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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农村文化礼堂已遍地
开花，表演舞台、各种影音器材等
配置越发齐全。硬件条件大步提
升，但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活动开
展得并不尽如人意。除了过年过节
时排练几个节目，大多数时候文化
礼 堂 的 功 能 是 村 民 的 “ 婚 宴 中
心”，而乡村文体中心多半成了老
年棋牌室。“在村 （社区） 一级，
文化活动搞不起来，礼堂经常闲

置，原因很多，而普遍的难题是基
层缺乏专业人才，可用资源少。”
萧王庙街道宣传委员裘剑波说。

为了破解难题，让文化礼堂真
正“活”起来、“用”起来，街道
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第三方
专业化团队，统一运营街道文体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礼堂
指导服务中心三大主阵地，包括日
常管理服务、设备维护、图书流

转、活动开展等工作。同时，建立
一支文化督导队伍，督导各村组建
村级志愿队伍、文化队伍，开展社
会文化活动。

团队负责人宁波桃缘文化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李 水 冰 介 绍 ，
萧王庙街道有 20 个村，村村建了
文化礼堂。团队派出 4 名督导员，
每人联系 5 家文化礼堂，帮助各村
确 定 活 动 主 题 ， 制 订 活 动 计 划 、

开展督导，构建“1+5”网格管理模
式，并对礼堂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培
训。

“我们推出‘自行+协助’的线
上点单模式，比如村里要搞活动但
缺少专业老师指导的，我们可帮忙牵
线搭桥。”李水冰说，管理团队与奉
化区的多个志愿者服务队、文明创建
平台以及文艺团队建立合作关系，实
现多级资源快速有效导入农村。

引入团队运营 融合三大阵地

近日晚上，奉化萧王庙街道高架桥下的剡江体育公园里，

乐声悠扬，数十名村民在专业老师带领下，学习跳恰恰舞。

活动组织人项宋元说，今年首批舞蹈班原计划招收三十几名

学员，没想到吸引了来自前葛、牌亭等村的五六十名村民来

报名，“别看他们都是农民或厂里做工的，学得可认真了”。

“把更多农村地区的群众吸收进文化‘朋友圈’，塑造乡村

文化之魂，需要用新思维、新方法把各方资源很好地整合起

来，提升文化综合服务能力。想让村民离开麻将桌，得看基层

文化这道菜做得好不好吃。”奉化区萧王庙街道党工委相关负

责人说，自去年 5月起，街道创新性地探索社会文化“3+1”

管理运行机制，调动激活各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等阵地作用，实现资源共享，真正做到“天天在开

放”“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使文化礼堂成为人们传承

文脉记忆的“乡愁基地”和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

杜郎坪村村民排练腰鼓舞杜郎坪村村民排练腰鼓舞。。（（余建文余建文 庄福庆庄福庆 摄摄））

青云村村民学习做包子青云村村民学习做包子。。（（余建文余建文 庄福庆庄福庆 摄摄））

前葛村文化礼堂举办村民健康讲座前葛村文化礼堂举办村民健康讲座。。（（余建文余建文 庄福庆庄福庆 摄摄））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庄福庆

最近，萧王庙街道组织多个
村文艺队，加紧排练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舞蹈，为 7 月开展
的 蜜 桃 季 活 动 营 造 氛 围 。 以 后 ，
这支舞蹈将变成萧王庙村村都会
跳的招牌节目。林家村妇女主任
丁秋婷说，水蜜桃是萧王庙农户
最重要的“钱袋子”，村级文娱活
动 和 桃 文 化 宣 传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开展舞蹈比赛、桃林旗袍秀
等 各 种 活 动 ， 村 民 爱 学 、 爱 看 ，
很接地气。

