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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脸上以往的羞涩、胆怯
不见了，眼里更有神采了，这是对我
触动最大的一点。”8月25日，黔西南
州晴隆县委书记袁建林对记者说，两
天前，他在该县光照镇定汪村参观
时，孩子们居然现场唱了一首《谢谢
你》，大大方方，丝毫没怯场。

只有在贫困地区长期生活过的
人，才能明白贫困会对人的自信产
生多大的打击与伤害。“孩子尤其明
显，我们刚到村子时，孩子们不敢看
人、不会说‘谢谢’……”8月16日，

“网红村”宁海葛家村书记葛海峰领
头的13位“乡建艺术家”来到定汪，

分享技艺和经验，携手进行村庄艺
术改造。

定汪村地处深山，村民以布依族
为主，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妇
儿仅靠种蔬菜和养家畜为生，137户
人家中近一半是贫困户。村里原先
污水横流、臭气熏人，没一处可供孩
子玩耍的地方……

记者走进定汪村却发现，改造成
果已初步显现。臭味没有了，道路干
净了，村口的垃圾堆变成了漂亮的

“枯山水”；“未来书院”已开张，孩子
们每天都来这里看书；黄葛树景点改
造完成，村民们可围坐议事；“织梦
纺”里的妇女越来越多，来暑期实践
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张振馨带着
留守儿童组了一个“未来合唱团”，唱
歌、画画、做游戏……

“没想到！从来没想到，定汪村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已担任村主任
10多年的罗云激动地跟记者说，“最
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8月18日晚，
从踏入定汪就走村入户、清理垃圾和
捡石运沙的“葛家军”和村民开了一

个交流会，破天荒地来了200多名村
民，开了4个多小时，大雨落下来都
无一人离场。

罗云感觉不可思议，他清晰地记
得村民罗运泽站起来大声表态：“明
天赶大集不去了，我把家里的榔头拿
出来，你们说，该怎么干！”74岁的罗
景学也站了起来：“我也要加入，瓦片
我家有，明天拿来，不要钱。”

“乡村振兴首先应该是村民自己
的振兴，是主体的觉醒，葛家村在定
汪村的帮扶让我们看到了苗头和希
望。”袁建林说，定汪村民在乡村改
造中迸发出的主动、积极和自信令
人振奋。

“葛家与定汪两村携手是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和尝试，也是脑
洞大开的一种扶贫形式，用艺术激
发乡村活力，注重本土乡村特色，兼
顾艺术性，如果再嫁接上互联网，或
可迸发出未知的潜力。”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
教授说。

记者 房伟 文/摄

慈溪市附海镇东海村，比邻
杭州湾新区，地理位置优越，算是
一个“网红村”，近年来收获了很
多响当当的荣誉，比如“全国防灾
减灾示范村”“浙江省卫生村”“浙
江省首批善治示范村”等。

这次要参加宁波市第二届
“最美村歌”云展演活动，东海
村的村干部和村民都积极行动
起来。

“村歌就是村魂，要唱出村民
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更要接地气，
在创作上马虎不得。”这是东海村
党总支书记朱威迪对村歌创作的
要求。

其实，早在两年前，东海村就
有一首自己的村歌，但大家觉
得这首村歌没有体现东海村的
特色。大家当即决定，重新创作
村歌。

从7月下旬开始，村里就开

启了“集体创作”模式，特别邀请
村里的“三老一贤”和文艺爱好
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为村歌
创作出谋划策。

“我们村由围恳拓荒而来，现
在发展得这么好，要追根溯源。”

“西瓜和花木是我村的农业特色，
这个不能少。”“小家电是我们村的
工业品牌，这个要说一说。”近1个
月时间，一首全新的村歌——《风
从东海来》出炉了，凝结了七八个
人的集体智慧。演唱者茹建朝还
是村里的业余歌手，天生一副好
嗓子，最近正忙着村歌排练。“我在
舞台上唱过很多歌曲，但唱村歌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亲切，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希望
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首村歌了解东
海村，走进东海村。”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解婷婷 文/摄

希望！洋溢在孩子们的脸上
宁海葛家村携手晴隆定汪村走艺术振兴乡村路

文化礼堂
频传“乡村好声音”

听着，听着
您会爱上

这里的乡风民情

7月下旬，以“载歌载舞奔小康”为主题的2020年宁波市村歌村舞“云展演”活动启动。本月，宁波市第二届“最美村歌”云
展演即将上演，届时一首首接地气的村歌将讲述美丽乡村的蝶变故事。

最近，不少村里的文化礼堂相当热闹，唱村歌、练村歌成了文化礼堂的日常活动。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的全体村干部上
台和村民一起唱村歌，慈溪市附海镇东海村借“云展演”的东风，邀请村民集体创作了一首村歌。在四明大地上，村歌无疑成了
凝心聚力的催化剂。

清清河水环绕村庄，农户庭院
花木葱茏，一派田园风光……说起
余姚泗门镇谢家路村，很多人脑海
里会浮现这样的画面。

谢家路村不光有“高颜值”，还
是个“实力派”。这几年，这个村先
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文明村、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创先
争优先进典型村等10多项国家级
荣誉。

走进谢家路村，映入眼帘的是
那座红色的党建雕塑。“党建引领、
幸福群众”是谢家路村的特色。辖
区内有198家企业，2019年实现社
会经济总产值53.71亿元，村民人均
年收入达52012元。

“我们的村庄，祥和温馨。一行
行脚印，踩出聚宝的金盆……”优美
动听的旋律回响在谢家路村文化礼
堂，大家正在演唱村歌——《我的谢
家路》，村里的幸福生活都唱进了歌

声里。
舞台上，参与村歌排练的有50

余人，除了谢家路村的村民，本村的
10名村干部也都上场了。

考虑到时间紧，白天村民都有
工作，大家只能把排练时间安排在
晚上。

为激发村民热爱家乡的热情，
弘扬文明乡风，唱出村民的幸福感
和自豪感，谢家路村党委早在2005
年就邀请专家编写村歌，《我的谢家
路》是余姚最早创作完成的村歌之
一，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余姚市
音乐家协会原主席、余姚市文化馆
原馆长朱德孚作曲。

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
的歌词，抒发着对家乡的热爱和
对幸福生活的感恩。该歌曲曾荣
获第二届中国村歌金曲提名奖、
余姚市“最喜爱的村歌”评选十佳
村歌等。

群策群力，集体创作村歌幸福生活都唱进了歌声里

孩子们在记者采访时现场演唱。

谢家路村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排练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