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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文化共富是反映富裕程度的重
要方面，精神富有是衡量幸福指数
的关键变量。咸祥镇致力于把大提
琴音乐融入旅游和文化，用艺术激
发乡村活力。

走在咸祥街头，可见镇文化广
场、咸祥河风景带、芦浦村等镇域
公共空间，都融入大提琴元素，遍
布咸祥的音乐文化主题广场、音乐
街巷、音乐河道、音乐建筑小品等
一系列主题设施，处处讲述音乐故
事，展示独特文化魅力，吸引更多
的市民参与体验。

当前，咸祥正积极推进全域旅
游和运动休闲乡镇创建，以“文
艺+旅游+教育”相融合的方式，
通过艺术周带动人气，进一步促进
咸祥文旅农融合发展。

产业富民，坚持全产业链思
维。记者了解到，咸祥镇将在年内
启动总投资 8000 万元、建筑面积
上万平方米的友友体艺中心建设。
该项目紧邻拟建的宁象城际轨道咸
祥站，建成后到宁波中心城区和象
山 仅 20 分 钟 ， 将 成 为 展 现 咸 祥

“山海文化、艺术之乡”地域文化
特色、满足鄞州群众多样体艺活动
需求的地标性建筑。

与此同时，咸祥镇还把大提琴
工坊、“快乐音乐”基地等融入小
镇建设整体布局，加快音乐特色主
题业态培育，全方位做强吃、住、
行、游、娱、体、养、学等产业，
集聚形成“网红打卡”和 IP 流量，
努力将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音乐元素

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
美、功能叠加融合的现代化滨海乡
镇，助力乡村振兴、百姓增收。

艺术周期间，不少专家学者在
咸祥调研走访后也提出了建设性建
议。“咸祥是马友友祖居地，这一
名片无可复制。大提琴艺术在咸祥
有传统、有传承，为艺术周活动开
展奠定了深厚的软硬件基础。大提
琴艺术发展要走本土化、群众化道
路，让更多普通人爱上大提琴。”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大提琴教授杨
锰如此表示。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上海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王勇认为，要把
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办成可持续的
品牌节庆活动，同时锁定核心团
队，留住外来专家，将大提琴演奏
逐渐发展成为咸祥特色的群众文化
活动。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厦
门大学教授苏力认为，文化是一座
城市的根，咸祥可以在“文化+”
领域做文章，积极招引大提琴相关
的音乐创意、IP 衍生、文化体验
等文化产业入驻。

鄞州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高规格系列活动的举办，
鄞州进一步普及大提琴艺术，推动
大提琴走向普通民众，让爱音乐、
爱文艺成为更多群众的生活方式，
为宁波这座音乐之城注入更加丰富
的内涵。

从海边渔村到音乐小镇，“艺
术+”开启了咸祥乡村振兴的新篇
章，诠释了共同富裕的新内涵。

利民为本

“文艺+”奏响共同富裕新乐章

刚刚落幕的中国·第二届

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在宁

波音乐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

浪潮，犹如夏日高温，一浪

高过一浪。5天举行 11场

活动，包括3场音乐会、4

场大师公开课等，其中 9

场活动在“大提琴小镇”

鄞州区咸祥镇举办。

从 小 学 生 到 退 休 人

员，从养殖户到村民，高

雅的大提琴，在滨海乡村

成 为 老 少 共 赏 的 艺 术 爱

好，美妙音符深度融入乡

野，成就了一场“双向奔

赴”的艺术之约。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顾一伟
鄞州区委报道组 徐庭娴

咸祥，原名盐场，因从唐代开
始煮海制盐而得名，至清嘉庆年间
雅化为咸祥。作为国家级生态镇、
省级中心镇、省民间艺术之乡，咸
祥区位优势明显，拥有 16 公里黄
金海岸线，是整个宁波市区离蓝海
最近的地方，素有“小宁波”之
称。咸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国
际顶级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先生就
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咸祥镇把大提琴艺术教育与传
播 作 为 重 要 的 文 化 名 片 ， 早 在
2013 年，启动马友友祖居整体修
缮和保护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多
次赴上海、南京及美国挖掘整理马
氏家族资料。2015 年马友友祖居
对外开放，咸祥镇按照马友友本人
意愿，将马友友祖居打造成周周有
安排的“活跃的文化活动场所”。

依托乡情纽带，通过音乐这一
桥梁，咸祥镇和马氏家族频繁互动
交流，加深了感情、赢得了支持。

2017 年、2018 年，马友友姐
姐马友乘两次携纽约青少年交响乐

团 COS 乐团 回 到 咸 祥 看 望 亲 人 、
开展音乐文化交流，出席首届全
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马友友
先生也连续两年以录制视频的形
式发来祝贺。今年 4 月，咸祥镇
向马友友发去贺信，祝贺其斩获
第 19 个格莱美大奖，并寄送了家
乡特产大松石印章，马友友也通
过团队转达对家乡人民的感谢，期
待回家乡看看。

近年来，宁波市着力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音乐之城”。这也
激发了咸祥海湾小镇整合政策资
源、地域和人缘优势，共建共享

“ 音 乐 之 城 ” 的 基 层 活 力 。 2018
年，咸祥镇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青
少年大提琴艺术周，并被中国音乐
家协会授予“Cello Town 大提琴
小镇”称号。

