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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词形容卫南村很贴切：商贸明珠。
卫南村，因明代洪武年间汤和所筑卫城之南而

得名，它的商贸业之悠久也是有迹可循的，清朝民
国时期，卫南一带就有花行、布坊和当铺，上世纪八
十年代，村里还办起了城南五金厂、电视放映室。

上周五，记者去看了这个没有半点“村味”的
村庄，商贸一条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里人来人往，
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搞文化礼堂，是需要村委会
下大决心的。

记者的判断没错，卫南村村委会所在地是临
观海卫路的一幢综合大楼，2015年村党总支书记

韩勇把之前出租的两层场地收回来，建起了三北
学堂、乡风文明馆、图书阅览室、舞蹈室等一体化
的文化礼堂。“之前有个艺术培训学校想把舞蹈室
租下来，开价几万元一年，我给推掉了。”韩勇说，
和村民的活动场地、文娱生活、精神文明建设比起
来，损失的这些钱不算什么。

韩勇把记者带到四楼，一间两三百平方米的
场地腾空后准备搞个新的多功能健身房，对村民
免费开放，“不仅免费，我们还要想办法鼓励村民
过来运动健身。”韩勇笑着说，他已经想好了，也搞

“打卡晒照”，连续运动多少天给奖励。

快板说唱“垃圾分类”
绿色环保走进人心

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孙央
双 胡金波）“生活垃圾要分类，绿色低
碳又环保，宁波新规刚出台，不做分类要
罚款。”昨天下午，慈溪市横河镇宜青桥
村文化礼堂里响起了快板说唱《垃圾分
类 生活更美》，这是村民为宣传垃圾分
类自编自演的节目。节目用的是方言，
演出的是邻里，台下观众是村民，大家看
得入神，听得有味，笑得开怀。

据了解，“垃圾分类、法治同行”文艺
汇演由横河司法所、横河镇生活垃圾办、
横河镇计生协共同主办，宜青桥村村委
会承办。这场结合了戏曲、小品、说唱
的汇演把垃圾分类搬上舞台，通过一个
个精彩的节目，增强了村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让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
心。演出现场穿插的垃圾分类知识有
奖问答把活动推向高潮，比如青蟹壳、
蛏子壳属于什么垃圾等，台下观众回答
积极踊跃。

“垃圾分类、法治同行”文艺汇演在
宜青桥村文化礼堂举行。 通讯员供图

从中游水平到第一梯队

慈溪观海卫卫南村文化礼堂如何逆袭？

9月在卫南村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晚会，10
多个节目全部由村民自编自演，气氛热烈。

通讯员供图

“慈礼堂”是慈溪市农村文化礼堂综合
平台，该市100多个文化礼堂汇集于此，展
示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在宣讲培训、传统
节日、一人一艺、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活动开
展情况。

“慈礼堂”既是一个舞台，也是一个赛场。
半年前“慈礼堂”积分排在50名开外的

观海卫镇卫南村，上周五排到了第15名，犹
如一匹“黑马”，大有闯进前十的势头。

从中游水平到第一梯队，卫南村文化礼
堂如何在6个月实现“逆袭”？卫南村又经
历了怎样的变化？记者近日深入该村探访。

6个月从50名开外冲到第15名，卫南村的逆
袭离不开观海卫镇的指导和帮助。

据了解，今年观海卫镇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工作作为镇对村考核的重要依据，将礼堂建设管
理运行纳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文明村、美丽乡村
建设等相关评价体系。建立常态督查通报机制和
激励机制，定期召开文化礼堂建设进度通报会议
和礼堂管理员交流会，通过交流借鉴、比学赶超，
形成浓厚的文化礼堂建设氛围。

8月底，观海卫镇还召开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
场推进会，大家分享文化礼堂建设的经验。会后，
观海卫镇宣传办在微信群上每周通报“慈礼堂”积
分排名，各村（社区）每周上交《“慈礼堂”周工作小
结》。

通过常态督查通报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建立，
观海卫镇村（社区）文化礼堂活动精彩不断，整体
排名也有所提升。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黄克纯 罗重重 陈芳凯

卫南村下辖一个村一个居委会，总共3000多
人，年集体收入35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3万多
元，这个村有钱，在文化礼堂建设中也舍得花钱。
但韩勇坦言，文化礼堂建设绝不是花钱搞活动那
样简单，钱要怎么花？什么样的活动才能让村民
满意又让村民受教？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我们搞活动就一条原则，接地气。村民需不
需要满不满意是关键。”韩勇介绍，“今年春节期间
举办‘村晚’和年夜饭，端午节我们组织村民包粽
子，重阳节组织慰问老年人，中秋节结合国庆节搞
一台晚会，十几个节目都是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
就在灯光篮球场上，来了一千多名群众，手举小国
旗，场面非常热闹。”

除了这些传统节日开展的各项活动外，卫南
村非常重视党建工作，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每个月都要走
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通过这些活动，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稳固，通过党员发动群
众，党的政策宣讲就能入脑入心。”韩勇说。

事实也正是如此，卫南村是观海卫镇首批垃
圾分类试点村，在垃圾贮运新模式基础上设立再
生资源回收站、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垃圾分类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搞垃圾分类其实是生活习惯的养成，刚开始
村民不适应，我们结合主题党日、村民说事、辣妈
说事等，以志愿活动为支点，发动群众。”韩勇说。

文化礼堂搞活动就一条原则：接地气让村民满意

观海卫镇建立常态督查通报机制

寸土寸金的地段收回两层楼建文化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