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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画”“渔歌”“渔家”“渔俗”……走进宁海强蛟镇下渔村，村庄内展示着20余个体现渔
村特色的公共艺术景观，令人眼睛一亮。陪同采访的村干部说，这些公共空间原先大多是村民
破旧的老宅。

下渔是一个有着860多年历史的典型渔村，村内保留了大量的老宅、渔业捕捞工具及废旧船
只，之前的村容给人“脏乱差”的印象。

今年4月以来，该村先后召开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并达成共识，以党建引领艺术乡村改
造，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带头拆除自家已经倒塌的老宅，清理出公共空间2000余平方米，一处
处断垣残壁被“微改造、精提升”为独具匠心的艺术景观，村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村子美了，人心也更齐了。上个月，下渔村沿海95户村民又自发行动起来，每家每户拆除
并让出部分庭院用来建设滨海游步道，开发渔村旅游产业。眼下，投资250万元的滨海游步道正在
如火如荼地施工中，有望在春节前基本完工。下渔村党支书薛瑞岳说，建成后这里既是村民休闲娱
乐的公共空间，也是接待四方游客的“乡村客厅”。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田佳琦 吴立高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的鲜活载体。2019
年，宁波启动实施“艺术振兴乡村”行动，积极推动
乡村公共空间“微改造”，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宁波
大学等 10 余家高校团队，形成了艺术介入乡村
公共空间打造的创新做法，推动艺术设计与农村
生产生活需求、乡村治理机制和产业振兴深度融
合，探索艺术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经过艺术团队的策划、设计和建造，一个个
废弃空间成了乡村的别样风景。象山县涂茨镇旭
拱岙村是一个半农半渔村，经过艺术家改造后，
老渔船成为村口的地标，拐角处破损的大水缸、
气瘪铃哑的废弃自行车变成了村落街角的景观。

艺术家们充分发掘村庄特有的文化资源和生
态内涵，突出艺术与民风民俗传统融合，在空间
格局和景观塑造上尊重历史记忆。宁海县葛家
村、鄞州区城杨村先后邀请高校艺术团队与本土
艺术家协同设计美丽乡村，形成“处处有景观、
村村有韵味”的自然文化景观，村民口口相传的
故事被艺术家搬上 10 米高墙，成为独有的乡村
印记。

艺术赋能，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和艺术潜

力。在村庄公共空间改造过程中，一些村民从最初
的抵触、干扰到主动参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部分村民发挥一技之长，与艺术团队一起出谋
划策，有的村民还把自己收藏的根雕、石雕搬到室
外美化村庄。

宁海葛家村在乡村改造中充分挖掘和利用村庄
自身资源，就地取材，形成了“乡村客厅”“时光
场域”“仙绒美术馆”等有特色的乡村盆景，打造
出 40 多个艺术共享空间、300 多个文创品。农家庭
院、古井老墙、荒废场地都以竹木、石子、稻草、
老瓦片、磨盘、猪食槽等为原材料，进行艺术装点
和设计改造，卫生死角变成艺术亮点，杂乱无章的
小巷子变成风景线。

鄞州区咸祥镇是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和
“云南画派之父”蒋铁峰的故乡，拥有省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 八 月 半 渔 棉 会 ” 和 著 名 印 石 “ 大 松
石”，曾获“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美誉。
咸祥镇聚焦团队建设，打造“海湾文艺小镇”，培
育特色大提琴音乐社团，涌现了嵩江书画院、大松
印社、民间音乐社等艺术团队，通过艺术团队的发展
推动公共空间的创新利用。

多方联动，改造升级乡村公共空间

观赏四季花海、打卡泡泡屋、制作手工艺
品⋯⋯一到周末，位于宁海湾畔、长山岗上的
强蛟镇骆家坑村就迎来一批批游客。

近年来，骆家坑村以建设艺术特色村为契机，
通过打造一个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节点，串联
起观海平台、四季花海、泡泡屋、农耕体验园等公
共艺术空间，实现了从艺术的有限介入到艺术的
深度融合，成了城里人体验乡村生活、寻找诗与远
方的好去处。