以乡情为媒，多年来，咸祥镇
全力打造“大提琴小镇”，从蓝图
到逐步落地，都得到了马友友的关
心、认同，其本人及家族多次表示
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

乡情为媒

海边小镇开启“友友”音乐之梦

多年来，咸祥镇持续深耕“友
友”品牌，如今的“友友之乡”，
到 处 是 热 爱 古 典 音 乐 的 “ 友 友 ”
们，高雅的大提琴在滨海乡村成为
老少共赏的艺术爱好。

咸祥镇成立面向中老年爱好者
的“大友友”社团，启动“幼友
友”幼儿音乐苗子选拔工作，年龄
最大 83 岁，最小 3 岁。今年以来，

“大友友”社团先后在央视、浙江
卫视亮相，常态化开展的河畔音乐
节、麦田音乐节等文化活动受到很
多村民和网友追捧，极大地提升了

“大提琴小镇”品牌影响力。
66 岁的陈帅平是土生土长的

咸祥人。与大提琴结缘，源于他的
“陪练”生活。原来，他的孙女加
入了咸祥“小友友”大提琴社团，
每周他都风雨无阻陪孙女去练习。

2019 年 9 月，咸祥成立“大友
友”社团，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
迎，他也报名参加。

为了学琴，他每天都拉三四个
小时，一直坚持。如今，他也成为

“大友友”社团的文艺骨干。

“大家都知道咸祥海鲜鲜美，
但这几年，咸祥人大提琴也拉得
好 ， 名 气 也 慢 慢 有 了 ！” 陈 帅 平
说，正因为咸祥镇打造“大提琴小
镇”，更多人有了接触、学习高雅
艺术的机会。不仅小朋友可以学，
老人也打开了艺术之门。

记者了解到，“大友友”社团
有 13 名 本 地 人 ， 平 均 年 龄 达 50
岁。他们当中，有退休教师、养殖
户、后勤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却
同样拥有一个音乐梦。每周“大友
友”社团都会安排雷打不动的排
练，镇里安排了专业老师，手把手
现场指导。

53 岁的周红菊是团里的大姐
大，本职食堂阿姨，加入“大友
友”社团前，周红菊跳广场舞。如
今，她既掌得起大勺，也拉得起大
提琴。51 岁的卢建君是水产养殖
户，以前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打
牌 ， 现 在 几 乎 都 在 练 琴 。 现 在 ，

“大友友”已经能合奏近 20 首曲
子，正式登台演出 10 余次。

今年中国·第二届青少年大提

交流为桥

多元共建擦亮“友友”音乐名片

琴艺术周期间，大师公开课更是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追捧。今年 8 月 23
日，咸祥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现场
120 人的演出场地座无虚席。

作为艺术周的系列活动之一，
这次大师公开课的主讲人，是当今
世界乐坛上最为杰出的大提琴演奏
家之一的秦立巍。他是享誉世界的
青年华人音乐家，以独奏家和室内
乐演奏家的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地的
音乐舞台上，曾获得第十一届柴可
夫斯基大赛银奖、瑙姆堡国际大提
琴比赛一等奖，多次受邀参加奥运
会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重要演
出，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
音乐学院教授。因为疫情原因，秦
立巍在新加坡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
进行授课。

家长们带着孩子来旁听秦立巍
公开课，让琴童和古典音乐爱好
者可以近距离观摩大师风采。不
少家长表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
国际顶尖教育资源，这机会实在是
太难得了。

“我们每年邀请国内外著名大
提琴演奏家、学者来鄞州、咸祥讲
学交流，推荐咸祥学生和社团参加
国内外艺术节、比赛，扩大影响
力 。” 咸 祥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宏 标 表
示，借助艺术周这一载体，通过在
咸祥的 9 场高规格活动，进一步将
大师故里、大提琴艺术教育、文化
传播这些关键词联结起来，更有效
地提升咸祥的名声和活力，让大提
琴艺术成为咸祥乃至鄞州文化事业
的重要助推器。

在马友友故乡，大提琴艺术发展逐步走向本土化、群众化——

建设建设““大大提琴小镇提琴小镇””
期待更多美妙音符跃动乡野期待更多美妙音符跃动乡野

任峥 制图

鄞州是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永久
举办地。这里孕育了宋代大儒王应麟、书法

泰斗沙孟海、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众多名人，也
是马友友、俞峰、俞丽拿等享誉中外的音乐大

师的故乡。
近年来，鄞州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着力推动音乐艺术深入
群众、融入生活。

该区积极推动鄞籍音乐

大师“回乡”，俞峰、俞丽拿等大师公开课
引发广泛社会反响；引进纽约青少年交响
乐 团 宁波巡演，举办大型音乐舞台剧 《真
爱·梁祝》 等，为群众奉上视听盛宴；积极
培养本土音乐 人 才 ， 推 动 咸 祥友友音乐剧
院、俞丽拿小提琴宁波实验基地等项目渐次
落地，并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
知名音乐学府建立合作交流机制，推动人才
培育。 （厉晓杭 整理）

鄞州：推动音乐艺术深入群众
新闻1+1

▶位于马友友故里
咸二村公园内的大提琴
雕塑。 （罗磊 摄）

◀琴声响彻象山港畔。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