怎样让村民离开麻将桌、牌
桌，自觉走进文化礼堂、农家书
屋接受文化熏陶，就得看基层文
化这道菜做得好不好吃、诱不诱
人。街道组织人员对 20 个建制村
逐一走访，征求群众意见，形成
了 符 合 当 地 实 际 需 求 的 服 务 菜
单，涵盖戏曲、非遗、健身、便
民 、 助 困 等 十 大 类 78 项 服 务 内
容。

项 宋 元 告 诉 记 者 ， 团 队 将
“礼堂家”“文明实践在奉城”等

线 上 平 台 现 有 资 源 进 行 整 合 归
类，挖掘、培训一批农村文化人
才，扩充服务资源。农村懂理发
的人才少，团队引入奉化区理发
协会理事缪强开培训班，帮助乡
村理发师提高手艺。

历史文化名村青云村依托原
有 的 孙 氏 宗 祠 打 造 了 文 化 礼 堂 ，
古式内庭是祭祀祖先、举办活动
的场所，外庭洋楼则是藏书楼和
议事厅，不仅是村民日常读书学
习的好去处，还是化解村民矛盾

的好场所。结合研学游等活动，青
云村已成为一个传承非遗技艺、弘
扬国学文化、承载农耕文化的重要
基地，延续乡村千年文脉。

街道文化礼堂指导服务中心构
建每月“活动定期策划、资源定点
配 置 、 服 务 定 时 配 送 ” 三 服 务 机
制 ， 着 力 破 解 活 动 策 划 、 理 论 宣
讲 、 专 业 志 愿 服 务 等 人 才 缺 乏 难
题 ， 全 面 激 发 街 道 、 村 两 级 阵 地

“活跃度”，让“阵地用起来、活动
热起来、人员动起来”。

把脉基层需求 精准对接服务

运营机制创新打通原本“分
隔”的阵地，网格化管理激发活
力，萧王庙街道社会文化发展呈现
全新面貌。去年秋天，街道文体中
心融入“棠云茶亭”典故，先后推
出“奉一杯茶”“小小管理员”等
活动，4 个月里累计接待访客逾 2
万人次，形成日日爆满、排队使用
文体设施的场面。去年下半年，街
道各文化礼堂累计开展桃源宣讲、

“我们的家园”、读书会、腊八送暖
粥、便民服务等文化活动 1000 余

场，举办重阳戏曲下乡、栖奉过年
迎新春等特色文化活动 50 余场，
并实施志愿项目 10 余个。

“现在村礼堂文化活动不但节
目丰富，档次也提升了。”前葛村
村民戴寅军从事酒水销售，平素喜
欢跳交谊舞，“以前我自己在手机
上看视频学着跳，总归差点火候，
现在街道派了专业舞蹈老师到村里
手把手教学，我的舞技进步了一大
截。”经过培训，像戴寅军这样的
草根文艺达人正在快速增多。

李水冰说，接下来他们要加紧
推出一批礼堂文化活动，比如举办
越剧演唱、表演和舞蹈、太极拳、
大合唱等 10 个培训班，每班招收
30 人至 50 人，学制半年，争取让
一批乡村文艺骨干脱颖而出。通过

“一村一品”，发挥各个村的艺术特
长，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像棠岙村
主攻太极拳，青云村展示书法、舞
蹈特色，何应村聚焦发展乒乓球运
动⋯⋯

此外，通过定期举办文化礼堂

管理员交流会、“甬礼堂”平台操作
交流促进会、志愿服务项目交促会
等方式，萧王庙街道积极培育各村
社会文化管理人才队伍，架好礼堂
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持续擦亮省
文化礼堂示范街道“金字招牌”。截
至目前，在省级农村文化礼堂服务平
台“礼堂家”效能指数排名中，萧王
庙街道稳居奉化区第一、宁波市第
六、全省第八，其社会文化“3+1”
管理机制被列入全省文化创新参评项
目。

千场活动进村 打造精神家园

大埠村村民端午包粽子。（余建文 庄福庆 摄）

想让村民离开麻将桌
得看基层文化这道菜做得好不好吃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袁力波 臻仁社

