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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的祠堂

青山下，古色古香的袁马乡风馆夺人眼目。
乡风馆从原马家祠堂“继善堂”改建而来，1947

年前后，这里曾是浙东韬奋印刷厂所在地。
袁马村党总支委员马再军回忆，当时的袁马村

四面环山，松竹林木茂密，村落不大，十分隐蔽，是
开展革命工作的优选之地。浙东韬奋印刷厂则是
浙东区党委和游击纵队司令部直接创办的一个新
闻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约有工作人员50余名，厂
里设备十分简陋，多是从敌占区秘密采办、缴获而
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刷厂出版了大量革命
领导人的著作、讲话稿，及报刊《时事简讯》《新浙东
报》和扫盲课本，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如今，旧祠堂改为袁马乡风馆。从《慈水马氏
宗谱》《蓝溪袁氏总谱》中选辑的家训族规，及袁马
村村训六条屏，立于中心位置。“袁马村是名副其实
的千年古村”，马再军说，袁马的名字指向两大姓
氏。北宋建炎年间，马氏先祖马之纯随宋高宗南
迁，从陕西扶风来到宁波，直到近代，马家人的农具
上还写有“扶风”字样。袁氏支系则是为躲元末兵
乱，经睦州迁至四明。两家人在袁马和睦相处，才
有了今天。历史上，袁马村出过最著名的人物是明
嘉靖年间的袁炜阁老，官至礼部尚书、少傅兼太子
太傅、建极殿大学士。

作为阁老故里和“红村”，袁马村文旅资源丰
富。乡风馆同时作为村史馆和老式农具陈列馆，就
历代袁马村名人的美德故事、红色故事，村民捐赠
的农具进行了梳理、陈列，是了解袁马的好所在。

令人羡慕的剧场

缘溪行，深入村中心，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场馆
映入眼帘。

“这是我们村文化礼堂的核心和主要活动场
所，由以前的村文体中心改建。”马再军介绍，其中
由以前村大会堂改建的剧场令十里八乡的村民都
非常羡慕。这一剧场位于室内，刮风下雨都可以搞
活动，还有现代化的舞台设备和不亚于宁波逸夫剧
院的固定坐席，“村民很得意、很自豪的。”

袁马村文化礼堂有个保留项目，即每年元旦要
举办一场村民文化艺术节，已延续了四五年。“我们
村以前是洪山乡政府所在地，幼儿园、小学、初中齐
备，大家文化素质都挺高的，也多才多艺”，袁马村
洪山幼儿园老师、文艺骨干翁凤仙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每年的村晚会，越剧、京剧、快板、小品、打
鼓、唱歌等节目都是村民自己排出来的。”

“袁马村排舞队多次在余姚获奖，也得益于文
化礼堂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村民翁桂英说，
平时每天晚上，村里的妇女都会聚在文化礼堂核心
空地跳舞，老人跳佳木斯操，年轻人跳广场舞，很是
热闹。“我们还多次参加市内外各类文化走亲、汇报
演出活动，近到低塘历山村、河姆渡翁方村，远到诸
暨、开化、桐庐，很多地方都去过。”

“有了好剧场，也是倒逼我们要把活动搞好。”马
再军说，目前村剧院除了年底的联欢会，逢年过节基
本上都会请剧团来演戏，以丰富村民生活。这两天，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姚剧现代戏《童小
姐的战场》正在袁马村演出，“这个戏刚刚在国家大
剧院演过，就来我们这儿，让我们感到很兴奋。”

余姚袁马村
文化礼堂：

大山深处
有依归

循陆埠水库上行，四明笼翠，流水淙
淙。青山秀水间，一个名叫袁马的古村
伫立千年。

作为明代阁老故里，又是战争年代
的红色堡垒村，曾经的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浙东区党委、三北司令部机关驻
地，袁马村有着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

2013年，袁马村结合村庄实际，在
充分利用村文体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礼堂，以此带动多
支文艺队伍，开展起多样化活动，赢得村
民一致好评。2015年，其探索建立的宁
波市首家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更是
一次成功的制度创新。2018年，袁马村
文化礼堂获评省五星级文化礼堂，开创
了“建、管、用、育”新局面。

制度创新的标杆

袁马村文化礼堂之所以有名，还在于制度与
理念的创新。

自2014年举办首届村民文化艺术节后，袁马
村便开始积极探索文化礼堂理事制。“简单地说，
就是请当地的企业家、社会知名人士、文体骨干都
进入文化礼堂理事会，一起献计献策，参与村里建
设”，马再军说，“我们袁马村有很多外出经商的
人，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家乡，但都心系家乡。”当年
第一次理事会后，成功募集资金13万元，举办了
许多至今仍觉得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春色满园”
新春戏曲专场演出、“彰显青春新风采，唱响袁马
好声音”袁马好声音比赛、“绿色骑行，山水袁马”
环陆埠水库自行车骑游大会等。

2015年12月成立的袁马村文化礼堂理事会，
不仅仅是余姚，也是宁波市第一个建立的。为了实
现文化礼堂“有人理事、有章理事、有钱理事”，袁马
村还编写了详细的《陆埠镇袁马村文化礼堂理事会
章程》，明确了袁马村文化礼堂的性质、宗旨和业务
范围，规定了文化礼堂理事会的组成、权责及运作
方式，理事长会议制度等，同时设立监事会。

为规范资金管理，还专门制定了理事会财务
收支细则，设立文化礼堂独立账户，将来自不同渠
道的资金划入该账户，实现专款专用，统一管理。
村党总支、村委会则将文化礼堂、欢乐大舞台、农
家书屋、文体公园等文化阵地，音响、图书、乒乓球
台、健身路径等文体设施，以及相关经费、人员均
划归文化礼堂理事会统一管理。

这一制度为文化礼堂创造了许多引入资金的机
会，如积极向村集体经济、市财政专项资金、乡镇街
道配套资金争取文化工作专项款，畅通联系渠道，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补助；如发动理事自筹资金，
全部用于袁马村文化事业发展；又如实行企业冠名
赞助，主动与企业接洽，吸纳其为团体理事单位。

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礼堂理事会成为袁马
村的内生动力，打响了该村在全镇、全市的文化品
牌。“如今理事会进入了改选周期，我们希望能将
理事队伍进一步扩大，让村民真正成为文化礼堂
的主人。”马再军说。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沈映惠

袁马村文化中心由村文体中心改建而来，内有一座现代化剧场。 记者 顾嘉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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