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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现代金报

洞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在
海曙区首届原创声乐作品大赛的契机推动
下，他们坚定创作精品文化作品的信念，紧紧
围绕沙港村文化礼堂展馆内容，选取全祖望
主题，创作了男女声二重唱作品《笔墨天下》，
主要表达谢山先生勤学苦读、严谨治学的经
历。并为这个作品量身打造MV，将农村文化
礼堂、全祖望故居、沙港村非遗项目鸬鹚捕鱼
等镜头都纳入其中。这首原创作品在区声乐
作品大赛中荣获金奖，截至目前优酷视频点
击量达5万人次。

根据该镇的非遗项目——也是位于沙港村
的鸬鹚捕鱼这一形象为原型创作的原创舞蹈
《晨·嬉》，讲述的是渔翁与饲养的鸬鹚之间的
故事，在海曙区原创舞蹈作品中获得银奖。

今年初，洞桥镇拟定了草根民星艺术团
“一月一演出”等活动计划表。在今年元旦春节
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通过组织一系列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营造欢乐喜庆祥和
的节日氛围。如在孙王村连续演出甬剧3天，吸
引了周边群众观看；三李村、王家桥村、树桥文
化礼堂举行“免费医疗咨询”活动；王家桥村文
化礼堂举行洞桥女性法律沙龙和插花培训。这

一系列的活动，村民们看了都连说“过瘾”！
“文化礼堂除了有各村自己的文体团队常

态化地开展活动，还优先享受镇里的主题演
出和综艺性活动策划，给群众送去丰富的精
神食粮。对今年计划建成的五个村，下半年也
做了相应的策划，努力做好‘落成’文章。”洞
桥镇政府负责文卫工作的副镇长贝春芬说，

“除此以外，我们还将整合近几年来在快板、
小品、原创歌曲等方面的作品，条件成熟时出
版洞桥镇原创文化作品集。重点培育、扶植农
村文化礼堂建成村文艺团队的目的，在于输
送自行培训队员、自行举行活动的能力，争取
每年都能有2个以上的文化礼堂能举办农村
版‘我们的村晚’文艺晚会。”

洞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他
们狠抓精品化建设和长效化管理，用身边的文
化激活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力、用常态化的文化
活动保持农村文化礼堂的新鲜度，使农村文化
礼堂成为农村田间地头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
园。如今的文化礼堂，已成为一个个丰富多元
的农村文化综合体，逐渐补上了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短板，使富起来的农民的幸福感指数得到
了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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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礼堂里陈列和展示着我们村的历史以及出过的一些名人，还给村民提供红白大事的场地。

文化礼堂还是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民们可以到这儿看书读报，有文艺细胞的还可以来‘露一

手’，总而言之，文化礼堂把全村人的精气神全部聚了起来，各方面工作推进也方便多了。”前

天，海曙区洞桥镇前王村村委会主任王天君对记者说。

自 2013 年以来，洞桥镇先后在树桥村、沙港村等 10 个村建成农村

文化礼堂，其中沙港村文化礼堂 2017 年还被评为全省示范

文化新地标。今年还有 5 个村的农村文化礼堂将

要落成。

每个文化礼堂都各具特色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洞桥各个村子，最漂

亮的建筑是农村文化礼堂，每天人流量最大的
也是农村文化礼堂。

洞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文化礼
堂的建设中，他们根据各个村子的民俗历史进
行规划编制，各具特色，风格各异，因此一经建
成就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村民的追捧，很快就成
为村民每天的打卡地。

就拿最知名的沙港村文化礼堂来讲，该村是
浙东名人全祖望的故乡。据桓溪全氏家谱记载，
桓溪始祖全权公在宋太平兴国年间奉父命，从
钱塘迁到沙港口以来，全氏后人一直在这片土
地上勤劳耕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

沙港村的文化大礼堂建筑群分两部分，一个
是村办公楼，另一个是在原全祖望故居的基础
上，经重新规划后变为全祖望故居、全祖望纪念
堂、村情村史陈列馆及全祖望学术研究堂。东厢
房作为全祖望生平陈列，一楼主要介绍了全祖
望的生平事迹以及全祖望的著作，二楼主要是
清朝民国时期的起居陈列。西厢房主要是沙港
村史陈列，着重介绍沙港村从宋太平兴国年间
始祖全权来本地后历史情况，介绍了本村的农
耕起居，人文历史，并用相当多的历史遗物作为
佐证，文学、实物并存，展示沙港村的历史文化，
以及沙港村的美好未来等。大殿中主要是陈列
了全祖望的塑像，表达了后者先祖的敬仰之情，
大殿两边用漫画形式陈列了全祖望生平中的四
则故事。这一整套的陈列，充分融合了全祖望文
化、浙东学术与本村村情，将原全祖望故居打造
成了特色鲜明、趣味十足、文化底蕴深厚的个性
化展陈馆。

据了解，沙港村文化礼堂自建成以来，已成
为全氏后人寻根访祖的平台，也是村里举办各种
文化礼仪活动和孩子们开展假日活动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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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潘海峰 文/摄

草根明星纷纷在文化礼堂亮相

洞桥农村文化礼堂的另一大特色是草根明
星多，“给每个人展示才艺的机会！”洞桥镇文
化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

洞桥镇原有7个业余文体队伍，2017年4
月起洞桥镇政府对所有文体队伍、文艺爱好者
进行摸底，对队伍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资金、场
地需求和人员流动性也进行排摸，在多次召开
队长讨论会议后整合资源成立洞桥镇草根民
星艺术团。经过半年多的整合、重组、纳新后，
发展了水鼓队、书画队、舞蹈队、中老年排舞队
等文艺队伍16支，吸纳成员427人，一年内举
办各类活动28场，其中由各团队自行组织举办
的声乐专场、综艺专场、太极拳专场等专场演
出6场，获得群众一致好评。艺术团的排舞《微
笑的探戈》、原创声乐《笔墨天下》、原创舞蹈
《晨·嬉》在区级比赛中获得二金一银的成绩，

原创《笔墨天下》MV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超5万
人次, 2018年9月，广场舞《扎西德勒》获得了
全国广场舞大赛宁波站的第一名并晋级2018

“一人一艺杯”宁波市首届舞王大赛10强，话剧
《走进全祖望》获得区首届曲艺大赛金奖。这些
成绩也进一步激发了队员的文艺热情，提升了
队员的凝聚力。

据介绍，针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形式、
新特点，洞桥镇对文化志愿者队伍进行重新
整合，队伍大概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研究本
土文化、文艺创作，对本村甚至本镇有研究、
有著述的专家型志愿者；二是具有舞蹈、曲艺
等专科以上学历，在文化（艺）方面有专攻的
专业型志愿者；三是拥有文化艺术特长的志
愿者；四是热爱文化艺术，愿意为文化艺术事
业奉献智力、财力、精力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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