“看到你们，我仿佛看到了
20 年前的自己。我从浙江山区
走出来，读技校、当焊工，靠踏
实奋斗，一步步走到今天⋯⋯”
台上，范丽锋娓娓道来；台下，
学生们认真聆听。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浙江省

“首席技师”、宁波市“首席工
人”⋯⋯范丽锋身上的荣誉不胜
枚举。近日，这位“大国工匠”
走进凉山金阳县洛觉中学，向学
生们亲切分享自己的奋斗人生。

此行赴金阳，范丽锋还以镇
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部长的身份，为报名今秋

就读镇海区技工学校“石化建安金
阳班”的学生们面试。这也正式吹
响了两地东西部协作之职业教育培
训“蓝鹰工程”的集结号。

“ 蓝 鹰 工 程 ” 的 名 字 ， 取 自
“ 蓝 领 ” 之 “ 蓝 ” 和 “ 雄 鹰 ” 之
“鹰”。该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由镇海
区技工学校、金阳县教体科局和镇
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三方联合
培养，面向金阳县脱贫户、监测对
象家庭的初三应届毕业生招生，在
镇海区技工学校专门组建一个三四
十人规模的“石化建安金阳班”，
专业为机电一体化技术。

据悉，该班学生完成三年学业
后，经考评合格即可无缝衔接进入
石化建安公司工作。同时，学生在
校三年的学费、食宿费等基本生活
费用全免，按照每名学生每学年

2.5 万元左右的标准，由镇海区人
社局等相关部门和学校、企业共同
承担。

经金阳县教体科局前期动员，
该县有近百名初三学生报名，其中
符合报名条件的有 46 人。为此，
范丽锋和公司人事专员孔立在金阳
县教体科局相关科室负责人的陪同
下，专程走访了双龙坝中学、洛觉
中学、灯厂中学和南瓦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为了拉近距离，孔立给学生们
播放了宁波和石化建安的宣传片，
并介绍了公司的相关情况。据悉，
学生们填写完信息登记表，并经过
面试筛选后，将根据他们的中考成
绩、体检结果等确定最终入学名
单。

“我想去镇海学技术。”双龙坝

中学的学生苦曲布在面试结束后，
内心充满期待。苦曲布的父母在家
务农，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身为老幺的苦曲布希望飞出大山，
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我的成绩不
太理想，考高中挺难，如果可以学
好技术，就能找到一份工作了。”

灯厂中学的曲么小呷，家中有
哥哥、姐姐和妹妹，父母都是农
民。他十分想去镇海学习，父母也
都支持。“宁波很漂亮，我会好好
学习，努力工作。”曲么小呷说。

“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去大山外
面的世界，好好学一门技术。凭本
事吃饭，一样可以成才。”范丽锋
告诉记者，他向学生们分享自己的
人 生 经 历 ， 就 是 为 了 鼓 励 他 们 ，

“ 离 开 父 母 和 从 小 长 大 的 生 活 环
境 ， 远 赴 2000 公 里 外 的 异 乡 学

习，孩子们心里可能会犹豫、紧
张。我们一定会努力营造一个让大
家舒适安心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据介绍，首届“石化建安金阳
班”将于今年 9 月在镇海区开班上
课。“通过东西部协作，整合发挥
镇海的资源优势，通过校地企三方
紧密合作，创建‘入校即入企、毕

业即就业’的新型模式，实施定向
培养，让学生们没有后顾之忧，掌
握实实在在的技术。”镇海驻金阳
工作分队负责人表示，未来镇金两
地将根据该班的开办成效，继续组
织报名，也期望有更多的企业加入

“蓝鹰工程”中，帮助一批又一批
“蓝色雏鹰”飞出大凉山。

镇海工匠引领金阳学子飞出大凉山

范丽锋指导金阳学子填写信息登记表范丽锋指导金阳学子填写信息登记表。。 （（袁力波袁力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