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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艺术团、乒乓球队、家长学校、红帽子志愿队……
镇海庄市勤勇村的文化礼堂成了村民每天“打卡点”

文化生活丰富了 打麻将的人也少了
“文化礼堂真是好，除了家里有

事，我基本雷打不动地去‘报到’，丰富

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外，我连感冒、伤风

这样的小毛病都没有了……”每天晚

上 6 点半，56 岁的镇海庄市街道勤勇

村村民罗爱敏便会准时来到村文化礼

堂，在露天舞池跳上两个小时的舞。

前半段是广场舞，随后是交谊舞，

文化礼堂管理员张伟国专门负责播放

音乐，在礼堂正前方的灯光及 4 盏

LED 灯的照射下，大家伙儿可以尽情

享受饭后的娱乐时光。

罗爱敏啧啧称赞的文化礼堂，究

竟有些啥看头？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

往下看。

□记者 朱琳 摄影记者 崔引

文化生活丰富了
连打麻将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依托于这些设施设备，这些年来，勤勇村成立了逸
夫艺术团、门球队、地掷球队、乒乓球队、太极拳队、可
乐球队、流动妇女之家、家长学校、红帽子志愿队、调解
和好屋等十余支队伍。

这些团队经常参加各项文娱活动比赛，在2015年，
逸夫艺术团创编的音乐快板《逸夫楼》，以及由勤勇村村
支部书记胡一峰自编的大合唱村歌《勤勇-我的骄傲》，
先后在镇海大剧院和镇海区农村文化礼堂“星农场”才
艺大比拼等场次展演，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文化礼堂的每一间活动室、每一块场地，都见证了
村民的“小有所获”“老有所乐”，也见证着勤勇村日益
美好的文化生活，正如罗爱敏说的，“村里对文化这一
块很重视，每个月都有数不清的活动，只要你愿意，都
可以去参加，这可比每天在棋牌室搓麻将有趣多了！”

管理员张伟国也向记者透露，过去文化礼堂的棋
牌室里总是挤满了人，但从2016年开始，来棋牌室的
人越来越少了，大伙儿忙着参加各类文化活动，都顾不
上打麻将了……

活动月月有
礼堂成了精神文化地标

记者看到了2019年的总体活动安排计划表，每月
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满足了不同需求的村民，送热
闹、送祝福、送健康、送知识……

同时，文化礼堂的入口处，还张贴了门球活动、老
年电大、舞蹈培训、乒乓球室开放、亲子活动、志愿者活
动等各类活动在每月、每周的具体开放时间，以防止村
民们跑空，极具服务性。

此外，村里还连续四年举办了“逸夫文化周文艺晚
会”，即将到来的10月11日，就是第五届“逸夫文化周”
的启动日，届时会有一台文艺晚会、连续三天半的越剧
团进村演出、第二届“尚德勤勇人物”评选等多项内容。

“我们还通过宣讲、展览、广场活动等形式，积极开
展各种教育活动，如邀请镇海海防宣讲团为村民宣讲
镇海抗倭抗法的历史故事，举办镇海区爱心感动人物
事迹巡展等。文化礼堂还经常开展各类广场活动，通过
有奖问答、知识竞猜等形式吸引广大村民参与活动，起
到政策、法规的宣传、普及作用。”勤勇村文化员周丽萍

表示，村里将继续努力，争取让文化礼
堂成为村民心中的精

神文化地标。

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在邵氏康乐园基础上改建

说起勤勇村，不得不提著名慈善家邵逸
夫先生，位于庄市街道的这个村，正是邵逸
夫的故里。

1988年，邵逸夫先生捐资200万港币，
在勤勇村内兴建邵氏康乐园，1989年10月
竣工。到了2014年8月，因设施设备等需要
修缮、新增，勤勇村便在此基础上，改建为村
里的文化礼堂，改建后的面积为3600㎡，投
入资金260万元。为了纪念邵逸夫先生以及
宣扬他的慈善家精神，村里将文化礼堂取名
为“逸夫文化大礼堂”。

在设施设备上，逸夫文化大礼堂可谓是
真正的高标准——

有一个偌大的露天舞池，墙上挂了两
个大音响，院子里安装了LED灯，可容纳上
百人；

有一幢两层的楼房，可供举办各类文化
礼仪活动及村民办酒席；

地掷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
场、门球场……各种球类场地应有尽有；

道德讲堂、文化长廊、农家书屋、逸夫艺
术团工作室、书画室、康复室、棋牌室等设
立，使得村民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且完善；

新建了以“英贤荟萃兴邦报国誉天下、
盛世和谐播火传薪励后人”为主题的村史
馆，通过图片、文字、实物等，展现勤勇村先
贤宋炜臣、邵逸夫等回馈桑梓的宁波帮情
怀，勤勇村村民崇德尚贤的优秀民风……

“村里还重新粉刷了围墙，将原先的铁
窗换成了塑钢窗。总之，把所有需要修补的
地方都修好了，让这个文化礼堂真正为村
民所用。”管理了10年文化礼堂的张伟国告
诉记者。

露天舞池
成了村民每天的“打卡点”

勤勇村文化礼堂的最大特色，也最被村
民所称赞的，正是这个露天舞池。

当众多市民苦恼于去哪里跳广场舞、
会不会扰民、谁来带音响、没有灯光该怎么
办等诸多问题时，这个舞池全解决了。一年
四季，除了大年初一至初五外，其余日子都
向公众开放，遇上下雨天，室内的活动场所
也是开放的。

罗爱敏的家就在距离文化礼堂不到
100 米的地方，每天到点了，她便溜达过
来，跳完广场舞，开始跳交谊舞。“人家都
要推着很重的音响设备去，我们完全不
用，张伟国师傅还会每半年换一次舞蹈音
乐，如果有自己想学的、喜欢的音乐，也可
以提供给他，下一轮换音乐时，就轮到
了。”罗爱敏说。

罗爱敏还是村舞蹈队的成员，经常代
表勤勇村参加各类比赛，当比赛和广场舞
发生冲突时，她们20来个队员就以排舞为
重，跟随村里的一名舞蹈老师，在舞蹈教
室里排练。

“舞蹈教室的条件可好了，村里为我们
安装了两面大镜子，还加装了压腿的器
械，能让我们热身，想得很周到。”罗爱敏
告诉记者。

如今，这个露天舞池已不只容纳本村人
了，来自周边的庄市街道永旺村、蛟川街道
清水浦村的人们，也会掐着时间点前来，每
晚6点半到9点左右的两三个小时，成了大
家最放松的时候。

文化礼堂内景

勤勇村文化礼堂的羽毛球场等勤勇村文化礼堂的羽毛球场等

村民在村史馆参观


