
成了艺术餐厅。

主人翁意识不断激发。在艺术
赋能的过程中，村民们从冷眼旁观
到被动参与再到主动投身其中，大
家的积极性不断被激发。城杨村短

短两个月拉起了 6 支艺工队，参与
人数近 80 人，村里的项目全部自
己实施。村民俞振飞、俞家富、杨珠
国 3 人用 750 公斤毛竹编织出直径
6 米 、高 1.7 米 的 草 帽 和 一 个 高 7
米、底部直径为 2 米的酒瓶，这两
件作品已经成为标志性景观。葛家
村更是培养了 10 多支民间艺术家
团队，他们不但用双手改变着自己
的家园，还到处传经送宝。

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艺术进村
后，不但环境改善了，村民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更加自信、
更加友善。城杨村的孙红微将自己
家里养的花无偿捐献给村里；村民
应明菊主动拆除了违章建筑。横山
村多户村民拆墙透绿，把放在院子
里的绿色植物搬到门口美化村庄。
葛家村“80 后”青年葛品高把自
己家里二楼 50 多平方米的空间改
造成了乡间图书馆供村民免费使
用。宁海作家蒲子说，他出生在农
村，对农村非常了解，听闻葛家村
因为艺术赋能民风发生改变后，深
受感动，经过深入调查，将葛家村
的故事写成长篇报告文学 《明月照
深林》。

艺术赋能带来山乡巨变

这几天，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环境与家居设计系主

任徐顺毕带着一些学生在象山县涂茨镇黄沙村进行施工勘探。学生们对

这个村的整体艺术设计图纸刚刚获得通过，施工队将进场施工。徐顺毕

希望在学生们毕业之前，图纸能变成现实。

艺术赋能 文化生根

激发激发内生动力内生动力
艺术振兴乡村才能行稳致远艺术振兴乡村才能行稳致远
记者 崔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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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改造后的城
杨村。（城杨村供图）

艺 术 植 入 生
活 ， 葛 家 村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宁海县委宣
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