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的文化礼堂离我家不远，每周
有一次农民画培训，是镇里文化站的老
师免费来教的。我在厂里上班，原本是
没有条件送孩子去上美术培训班的，文
化礼堂的公益培训非常好，有时候我下
班晚了，两个孩子自己会去上课。原先
我儿子比较顽皮，自从学了农民画，坐得
住了。”李哲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心
地说。

澥浦镇十七房村是一个由三个自然
村组成的行政村，现有本地常住人口
2500多人，外来人口4760余人。该村的
文化礼堂始建于2013年，由市、区、镇、
村里共同出资，当年11月建成后不仅是
镇海区首个农村文化礼堂，如今也是镇
海区的一个省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

记者看到，该村的文化礼堂不仅外
形设计非常漂亮和独特，无论是展厅还
是指示牌，都采用了十七房村的明清古
建筑群特有的粉墙黛瓦马头墙这一文化
元素，而且在打造“一村一色”“一堂一
品”方面，也做出了十七房村的地方特色
——突出了宁波帮创业文化和澥浦农民
画展示。

其中澥浦农民画创作团队形成于上
世纪80年代，曾得到著名镇海籍画家华
三川的指导。十七房村在建文化礼堂
时，挖掘了这一当地特色文化，设立了农
民画展示交流基地与培训基地，蒋勇、高
妮娥等来自镇文化站的老师每周一次在
文化礼堂免费教村民画农民画，老老小
小的村民都来学，每次上课结束还布置
农民画作业。

“澥浦镇现有爱好者150多人，创作
骨干20多人。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们连
毛笔都不会拿，现在临摹都不喜欢了，每
一幅作品都自己创作，画得很有意思
呢。”蒋勇说，学习农民画不但激发了乡
亲们的创作积极性，也丰富了他们的精
神生活。

·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

看演出、学书画、听讲座……

文化礼堂成了村民的精神家园
李哲是镇海区澥浦镇十七房村的村民，36岁的她拥有一双儿女，一个10岁，一个11岁，自从这个夏天在村里的文化礼堂参加了

农民画培训后，这两个小家伙就爱上了画画，现在他们每天早早做完作业后，都会画一会儿画，这让李哲看着特别舒心。

十七房村文化礼堂是我市众多
农村文化礼堂中的一个。自2013年
以来，我市紧紧围绕“文化礼堂、精神
家园”的目标，立足实际，持续推动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截
至上个月，全市已建农村文化礼堂
1243家，占全市行政村的50.7%。

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恰逢我
国第一个农民丰收节，各地农村文化
礼堂纷纷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9月22日晚，鄞州区瞻岐镇方桥
村举办了“方桥一家亲”文化礼堂庆
丰收文艺晚会；9月20日至23日，慈
溪宗汉街道金堂村文化礼堂举行了
慈溪市文艺党课大赛，40支参赛队伍
以风趣的小品、好看的舞台剧、深情
的诗朗诵等文艺形式，倾情讲述那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党课故事；9
月19日晚，在镇海区觉渡村文化礼堂
举行的“非遗盛宴迎中秋”活动，不仅
有踢毽子、滚铁圈、猜灯谜等非遗互
动游戏，还有点灯祈福、宁波走书等
非遗节目，节日气氛特别浓郁……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工作，建立制度，出台文件，
目前我市有省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
27家，形成了一批品牌。如宁海深甽
镇龙宫村的“义”文化特色品牌，象山
县各地的“渔俗”“海防”“非遗”文化
礼堂，余姚陆埠镇袁马村的全市首个
文化礼堂理事会等。

“作为我省的一项民生实事工
程，我们宁波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从
2018年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今年
将再建农村文化礼堂320家，到2020
年将建成2350家以上，力争实现农
村文化礼堂在全市行政村的全覆
盖。”宁波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处
长陈武说。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记者看到，十七房村文化礼堂分上下
两层。除了一楼的农民画展区，二楼的“五
廊”展厅也让人过目不忘。步入该展厅，迎
面是一道粉墙，上书“崇商尊儒、明礼诚信、
乐善好施、慈孝睦邻”十六个大字，然后依
次是村情村史廊、崇德向尚廊、孝感人物
廊、民风民俗廊、美好家园廊，展示了十七
房村的历史变迁、名人名士、孝德人物、民
族工业以及谢年、十里红妆等民俗活动。
从中可以看到，近现代十七房郑氏家族商
帮共有10个，经商成功人士近50人，其中
有“英雄墨水”创业始祖郑尊法，有晚清最
大的民间邮政局“全盛源记民信局”的创办
人郑景丰，有百年老字号“老凤祥”银楼的
创始人郑熙……看着看着，让人对这个村
庄不由得肃然起敬。

十七房村党总支副书记郑剑祥告诉记
者，这十六字原是郑氏家训，如今村里把它
发展成了“十七房精神”，把它刻在墙上，是
给村民们看的，让年轻人可以更好地学习，
希望能把“十七房精神”贯穿到千家万户。

文化礼堂梳理古村文化脉络，不仅唤
醒了古村的荣耀记忆，复原了古村的精神
内涵，也抚慰了游子的心头乡愁。据郑剑
祥介绍，现代的十七房村又涌现出一批精
英，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岩土工程专家
郑颖人，著名数学家、美国纽约大学终身
教授林芳华，书法家、上海中华书画研究
会理事郑仁祥等，他们有的在国外，有的
在京沪等大城市工作，都曾带着浓浓的乡
愁回老家来寻过根，看了十七房村的村史、
民俗等展示后，非常感慨，表示唤醒了儿时
的记忆。

在十七房村文化礼堂，还有讲堂、活动
室等设施，主要用于老年大学的健康讲座、
民主法制讲堂，以及党支部交流会、村民说
事、农民画培训等，平时也有“唱响村里好
声音”等文体活动，配置有专门的文化员进
行日常管理、打扫等，“保持干净、整洁，给
村民一个文化中心的感觉。”郑剑祥说。

村史民俗
安抚游子心中乡愁

全市逾半行政村
已拥有文化礼堂

农民画
让农民初涉艺术殿堂

2018年9月25日 星期二
责编/郑娅敏 楼世宇

美编/曹优静 照排/陈科
城事 A03

当年的郑氏家训已成为“十七房精神”。

十七房村村民的农民画。

十七房村文化礼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