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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陈丹）由中
国科协调宣部主办，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承办的“中国工业遗产
保护名录（第二批）”最新发布，作为钱塘海塘工
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市余姚、慈溪以及镇海的
古海塘工程荣登名录。

钱塘海塘工程始建于1876年，五代吴越王
国以后即有修建，是现存明清以来修筑的钱塘
江老海塘。塘线总长317公里，除去山体后的
实长为280公里，分为钱塘海塘、江南海塘和浙
东海塘三部分。其中，钱塘海塘中南岸海塘的
重要所在地为余姚、慈溪和镇海以及萧山、绍兴
及上虞。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今临

山-浒山（慈溪市）-上林湖一线北侧的古海塘
（大古塘），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
年），之后历经几次修建，直至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大古塘观城段和龙山段建成，才形成
东起龙头场，西至上虞沥海乡，全长80余公里
的大堤。

镇海的后海塘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
位。据史料记载，后海塘建于唐昭宗乾宁四年
(公元 894 年)，早于县城而建。解放以后，后海
塘作为镇海、江北地区的重点防洪设施，于
1957年、1964年两次修葺，1981年被列为镇海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人大教授在宁海
引导了一场“民艺复兴”

用艺术助力
乡村改造

葛家村位于宁海县大佳何镇，背山面
水，风景秀美，尤以800亩桂花林闻名。近
来，村里来了4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师生，启发村民用艺术的眼光自主装点、改
造乡村。

从莫名、逃避到主动创意，12天，葛家
村村民的审美和艺术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
的激发。后山毛竹被削成竹筒，成为庭院
里、村道边的天然木栽盆；村口石门溪的小
石块被捡来堆成各种石凳石椅，供人树下
休憩。难得的是，这些改造都由村民自主
设计、动手完成，一位阿姨还把自家改造成
了“美术馆”，成为村里的一处热门景点。

4月初，当中国人大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
带着3名研究生首次入驻葛家村时，所有人都有
些怀疑，以为是哪里来的“监工”。丛志强花了两
天时间调研，走村入户跟村民聊天，了解大家的
需求和生活轨迹。

“很多艺术家来到乡村，会做一些想法独特
的事，但未必适合本村的生活习惯。艺术介入乡
村的核心是服务人，我希望我们的想法都能从村
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丛志强说。

丛志强开了几节短课，向村民介绍他的想
法。第三天晚上，60岁的村民葛运大叩开了丛
志强的房门，“他给我画了一个方案”。

葛家村文化礼堂边，有几棵大树，是村民出
入必经之地，不如放几个石椅，方便大家休息。
丛志强提示他，村口大溪里的石头和山上的毛竹
都是制作景观绝佳的天然材料，“凳子么，最好还
能歪、能躺。”于是，一排山峰形状的长椅在大树
下落成。

据丛志强观察，自从长椅建成后，白天有大
妈们择菜，晚上有大爷们聊天，利用率极高。

根据需求设计景观

叶仙绒是村里一位腼腆而能干的阿姨。
在熟悉了几天后，她找到丛志强，把他领进了
自家的院子。

“我家有两间木板房，长辈去世后成了杂
物间。”叶阿姨把老屋打扫了一番，清理出蒙
尘的柜子、梳妆台、布鞋筐、老式收音机，竟意
外古色古香。有两块旧时拆下的床板，还是
著名的朱金漆木雕。丛志强看到这些，建议
叶阿姨，不如干脆把这里收拾出来，做一个小
型美术馆。

正巧，叶阿姨的儿子、孙子、外甥都会写
点书法，大家把作品收集起来，拼成了明间里
的“三代同堂”。叶阿姨的儿子葛剑平还把两
块靠在角落里的雕花窗棂悬挂起来，设计成
明间隔断。阳光下，窗棂的影子在墨迹上晃

动，煞是好看。
叶阿姨的老伴喜欢侍弄花草。春天，一

院子的春意漾在一家人的脸上，暖洋洋的。
与叶仙绒一家改造室内空间不同，村民

葛万永把他家的院子重新整修了一番。桂树
下添了两圈圆形木椅，丛志强帮他取名“桂香
茶语”。通向花坛的小径铺上白色的鹅卵石，
颇有“枯山水”的意境。装花的竹筒是他从山
上砍的，装饰用的石磨坊和酒坛子则是家里
旧有之物。让村民惊讶但纷纷好评的是他把
院子的后门堵了，用一排绑好的竹管、花盆装
饰，“远看就像一幅画一样。”

叶仙绒和葛万永的家最近都是村里热门
景点，来看新鲜的村民络绎不绝。

家庭美术馆成热门景点

艺术振兴乡村，是宁海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大抓手。县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和相
关乡镇、街道积极参与，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上海人大科学发展研究院等高校团队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宁海县开展的“驻
村艺术家”行动，计划在20个精品示范村选
派艺术家寻觅灵感，帮助提高村民对美的辨
识力和创造力，用艺术手段改造和提升乡村
的建设品位。

丛志强副教授觉得，单纯依靠“输血式”
的“外生驱动”做法已经无法在当前乡村振兴
中有效发挥作用，艺术振兴乡村，重要的是提
升“乡村内生式发展”，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毛竹、石头、废布是改造中利用率最高的
“三大件”，都是村里附近的原生材料；泥瓦、

毛竹、木工、缝纫，所用到的技术也都是村民
自有技术。他希望的是，村民在他离开之后，
依然能运用这些意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昨天下午，第一届宁海县乡村庭院艺术节
在葛家村举行。与会嘉宾惊喜地看到，原先的
脏乱差、卫生死角在经过艺术加工后，变成了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景点。相对统一的以竹为
主的装饰，也使全村风貌有一定的整体性。

“乡村改造还有一个题中之义，是增强对
乡土文化的共同体认知”，丛志强举例，村里
有一位银芬阿姨，手工活很好，但不太喜欢聚
在一起，现在她也会每天去祠堂观看其他村
民的制作，主动参加集体活动，有了很大变
化。“希望我们对留村妇女、儿童的友好，能留
下长期影响”，丛志强说。

记者 顾嘉懿/文 郑凯侠/摄

“艺术振兴乡村”的宁海实践

村民带着孩子在人大艺术学院师生指导设计的花坛边玩耍。

去年1月，修护镇海古海塘时的情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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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3处古海塘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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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葛万永自己设计的庭院和门，远看像一幅山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