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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日 星期五 礼堂
清风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昨日8
点，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渡村文化礼
堂热闹非凡，村民们唱村歌跳村舞，
两三百人合唱村歌《我们的家》，欢度
国庆、中秋佳节。9月以来，我市广泛
开展“载歌载舞奔小康”宁波市农村
文化礼堂第二届“最美村歌”云展演，
国庆期间进一步深化开展“小康路
上 村歌嘹亮”千家农村文化礼堂唱
响村歌庆祝国庆活动，很多村民手执
小国旗，走进文化礼堂唱响村歌，脸
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一首村歌，就是乡村的一张“有
声名片”。宁波的村歌，烙上了浓浓
的地方特色。一曲《我自豪，我是红
村人》唱出了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
村民的满满自豪感；“夕阳下，古祠
堂；月色里，荷花塘；青苔的岁月，微
微发亮。”姜山镇走马塘村被誉为“中
国进士第一村”，村歌《又见走马塘》
唱出了千年古村的沧桑感；镇海十七
房村村歌《十七房的月亮》，悠长婉转
的曲调中藏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
思念。

我市已连续两年组织全市农村
文化礼堂最美村歌展演比赛，赛出了
一大批农民群众喜爱的、自唱自演的
优秀村歌，唱出了农村变化、农民心

声，丰富了决胜小康路上农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全市目前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2080家，到今年底将实现500人以
上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在宁波，农村
文化礼堂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文化
阵地和广大农民的精神家园。村民
争相参与创作，自唱自演村歌，已经
成为农村文化和农民生活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国庆期间，我市广泛组织开展
“小康路上 村歌嘹亮”千家农村文化
礼堂唱响村歌庆祝国庆活动，激发农
民群众爱国热情，坚定决胜全面小康
的信心。

9月30日晚，象山县墙头镇下沙
村文化礼堂响起《下沙村赞》，上演了
一幕台上台下齐声合唱的动人画
面。他们都是“赶小海”的渔民，歌声
高亢嘹亮，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期
许。在下沙村，这首村歌早就成了耳
熟能详的热门歌曲，文化礼堂每天都
会响起这段高亢的旋律，村里的男女
老少人人都会唱。在这个渔村，随处
可见“赶小海”的墙绘，他们把村歌画
上了墙，配上村民在海里劳作的画
面，仿佛能闻到大海的味道。这支港
湾小山村的文艺队还把村歌唱上了

省城，唱到了北京，2018年荣获“全
国村歌十大金曲”。

“书声唤晨烟，民风承千年，沐浴
好春光，桃花朵朵艳。耕读文化在传
承，孕肓多彩的明天。白龙潭，白龙
潭你是我可爱的家园……”国庆期
间，在宁海县白龙潭洋村文化礼堂

前，村民华建平带领乡亲们唱响村歌
《白龙潭，我永久的依恋》，大家挥舞
着国旗，唱着优美的村歌，用歌声祝
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艺术点
亮乡村，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如
今都成了“网红村”，村民们的腰包更
鼓了。

宁海施行“艺术振兴乡村”，吸引驻
村艺术家“蹲点”已有数年。在文化礼
堂建设中，乡贤的“回流”、外来艺术家
的“入驻”是强有力的推进力。

岔路镇大岩村是个高山移民村，业
内小有名气的油画家葛俊辉就是本地
人，筹建文化礼堂时，村里通过各种办
法与他联系，并且成功说动他回村兴办
油画工作室；知名制片人鲁岐在湖头村
居住多年，村里正准备建一处“鲁岐书
院”，让他把北京藏书搬来“安家落户”。

引入艺术家较成功的还属桥头胡
街道的黄墩艺社。作为街道文化礼堂

“总站”，黄墩艺社呈现出巨大的“野
心”，不仅有本地美术老师定期筹划各
类展览，还多次引进全市、乃至全省著
名画家艺术品。“我们想打造的是博物
馆理念的文化综合体”，桥头胡街道党
委宣传委员董赟表示，“在设计中，这里
将是一个集图书馆、读书会、书画教室、
国际沙龙区、报告厅、烘焙教室于一体
的‘未来文化礼堂’。”