在艺术加持下，红火的乡村旅游为骆家坑村
注入了产业活力。眼下，村里正大力发展民宿、餐
饮等新业态，美丽乡村和文旅融合相得益彰。

借力文旅融合，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的经济效
能。一些地方把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打造与推
进乡风文明示范线建设相融合，深入挖掘各村特
色文化内涵，突出“一村一品”，将公共空间作为线
上的重要节点进行精细化设计，大力推动当地经
济民生发展。象山县“风情茅洋”乡村旅游风景线
推出栩栩如生的墙体 3D 画，将线上的银洋村装扮
成了一个“童话世界”；“泗洲乡韵”的金家岙村整
合村口连片稻田，播种彩色稻谷，设计大地艺术造

型打造“爱情味稻”，让村民实现了从“种田地”到“卖
风景”的转变，“爱情味稻”也获评宁波市十大乡村爱
情旅游胜地。

宁海县深入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将艺术介入公共空间打造与全县 8 类文艺特色游、
20 条精品线路等旅游资源相融合，集成打造一批美
丽乡村示范窗口。

象山县西周镇儒雅洋村享有千年古驿的美誉，
近 10 万亩浩瀚竹林勾勒出独特的山区休闲旅游风
貌。该村巧用古建筑与竹林的资源优势，建立竹乡非
遗饮食文化基地和非遗传习中心，结合竹笋节、“竹
文化”旅游节、番薯烧酒文化节等农事节庆活动，打
造“竹文化”主题艺术村，使之成为村民和外地游客
争相参观旅游的场所。

奉化区溪口镇岩头村是国家级古村落，该村先
后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同济大学建筑设
计院等 50 多所院校合作，打造首个乡村文化创意产
业园，成为省级美术写生基地。自 2014 年以来，已接
待艺术家和艺术院校师生数万人次，成功举办“中国
画写生采风系列活动”“浙江省水彩画名家写生展”
等多个大型活动。

文旅融合，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经济效能

在宁波，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宁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冉红
艳老师表示，乡村与艺术的结合，其
根本目的不在于艺术创作的成果，而
在于经由艺术创作的过程建立劳工互
动机制，强化村民主体意识，重塑乡
村文化价值。

加快推进乡村公共空间建设，要
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
用，尊重村民的意愿，增进村民对本
土乡村文化的认同，同时激发艺术工
作者更多的创意灵感，将艺术与农村
需求有效结合起来，提升艺术的社会
和经济价值，有效地提升乡村建设的
效率和影响力。

坚持整体推进。从整体上对乡村
和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制定出适宜
乡村发展的艺术主题和产业发展规
划，对其内容、目标、规模、形式、
步骤等进行系统性谋划推进，凸显乡
村的主题特色，打破乡村公共空间的
单一、匀质的状态，增强乡村整体行
为和文化的一致性。

坚持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乡村
与城市、乡村和乡村之间的地域和文
化等差异，结合各乡村独特的自然景
观和历史文化，对其进行更新与维
护，营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风情。结
合山体、水塘、河流等各种自然元
素，融入新的要素，使其既具备传统
村落的自然之美，又可以满足乡村现
代化的新需求。

专家建议，加强乡村公共空间整
体规划设计，进一步明确乡村发展定
位，因地制宜、因村施艺制定乡村公
共空间的整体发展规划，结合乡村自
身的地理、人文等资源优势，紧紧围
绕乡村发展的战略定位做好文章。加
强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管理，强化
乡村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布局，明确乡
村公共空间的生产、生活、生态的特
征和功能，改变过去乡村空间松散性、
随意性、散漫性的特点。

推进艺术与乡村特色产业融合。
加强艺术赋能农村传统手工艺，依托
地方手工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加
强艺术赋能传统农特产品和乡村合作
发展，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瞄准农
产品高端市场，运用本地独有的手工
艺和自然材料，为当地的农产品进行
包装设计。同时，通过打造农产品示范
基地、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充分激发当
地手工艺人、接受技能培训的村民等
群体深入参与的积极性。加强艺术赋
能生态旅游产业品牌打造，通过对当
地的民居和道路等建筑景观设计进行
系统的规划、艺术家在当地创作艺术
作品、扶持艺术家与手工艺人合作组
建地域特色品牌等多种方式，促进乡
村与游客、企业之间的来往，加快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集文创产品、休闲旅
游度假、户外农耕体验、乡土文化教
育、健康养生居住于一体的新型乡村
文化生态旅游产业体系。

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下渔村村民在制作船模 （吴立高 摄）

骆家坑村滨海栈道 （吴立高 摄）

废弃农房改造一新废弃农房改造一新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游客在毛洋村打造的“爱情长廊”打卡留念 （蒋攀 摄）

力洋孔村一景力洋孔村一景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