建设文化礼堂，宁海还有意用“文
化”补短板。胡陈乡国叶村留守儿童特
多，今年建设文化礼堂时，管理员徐海
芳着力打造“守望乡村”乡村儿童精神
关爱成长项目，开设一系列儿童课程和
陪伴项目。有位外地打工的学生家长
发来消息，“感谢您，让我们国叶村绽放
出从未有过的文化色彩，愿它从这里开
始，一直走下去……”

宁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葛民越表
示，截至9月底，宁海已完成新建72家
礼堂，提前两年高质量完成文化礼堂全
覆盖收官任务，愿以此向国庆“献礼”。

记者 顾嘉懿

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 为文化传承搭建舞台

宁海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
9月29日、30日，

宁海县通过了今年新
建的72家农村文化礼
堂验收，至此全县已建
成335家文化礼堂，实
现了行政村文化礼堂
全覆盖。据了解，宁海
是我市完成文化礼堂
全覆盖较早、建设礼堂
数 量 最 多 的 区 县
（市）。宁海县委宣传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县文化礼堂“村村有特
色，家家有内涵”，在建
设过程中，重拾宗亲观
念，树立文化标识，有
效起到文化礼堂移风
易俗、以文化人的作
用。

9月29日上午，宁海县桑洲镇
田洋卢村山风习习。在有695年树
龄的苦槠树旁，新建成的文化礼堂

“探花楼”高大巍峨，飞檐翘角向天
空伸展。

这位“探花”，名叫卢原质，他
的母亲是方孝孺的姑姑。凭实力
考取殿试一甲三名的卢原质，堪称
宁海读书文魁，创宁海功名之最。
同时，还是一位治学严谨，人品刚
正之人。

桑洲镇党委书记葛建标说：“去
年，我们挖掘出卢原质其人，告诉村
民，大家先祖是一位彬彬有礼、品性
高洁的文化人。作为他的后代，应
该传承他的精神，也做文明有礼的

人。”这一招很管用，这一年来，田洋
卢村村民几乎没有闹过任何矛盾，
让村书记也连连称奇。

去年，村里牵头成立卢氏探花
文化研究会，发动乡贤，筹集资金，
在三棵传说卢原质手植苦槠树下，
新建“探花楼”及卢原质公园。如今

“探花楼”里，完整陈列着田洋卢村
的村史，“一门九进士”的故事，以及
卢原质人生传奇。

“我们还想在边上新建一个研
学基地，邀请宁海师生学习探花郎
故事，从小沾染‘文气’，培养崇学向
善、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价值观。
而这也是文化礼堂培根铸魂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葛建标说。

“探花郎”增厚村里文化底蕴

在宁海县岔路镇湖头村，记者
见到一座展陈不输专业博物馆的

“葛招龙匠艺馆”，作为湖头村文化
礼堂的补充组成，于今年5月下旬
正式开馆。

葛招龙是宁海县级古戏台非遗
传承人，一位着力于古建筑修复技
艺的匠人。经他修复的古建筑，呈
现修旧如旧的原始风貌。

在匠艺馆二楼展厅，展柜里摆
放着各类大大小小的石匠、木匠、篾
匠工具，标有工具名称；修复区，经
他修复的桌椅、窗棂、书箱、罗汉床

等仔细陈列。有意思的是，经过修
复的部分没有刻意做旧，而是维持
木料原始颜色，令参观者能明确地
辨别出原物和修复部件的区别，对
比古今同异。每件展品，配有较详
细的展牌说明，让人注意到诸多细
节，贴近匠人匠心。“这是一个主打
古建筑修复技艺的展馆，所有的细
节都为它服务。”葛招龙说。

该展厅还有个特色区，叫“太婆
的红妆馆”，展示清顺治年间杨氏太
婆的“十里红妆”，系葛招龙个人珍
藏。

为本土匠人打造传承舞台

小康路上 村歌嘹亮

我市千家文化礼堂唱村歌庆国庆

“未来文化礼堂”呼之欲出

文化礼堂文化礼堂““探花楼探花楼””前有近前有近700700年树龄的苦槠树年树龄的苦槠树。。
记者记者 顾嘉懿顾嘉懿 摄摄

车何渡村唱村歌跳村舞庆国庆。通讯员 程冰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